
中俄首個合作大學深圳奠基
建成後將採三語教學 可獲兩校文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第一所中俄合作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籌)校園奠基典禮昨日在深圳市

龍崗區舉行。據悉，該校由北京理工大學攜手莫斯科大學建立，是目前內地9所中外合作大學之一，學校將採用漢語、俄

語、英語三種語言進行教學，學生畢業可以拿到莫斯科大學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頒發的兩個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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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獲悉，目前學校正在等候教育部批覆，計劃於今年
9月開始招收碩士生，遠期招生規模為在校生總數

5,000人，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為1：1。

首批學生有望9月入學
據介紹，學校在專業設置上，將選取莫斯科大學和北京
理工大學的優勢學科專業，特別考慮與深圳經濟社會、科
技創新和產業結構的需求相適應，首期擬開設數學與應用
數學、材料科學與工程、俄語等專業；在教學模式上，將
中國培養模式、俄羅斯培養模式和博洛尼亞進程模式相結
合，以中英俄三語為教學語言，師資方面，50%以上教師
將由莫斯科大學選派，其餘教師將在全球範圍內甄選。
在成立的前5年，該校每年將招生300到500人，遠期辦
學規模為5,000人，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為1：1。其中，
30%至50%為留學生，主要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今年預計招收的兩個碩士專業為納米生物技術和生物生態
學，均為英文授課。
深圳市教育局局長郭雨蓉介紹，校園建設工程將分為兩
期，總投資19.6億元（人民幣，下同）。一期工程為過渡
校區，投資1.76億元，設計可容納學生600餘人，今年9月
前交付使用。二期工程為永久校區，佔地33.4萬平方米，
投資17.8億元， 2018年交付使用。

中俄教育合作里程碑
昨日的奠基典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劉延東與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納雷什金共同為奠基石揭
幕。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
長萬鋼，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教育部
副部長郝平，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胡海岩，莫斯科大學校長
薩多夫尼奇等出席了奠基儀式。
劉延東表示，籌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是中俄兩國在
人文和教育領域的一次歷史性合作。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中
國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邁上了發展新台階，
目前中外合作舉辦的教育機構和項目已經達到2,411個，但
像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這樣中外合作舉辦一個全新的大學
還為數不多，希望大學為兩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作出更大
貢獻。
此外，記者還了解到，未來深圳還將引入另外一所中外合
作大學——深圳吉大昆士蘭大學，學校去年8月已正式簽
約，將成為中澳兩國外交項目，目前正在進行前期工作。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舉行奠基儀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
和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納雷什金出席，規
格之高令人矚目。
回顧近幾日的新聞，中俄合作項目頻頻

見諸報端，讓人不由聯想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6月訪問
中國的消息。5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俄羅斯
國家杜馬主席納雷什金。5月4日 「四川省－韃靼斯坦共
和國推介會」在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首府喀山舉行，雙
方表示將加強在教育、科技、文化和旅遊等領域的合作。
而近日中國將為建設俄羅斯首條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鐵，提
供價值為4,000億盧布（約62億美元）貸款的消息也引起
諸多關注。據悉，該條高鐵未來將延伸至北京，並以此打
造莫斯科至北京的歐亞高速運輸通道。
這樣頻密地發佈中俄合作項目，無疑是在為普京的訪華
預熱。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5周年。有
分析人士認為，當前中俄合作關係正在處於歷史最好的時
期，尤其是進入2016年後，中俄之間的互動協作更加頻
繁。 ■記者李望賢

莫斯科大學是俄羅斯規模最大、歷史最
悠久的綜合性高等學校，全名為國立莫斯
科羅蒙諾索夫大學。1755年由教育家M.
B.羅蒙諾索夫倡議並創辦，是一所歷史悠
久且擁有優良傳統的大學，以師資雄厚、
設備完善、高教學質量和高學術水準而享譽世界。莫斯科
大學在俄羅斯聯邦具有特殊地位，它是俄羅斯獨立的有自
治權的大學，其《章程》由俄羅斯大學教職工代表大會研
究制定。

莫斯科大學不但是全俄羅斯最大的大學和學術中心，也
是全世界最大和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成立260年來該
校的教授和畢業生有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許多世界知名
人士以及俄羅斯政界、科學界的要人都畢業於此，包括安
東·契訶夫、戈爾巴喬夫、奧列格·德里帕斯卡、尤里·米爾
納等著名人士都是其校友。

1953年春，莫斯科大學新校舍落成，其主樓大廳穹頂
上，描繪着世界各國著名科學家的彩色畫像，有哥白尼、
迦利略、達爾文等人。而中國兩位著名的科學家也在其
中，一位是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數學家祖沖之，另一位就是
中國明代偉大的中醫藥學家李時珍。 ■記者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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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首條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
低速磁懸浮商業運營示範線——長沙磁浮快線6日開通
試運營。該線路也是世界上最長的中低速磁浮運營線。

最高時速100公里 全程24元
據中新社報道，長沙磁浮快線全長18.55公里，於

2014年5月開工建設。它一端連着位於京廣、滬昆高鐵
交匯「金十字」的長沙火車南站，一端是客流量排名中

部前列的長沙黃花機場。磁浮快線使往來這兩大
交通樞紐由過去的驅車約半個小時縮短為10餘分
鐘。該線路採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
磁浮交通系統。其最高時速100公里，最大載客
量363人。
相較從德國引進、飛馳在世界首條商營磁浮專

線的上海高速磁浮列車，長沙中低速磁浮列車具
有安全、噪聲小、轉彎半徑小、爬坡能力強等特
點，多項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作為湖南構建
中國中部空鐵一體化綜合交通樞紐，實現磁浮技
術工程化、產業化的重大自主創新項目，長沙磁
浮工程採用PPP融資模式，總投資42.9億元人民
幣。
長沙磁浮快線全線設3座車站，其中磁浮高鐵

站設置城市航站樓功能，方便乘客提前辦理值
機、託運行李等。試運營初期配置5列列車，運

營時段為上午9時至下午6時。快線實行區段計價票制，
試行票價全程為每人20元人民幣（約合港幣24元）。
走進長沙磁浮高鐵站，只見站內台式X光安檢儀、防

爆設備、彩色高清攝像頭等裝置十分醒目，讓人安全感
大增。列車內綜合了高鐵與地鐵的車廂佈局，橫豎結合
的座位排列方式令人眼前一亮。長沙磁浮首位購票乘客
余文韜表示，如此「高大上」的交通工具走進自己所在
城市，既帶來了便利，更有幸福感。

首條中低速磁浮鐵路試行

香港文匯報訊 70年前，歷史上著名的「東京審
判」於1946年5月3日開始進行。審判歷時兩年
半，共開庭818次，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判決
書長達1,213頁。審判結束後，中國代表帶回的兩
箱檔案文件多已散失，因此有關東京審判的文獻資
料彌足珍貴。趁着70周年的大日子，上海交通大學
出版社上線了「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這是全球
首個可進行庭審記錄全文檢索的東京審判文獻資源
數據庫。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該數據庫一期內容資源約
6,000萬字，其中英文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

錄》近5萬頁；日文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
據文獻》有3萬餘頁；庭審現場、人物等照片
約700幅；視頻資料50分鐘。
打開http://tokyotrial.cn/，記者發現數據庫

首頁設有人物、年表、庭審記錄、證據、研究
資料、影像資料等子欄目，而人物一塊又可以
細分為法官、檢察官、A級戰犯、證人、律師
五個部分。值得一提的還有年表部分，數據庫
將東京審判分為準備、檢方主張立證、辯方反
駁、審理、判決五個階段。上述部分所有網民
都可自由瀏覽。

記錄數字化可加批註
如果要詳細瀏覽庭審記錄，則需要擁有登錄數

據庫的權限。記者登錄後發現，詳細的庭審記錄可
實現PDF（圖片）瀏覽，也可實現XML（文本）瀏
覽。
換言之，該數據庫並不僅僅把庭審記錄的紙質版

掃描到庫裡，還對每一頁的記錄進行了文本數字化
處理，使得對全部的庭審記錄都可進行搜索，複製
和添加批註等操作。
「我們還開發了混合瀏覽模式，即PDF（圖片）

和文本對照閱讀。後者方便閱讀與複製，而前者方
便與原件校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副社長宗德
寶如是說。

中俄合作提速
預熱普京訪華

祖沖之李時珍
繪製在莫大主樓大廳穹頂上

東京審判70周年 庭審全文上線

■5月6日，第一所中俄合作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校園奠基典禮在深圳市龍崗區舉行。 中新社

■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網站首頁。 網上圖片
■5月6日，中國首條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浮商業
運營鐵路——長沙磁浮快線載客試運營。長沙磁浮快線連接長
沙火車南站和長沙黃花機場，單程票價20元人民幣。 新華社

中國內地現與境外合作辦學9個高校
（含港澳地區）

校 名

寧波諾丁漢大學

西交利物浦大學

上海紐約大學

昆山杜克大學

溫州肯恩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聯合國際學院

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籌)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籌)

製表：李望賢

合作院校

浙江萬里學院和英國諾丁漢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和英國利物浦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

武漢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

溫州大學和美國肯恩大學

深圳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

汕頭大學和以色列理工學院

北京理工大學和莫斯科大學

地 點

浙江寧波

江蘇蘇州

上海

江蘇昆山

浙江溫州

廣東深圳

廣東珠海

廣東汕頭

廣東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