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教育及創新科技是推動香港

社會進步的關鍵，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中便聚焦提出多項相關建

議。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的科

技大學，亦因應大勢推出最新人

才發展計劃，包括在未來3年至

5年，會進一步增加教授學者人

數5%至10%至約500人，並於

數據科學、機械人及自動化系統

等5項研究領域作重點發展；而

在碩士及博士生組成上科大亦希

望將港生比重提升至兩成，另加

兩成國際研究生，做到多元化及

國際化。

科大續「招兵」聚焦5領域
教授學者5年擬增10% 碩士博士生提升港生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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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柴
婧 ） 教 育 獎
「一丹獎」創
辦人、騰訊主
要創始人之一
的陳一丹昨日
在港表示，樂
見特區政府在
剛發佈的財政
預算案投入大
量資源於教育
和創科範疇，
認 為 方 向 正
確，又指香港
應在大灣區良好機遇下發揮自身優勢，並與
區內城市形成相互合作同時良性競爭，彼此
成為「你強我強的好夥伴」。

教育須改革 教師應轉型
陳一丹昨日聯同一丹獎基金會代表與傳媒

午宴。他在談到全球教育趨勢時指，當前在
各種經濟和社會的挑戰下，教育必須作出變
革，前線的教師亦要轉型。
科技發展對社會各方面影響重大，香港正
推行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教
育，培養學生基礎技能是正確選擇，但在着
重培訓技術的同時，亦不應放鬆對學生價值
觀、堅毅性格、人品等方面的培養。
「有研究指中國未來有逾七成工種會被替

代，但同時亦會創造出新的機會，我們不應
害怕科技。」陳一丹認為，人類要擁抱科
技，並具備終身學習的精神，利用科技進行
知識轉移，擴展以人為本的教育，而未來人
才則必須具備跨學科、編碼、創意、分析能

力，以及企業家精神、全球視野等。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他建議，香港青年應緊
抓機會，培養長遠開放眼光，而香港亦應發揮自身在
法律、經濟體系、國際人才、教育資源等優勢，與區
內城市優勢互補，「將『蛋糕』愈做愈大。」他認
為，特區政府當前重視創新科技和教育發展是正確選
擇，應繼續加強構建良好的創科環境，推動良性發
展。
於2016年創立「一丹獎」，設有「教育研究獎」

及「教育發展獎」兩個類別，各有獨立評審小組審閱
提名及選出得獎人。今年的「一丹獎」提名將於本月
31日截止。一丹獎基金會行政總裁李家倫透露，目
前提名數與去年的近千份接近，當中包括質素高的香
港和內地被提名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大學排名機構QS
（Quacquarelli Symonds）2018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日前出爐，港大牙醫學連續三年蟬聯全球第一名，理
大酒店與休閒管理及土木工程繼續維持全球第三名與
第十名，而教大則在教育學科首次躋身全球10強，
位列第九名，較上屆躍升4位。
QS2018年世界大學學科排行榜，對全球各大學的

48個學科進行排名。根據QS網站資料，世界大學學
科排名榜根據相關學系的學術聲譽、僱主聲譽、論文
引用及研究成果影響力計算得分。
總體而言，香港的9所大學總共參與排名163科
次，其中87科次在各科五十名內出現，僅次於內地
的88次，但比亞洲其他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要多。
港大教育學科繼續位列全球第七名，而建築與環

境、土木工程、法律、 語言學、現代語言、社會政
策與管理和體育相關學科亦躋身前20名。中大傳播
與媒體研究位列全球第二十名。科大會計金融（第十
六名）、商業和管理（第十六名）、計算機科學和信
息技術（第十四名）皆較舊年有所提升。
就港大牙醫學連續三年蟬聯全球第一名，港大牙醫

學院院長傅立明表示很興奮，指排名再次肯定了學院
培育專業牙醫的傑出成就。
教大校長張仁良則指，是次排名結果再次印證教大

在提升教研實力和分享學術成果方面，皆獲得國際學
界同儕的認可。

港大牙醫學蟬聯QS榜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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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署任校長史維與多名管理層出
席傳媒午宴，他形容今年財政預

算案對教育創科的支持非常有力，樂見
政府增撥資源，「不單是幫助學生，還
有更多的有關創新創業，這方面新的撥
款，很多都跟學生以及大學操作很有關
係。」
被問到政府投放是否足夠，史維笑言

「錢永遠是不夠的」，但從資金的增加
速度而言，他認為已很優厚。

不過，他強調教育與創科發展不應只
是看有多少錢，而是要知道如何運用，
期望可以跟政府有多方面的交流，討論
如何運用會是最有效率及最有成果。

創科園對港科技前景重要
就政府預留200億元予落馬洲河套區

「港深創科園」，史維強調，有關發展
對香港及內地科技前景很重要，因為香
港雖然具備不少人才，但一直缺乏硬件
設備，港深創科園可連接兩地人才及資
源，但計劃需要更具體的細節，希望可
早日落實。

為學生提供更多宿位
史維又分享科大最新發展，表示該校

學者教授人數過去3年已增加了5%，期
望未來3年至5年內會進一步提升5%至
10%，至約500人，同時校方會繼續以
數據科學、機械人及自動化系統、設計

及創業、可持續發展，以及公共政策5
項研究領域作重點發展，未來會繼續重
視研究及知識轉移，並會致力為學生提
供更多宿位，改善教學和校園設施。
科大協理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教

育）吳宏偉補充指，本屆特區政府多項
新措施都反映對本港教育的支持，其中
在增加資源鼓勵本地研究生繼續深造方
針上，與科大目標一致。
他提到該校希望長遠讓研究生達到

「20（國際）：20（本地）：60（內
地）」比例，以達至多元及國際化。
副校長（大學拓展）林文怡則說，本

學年科大有近千名國際本科生畢業，而
他們來自約50個不同國家，情況較10年
前只有不足100人大幅改善。
她又表示，科大近年新聘教授中約三

分之一為女性，當中包括工學院，而過
去10年計女教授人數有80%增長，說明
校園於文化及性別的多元發展。 ■史維（左七）與大學管理層出席傳媒午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陳一丹認為方向正確，又
指香港應在「大灣區」良好
機遇下發揮自身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