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創新型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

離不開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才培育」和「智庫擔當」。昨日，首屆粵港澳

大灣區高等教育論壇在中山大學舉行。研討會上，來自內地和港澳高校的

學者對於大灣區的科創發展，大學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紛紛建言獻策。日

前，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科學家來信的批示為香港科創界帶來重大利好。在

此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吳遜

建議，可以設立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內所有高

等院校的研究基金會，支持粵港澳大

灣區高等院校的合作研究，助力高校

的科研產出成果。

學者倡設灣區基金促科研增產
香港高校師資一流 受限經費難展所長

央視快評：打好治污攻堅 還老百姓藍天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18
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
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強調，要加
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
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
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
央視就此發出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講話，着眼人民福祉和民族未來，
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係中華民族永續發
展的根本大計，對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作
出了系統闡述，提出了奮鬥目標：確保到

2035年，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根本好轉，美
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建
成美麗中國。
快評指出，從梁家河插隊建沼氣池到在

河北正定整治公共環境，從執政福建率先
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構想到執政浙江時
首次提出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念──從主政一方到領航中國，習
近平總書記對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
深邃思考和深入實踐，一以貫之、堅定不
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
性、長遠性工作。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的指引下，我們從實施大氣、水、土壤污
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到率先發佈《中國
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
再到實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
（2014－2020年）》，一系列強有力的制
度安排和扎實舉措，有力推動我國生態環
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
化。5年多來，從長江生態環境加快修復到
黃土高原萌生新綠，從塞罕壩的林海鬱鬱

蒼蒼到「萬村整治」工程全面鋪開，中華
大地上的綠色傳奇正在歷史性呈現。
快評最後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

話，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強大思想
武器和實踐指南。全黨全社會要深刻領會、
扎實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持之以恒推
進生態文明建設，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
戰。要通過我們的奮鬥，積極回應老百姓所
想、所盼、所急，還老百姓藍天白雲、繁星
閃爍，還老百姓清水綠岸、魚翔淺底，為老百
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建成美麗中國！

環境部啟食水水源專項督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生態環
境部昨日在北京宣佈，啟動全國集中式飲
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專項第一輪督查，進
一步推動水源地保護攻堅戰向縱深發展。

涉及1586個水源地
生態環境部表示，全國集中式飲用水水

源地環境保護專項第一輪督查於昨日開
始，將從全國抽調執法骨幹力量組成273
個組，對所有涉及到的212個地級市及

1,069個縣、1,586個水源地的環境問題進
行督查。

鼓勵舉報違法行為
為加快解決飲用水水源地突出環境問

題，生態環境部、水利部聯合制訂了《全
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專項行動
方案》，要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做好
本轄區飲用水源地環境違法問題排查整治
工作，確保飲用水源安全。

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 338個
地級及以上城市897個在用集中式生活
飲用水水源監測斷面（點位）中，有
811個全年均達標，佔90.4%。其中地表
水水源監測斷面（點位）563個，有527
個全年均達標，佔 93.6%，主要超標指
標為總磷、硫酸鹽和錳；地下水水源監
測斷面（點位）334個，有284個全年均
達標，佔85%，主要超標指標為錳、鐵
和氨氮。

生態環境部表示，為推動社會監督，及
時發現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區內排污口、違
法建設項目、交通穿越、餐飲旅遊等環境
問題，鼓勵公眾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進
行舉報，生態環境部將督促地方逐一核
實，依法查處。
生態環境部表示，為督促地方政府有

序落實，依法完成水源保護區劃定、邊
界標誌設立、違法問題清理整治三項重
點任務，將組織多輪次的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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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第11
次訪華前夕，德國總理默克爾19日介紹
了此次訪問的主要行程等情況。
默克爾將於北京時間5月24日至25日
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據中方介紹，這是
默克爾連任德國總理後首次訪華，也是她
就任總理以來第11次訪華。德國聯邦總
理府19日在其官網以「對話塑造德中關
係」為題發佈了默克爾最新短片。短片封
面用大號字體寫道：「與中國緊密合
作」。
默克爾在短片中介紹道，她平均每年要

對中國進行一次訪問，以同中方開展政治
對話並主持兩國政府磋商。她表示，德中
兩國在二十國集團（G20）「三駕馬車」
對話機制框架下有着非常緊密的合作。她
表示，此次訪華將與中方討論雙邊關係、
國際貿易爭端等共同關心的議題。她特別
強調了貿易問題，指出德中兩國均遵守世
貿組織規則，並且都希望加強多邊主義，
「這將在我們的會談中扮演一定角色」。
默克爾表示，除北京外，她還將赴深圳
訪問。她對此次能前往分佈着很多德企的
深圳訪問感到十分高興：「中國的經濟開
放從深圳起步，所以我十分有興趣訪問這
座充滿活力的城市」。

默克爾將訪華
商討國際貿易爭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吳遜認為，在大灣區建設中，廣東
火力全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接下來，
在大灣區高校合作發展中，香港真正一
流的國際高校或許可以借鑒美國加州大
學的辦學體系，在大灣區內開辦具有規
模的分校。
吳遜指出，開辦分校可以讓大灣區的
師生群體加強了解，能夠更暢通的互
通、互訪交流學習，讓大家對於大灣區
的發展能有更全面的了解。吳遜透露，
不少香港年輕人對於大灣區的機會，一
是缺乏了解的渠道，另外主動的認識也

還不夠深入。簡而言之，在大灣區開辦
分校的合作過程中，港青也可以更充分
和自如地了解就業發展的新機遇。所以
高校在推動大灣區建設中，就必須要促
成這樣的合作來促進他們的認識。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

授許長青認為，從國際經驗可以發現，大
學對區域經濟的創新作用是顯著的，創新
型城市與世界一流大學往往都有很好的互
動關係。他續說，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經濟
發展的新引擎，這意味着在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中，三地共同建設粵港澳聯合大學就
顯得尤為必要。

港高校灣區開分校
助港青獲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首批271名本
科生昨日舉行畢業典禮。據悉，首批畢業
生來自經管學院，截至本月初，共有約六
成半學生選擇本科畢業後前往國外（境
外）繼續攻讀研究生。選擇就業的學生主
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平均年薪
近14萬元（人民幣，下同）。
據了解，選擇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人均

收到3個以上世界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
書，超過41%的通知書來自於美國的知
名大學。其中，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
學、康奈爾大學、牛津大學、倫敦政治
經濟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
等是發放最多通知書的高校。就業方
面，由於首屆畢業生全部來自經管學
院，就業去向以投行、銀行、會計師事
務所等行業為主，包括中國國際金融有
限公司（中金）、匯豐銀行、中國銀行
香港分行、騰訊、華為等單位。

創業學長寄語後輩銘記責任
據悉，該批畢業生中，李芷璇、嚴丹

陽通過大學期間開展的創業項目成功盈
利，畢業之際向母校捐資100萬元，成為
第一批通過捐贈回饋母校的本科生。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也舉辦「紀念長椅

命名儀式」用以感謝同學對母校的回饋
與支持。李芷璇代表他們的創業團隊表
示，未來希望有更多校友能夠回饋母
校，回饋社會，她並寄語學弟學妹們
「要相信自己、相信未來，同時也時刻
銘記責任與感恩」。

截至2018年4月底，港中大（深圳）
已與海外69所全球一流大學開展實質性
合作，包括本碩連讀、聯合培養、校際
交換、海外訪學和國際暑課等。具備海
外學習經歷的學生佔在校生總人數的比
例已超過60%。

中大（深圳）首屆畢業生逾六成負笈海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第一屆本科生畢業典禮現場。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粵港澳三地高校學者就大學如何粵港澳三地高校學者就大學如何
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展開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展開
討論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吳遜結合自身經歷及經驗指出，在大灣
區建設中，各個城市都有雄心來做科

技創新。但是要申請廣東的一些項目經
費，常常需要借助南沙香港科大霍英東研
究院、深圳研究院這些平台來幫助申請。

按國際化評審制度評選
他舉例指出，在深圳就要求一定要有深
圳法人的機構參與，在廣州申請科研經費
也有類似制度藩籬。經歷過這些繁複的程
序，吳遜認為，如果能夠將各個區域的資
金協調，統一面向大灣區內的學者和科研
項目開放，設置專門分配基金的機構，按
照國際化評審的制度來評選，就能有效促
進大灣區的科技和產業邁步更大的發展空
間。
吳遜說，香港高校本身具有一流師資，
但是特區政府所能夠提供的經費有限。據
悉，香港8所高校一年的科研經費，目前
只有4億元人民幣，這對於高校科研來說
還遠遠不夠。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
山大學教授陳新滋指出，技術與科學都是
連接在一起。歷史上，大學從來都有自己
的使命，就是對社會有引領和推動作用。
內地發展進入新時代，就意味着更需要有
國際競爭力的科技企業去迎頭趕上，在這
個過程中高校要創造條件為企業服務。

競爭力源自育科研人才
陳新滋說，香港的高校師資很優秀，都

在用很少資源做很多工作。如何參與到大
灣區建設中來，高校的合作與競爭，一定
不是未來追求彼此的排名是否靠前。而是
要明確，將學校裡最好的科研技術轉變成
社會生產力，在國際上與別人比拚。新時
代發展，已經不需要再緊盯着勞動力或者
成本控制，真正的競爭力在於高校能夠不
斷培育科研人才，能夠真正做到別人不賣
你東西，也不會被迫停下來。
現在，香港高校的專家、學者可以直接

來申報國家科技項目的財政撥款。在此契
機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區域內的
高校如何更深入緊密合作引起參會專家的
關注。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教授葉
嘉安透露，在美國的高校裡，很多教授都
會在工業領域的龍頭企業擔當顧問，只有
深入一線才知道工業未來發展的路徑，適
時的調整高校的研究方向，最後助力高校
將研究成果變成生產力，服務社會發
展。廣東省科技廳有許多粵港科技合作，
對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提出了要求。在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高校承擔的科研
任務會越來越重要，只有加強合作才能更
高效為灣區發展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