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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教育部回應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提案，支持在大

灣區港澳子弟學校提供12年制教學安排。對此，眾多在深的港人家庭表示歡迎，希望相

關安排能夠盡快落實。羅湖港人子弟學校董事長鄭景輝表示，大灣區港澳子弟學校提供

12年制教學安排，可以大大解決在大灣區的港人子弟求學的問題，讓他們了解內地的發

展，也能夠培養家國情懷。「我們有20多年銜接兩地課程的辦學經驗，很願意，也有信

心做這件事。」

老師家長：早落實利學子前途
教育部回應港區委員提案 挺灣區港澳子弟校12年學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
報道）由於疫情，深港兩地各有強
制檢疫措施，跨境學童難以返港求
學，不少人選擇回流深圳。羅湖港
人子弟學校接獲多宗港生插班個
案。
學校董事長鄭景輝表示，今年以

來，學校有些香港學生因為疫情留
在香港，因此空出學位，得以接收
部分插班生。但有些學生因為不在
本學區，無法辦理學籍。
他認為，港生在深圳可以選擇的

學校不多，加上深圳的學位又十分
緊張，學生求學無門。「尤其是5、
6年級的學生，面臨升學的緊迫需
求，在學校有學位的情況下，當然
願意接納這些學生，解決燃眉之
急。」
他指，這些學生的條件都符合深

圳入學的相關要求，有在深圳繳納
社保，也有居住買房的，招收這批

學生，不影響現有辦學，只是因為
跨了學區，「但現時跨區招收一年
級的學生可以辦理學籍，唯獨插班
生無法辦理。若不能辦理學籍，學

生即使入讀，也無法在內地升學，
家長們十分着急」。他呼籲，有關
政策能夠適當放寬，解決這部分學
生的學籍問題。

跨境童滯深插班 校董籲放寬學籍辦理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採用「兩文三語」教學，集兩地優勢課程。 受訪者供圖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學生們正在上課。 資料圖片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董羅湖港人子弟學校董
事長鄭景輝事長鄭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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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道）9月8日，東莞全球先進製造招商
大會召開，大會發布簽約重大項目共216個，總投資金額3,255.079億元
（人民幣，下同）。
據了解，本次大會除了設東莞主會場，還設有德國、日本、以色列三個

海外分會場。大會主題為「打造最強產業鏈．賦能智造新時代」，旨在進
一步展示「三區」疊加重大機遇下的東莞新一輪發展商機，展示東莞圍繞
產業鏈招商，強鏈、補鏈、拓鏈，全力推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嶄新姿態。
廣東領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芳勤、廣東拓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吳豐禮分別上台分享了投資經驗，曾芳勤說，未來領益智造將發
揮龍頭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促進中小企業優勢互補、信息共享，將產業
鏈做深做精，為東莞製造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上半年招商引資逆勢增長24.3%
東莞市委書記梁維東表示，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今年仍有眾多海內外企業

看好大灣區，主動選擇在東莞投資發展。數據顯示，上半年東莞招商引資逆
勢增長24.3%，引進超千萬美元外資大項目47宗，較去年同期還增加了10
宗，帶動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4%，增速比一季度大幅提高16.2
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投資增長22.9%，增速比一季度提高36.5個百分點。
會議期間共有39個代表項目上台簽約，涉及投資總額1,895.76億元。其

中，有強鏈工程項目9個，分別是：OPPO全球總部項目、OPPO芯片研
發中心項目、沃格光電項目、VIVO智慧終端總部項目、深圳市兆馳股份
項目、合豐泰光電集團研發總部及製造基地項目、拓斯達自動化設備製造
項目、領益精密製造項目、東勤通訊高端移動終端智能製造總部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全球化將
在未來一段時間被
不斷挑戰和修正，
但全球自由貿易的

大趨勢不會改變。」中國主權財富基金—
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祁斌8日出席服貿會全
球PE論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後，對外
投資面臨「逆全球化」、「去中國化」和
「經濟自主化」三大新挑戰。
「一些西方勢力『去中國化』的手段、
領域或許會不斷翻新，但中國作為全球最
大消費者市場、最大製造業基地的地位不
會改變。」祁斌還認為，「經濟自主化」
可能會發生在某些核心產業和敏感行業，
但全世界產業互補、互利共贏的潮流不會
改變。
中國的對外投資在2016年達到1,900億
美元的歷史高點，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

資國。而後，內外部投資政策趨緊，加之
企業投資及投後整合能力不足等原因，從
2017年開始中國對外投資已連降三年。

中投三方面探索管控風險
祁斌說，應對後疫情時代新挑戰，必須

要加大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的力度。中投主
要進行三方面探索來擴大投資並管控風
險。一是設立雙邊基金，目前中投在美日
英法意等都設立了雙邊基金。中投往往與
當地最大的市場化投資銀行或者商業銀行
合作，以便與當地最廣泛企業和金融網絡
建立聯繫，通過「強強聯合，利益綑綁，
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
經濟融合」。
二是「區域加行業」的矩陣對外投資模
式。祁斌解釋稱，中投在海外國家投資，
往往會綁定該國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再綁
定一個行業領袖，與中投共同投資，這樣
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風險。「目前主要聚焦

美國、歐洲、日韓及新興經濟體，行業重
點關注工業製造 TMT、消費、醫療、農
業、油氣、礦產、基礎設施8個方面。」
三是加大「一帶一路」投資。
祁斌說，通過這些創新的對外投資方
式，中投在疫情後對外投資進度甚至快於
往年，近幾月已先後在法國、意大利落地
三個直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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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東莞全球先進製造招商大會召開，大會發布簽約重大項目共
216個，總投資金額3,255.079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為保障商務談判的私密，滿足商務時
效性報價、知識產權IP交流等場景，本
屆服貿會首次在數字平台洽談間設置了
「閱後即焚」功能，香港文匯報記者體驗
發現，展商在線上洽談機密內容時，可設
置觀看者的閱讀時間，超時後信息將自動
銷毀。同時該功能還會對手機截屏行為追
蹤和提示，全面有效地保護機密商務信
息。

美國的流行聊天軟件Snapchat，曾以獨
特的閱後即焚功能佔據年輕市場，私密的
照片分享後，無須擔心被留存或外洩，這
一功能在近幾年逐漸在商務洽談、企業安
全領域滲透。
為本屆服貿會提供技術支持的是京東智

聯雲，該公司產品經理楊子浩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這項技術於2014年就在京東內部
使用，目前已經和中關村管委會、國資委
等部門合作，未來將會在各行各業推廣。

除了保障網絡安全和企業商業機密安全，
服貿會數字平台還為參展企業提供統一用
戶平台、會議管理、運營分析，實現線上
線下的無縫融合。通
過數字平台呈現的
「雲上服貿會」，將
為中外展商對接洽
談、交流合作提供
「永不落幕」的會展
新體驗。

「閱後即焚」首現服貿會

■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祁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攝

鄭景輝介紹，現時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每年都有不
少港生選擇繼續在內地升學，有很多家長都表

達了強烈的意願，希望學校能夠提供一條龍的教學課
程。「約80%的港生願意留在深圳升學，深圳和香港
接近，許多學生住在深圳，更願意留在這裏，並且深
圳和香港教育水平也越來越接近。」

望課程方面盡量同步
據悉，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創辦於2001年7月，是

羅湖區委、區政府落實深圳市政協提案，解決在深圳
置業港人的子女讀書問題而創辦的深圳市第一所港人
子弟學校，高峰期時學校港生比例高達70%，目前港
籍生比例接近50%。鄭景輝介紹，在課程設置方面，
學校採用「兩文三語」教學，並選取兩地優勢教材，
選用與香港同步的朗文英語教材和常識教材，中文和
數學則採用較有優勢的內地教材，學生可以參加香港
升中派位，亦可以選擇在內地升學。據悉，過往每年
都有不少學生升讀香港Band 1 的中學。
他表示，港校成立近20年來，在優化兩地課程的
銜接方面積累了經驗，若能開辦12年制學校，也希
望在課程方面盡量跟香港同步，集兩地優勢，為學生
將來回港或在內地升學提供多種選擇。

現時學校主要教授小學階段
據悉，現時深圳的港人子弟學校主要教授小學階

段，小升初成為港生決定兩地升學的分水嶺，中學則
缺乏選擇。鄭景輝指，內地已經有一些學校或機構，
提供港生內地升讀大學或者回港升學的對應培訓課
程，但學生需要額外花一兩年時間修讀，若學校的課
程可以覆蓋，可以很好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位於廣州的廣東華僑中學
去年開始招收港澳子弟班，招收港籍中學生，其課程
按照教育部關於普通高校聯合招收港澳台僑學生統一
考試大綱要求開設課程，同時兼顧粵港澳特色的相關
課程，如國學、國際理解以及STEM等綜合科學與
人文課程。

目前需解決土地和辦學審批問題
鄭景輝表示，學校很多家長表達了強烈的意願，希
望有港人子弟學校可以繼續升讀，學校也願意投資辦
學，此前已經跟多個部門進行溝通，目前首先需要解
決的是土地和辦學審批問題。他指，現在羅湖港人子
弟學校已經沒有拓展空間，需要重新尋覓場地，惟深

圳土地資源也十分緊缺，
希望可以利用現有的
一些場地進行靈活
變通，「例如有
一些空置的廠
房，如果框架結
構符合要求，
空地比較多，
是否可以進行改
造，解決土地問
題。」
他認為，隨着粵

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將有越來越多港人到深
圳乃至大灣區其他地區居
住，12年制的港人子弟學校的需求會
更旺盛，希望可以盡快推動辦學，「可以考慮規模小
一點的，先行試驗，也可以解決現在一部分家長的負
擔。」

12年制讓港生多了一種選擇
去年以來，香港持續修例風波波及校園，今年又遇

上疫情「封關」，不少在深的港籍學童赴港求學困難
重重。對於教育部支持港澳子弟學校（班）提供十二
年制的教學安排，不少在深的港童家庭表示十分歡
迎，也希望盡快落地，讓子女能夠在深圳繼續升學。
兒子6年級的何太太表示，此前選擇入讀港人子弟

學校，就是考慮在升學時有兩種選擇，「看到鄰居的
孩子每天跨境上學，很早就出發，覺得很辛苦。」對
於明年是否赴港升學，她一直十分糾結，看孩子能否
派到理想的學校，尤其是中學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環境非常重要。「我們已經提交了資料。如果派到
Band1 的中學就過去，如果沒有就留在深圳。」她表
示，如果內地港人子弟學校可以提供一條龍教學，就
不用猶豫，會在深圳直升。
6年級的孫康森媽媽則表示，此前希望孩子中學赴
港，但從去年以來，看到香港社會不夠穩定，加上疫
情的影響，已經決定讓兒子就留在深圳。她認為，若
有12年制的港人子弟學校，對港籍學童來說，是多
一重選擇，非常支持。她對港校的課程比較關注，尤
其是英語，希望能跟香港銜接，「現時羅湖港人子弟
學校的英語教材就是香港的朗文教材，學生英語水平
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