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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港校爭取與海內外大學探索更多創新計劃勉港校爭取與海內外大學探索更多創新計劃
「知識全球化」大學校長高峰論壇會展舉行 李家超出席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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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致力打造「留學香港」品

牌，包括積極爭取舉辦國際教育會議及展

覽，推動本港專上院校提升與各地院校的合

作交流。作為今年本港盛事之一的「知識全

球化」大學校長高峰論壇2024，昨日起一連

兩天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

雁雄出席並致辭，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吳岩視

頻致辭。李家超致辭時指出，今次有來自20多個國家及地區逾50多間大學校長和教育

領袖參與活動，與本港高等教育界人士共同探討多個重大議題。他鼓勵本港各院校爭取

與海內外大學探索更多創新計劃和研究交流合作，並期望一眾海外來賓能於此行享受在

港旅遊的美好時光。（鄭雁雄致辭刊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李家超指出，現時本港有5所大學排名世界百強，其中3
所更躋身亞洲前十名，受惠於「一國兩制」的得天獨厚

優勢，香港獲得祖國的堅定支持，同時跟全球互聯互通，
「現時香港吸引了來自百多個國家的學生，院校有超過一半
的學術人員來自香港境外地區，我們正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
繼續發展。」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強調，要推進本港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
育樞紐，李家超介紹本港正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並
舉辦更多國際教育展覽及高規格會議，是次論壇正是一例。
特區政府亦擴大了「一帶一路獎學金」等獎學金計劃，以鼓
勵更多非本地生來港升學，並設立香港未來人才深造獎學金
計劃，支持本地學生進修。
他特別提到，北部都會區將預留80公頃土地發展北都大學
教育城，鼓勵院校與內地及海外知名大學探索更多創新計劃
和研究交流合作。

鼓勵與內地城市建多邊跨領域夥伴關係
他又指，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之一，區內人
口超過8,600萬人，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9萬億美元，相當於
世界第九或第十大經濟體。目前本港已有四所大學在粵港澳
大灣區設立校園，他鼓勵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建立多邊、跨領
域的夥伴關係，這將有助進一步推動學術研究發展、知識轉
移、產業化和商業化，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本次論壇以「知識全球化」為主題，推動知識流通及共享

互動，為亞洲本年度最大型的世界級教育界會議。論壇共圍
繞九個議題作出探討，包括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知識全球
化、道德倫理、法律、數據科學、生物醫療和綠色經濟，以
及人口結構與未來教育變革、大學管理創新及如何在快速變
化的世界秩序中為年輕一代創造價值等，香港九間大學的校
長將分別主持一個小組討論。

學者攜尖子出席 了解港高質量教育體制
論壇由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發起主辦、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支持，邀請來自港澳、內地以及世界各地的50多間大學
校長和中外嘉賓等600多人參加。部分學者更帶同尖子學
生，將通過在港親身體驗和交流，深入了解香港高質量教育
體制；同時藉與本港大學校長的學術交流，彼此建立合作基
礎。論壇也會進行全球網絡直播，預計將帶來數萬人次的龐
大觀眾群。

冀嘉賓抽空享受香港美景美食
是次論壇亦獲得特區政府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多個部門支持，其中
文體旅局安排出席的海外學者參觀西九故宮博物館等。李家
超期望，各嘉賓出席論壇之餘，也能抽空享受香港所提供的
一切，「本港眾多郊野公園距離城市只有一箭之遙，晚上你
亦可以到城中的著名餐廳享用美酒佳餚，又或到訪一些亞洲
和世界頂級的酒吧，度過美好的香港時光。」
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方建明、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雷添良等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
楠）在首場會議的問答環節中，
現場參加者提出了一個重要問
題：「大學應該如何善用他們的
研究能力，有效應對全球最迫切
的挑戰？」各校長專家分別提
到，大學知識產權帶來的經濟收
益有利啟動跨院校計劃，但要注
意過度控制和盲目追求商業化問
題，且科研成果落實應聚焦造福
人類，另外大學亦需要培養創新
人才，並積極走出校園，與本地
社區以至國際間合作分享成果。
利用知識產權創新創業，是大
學將研究成果轉化至社會幫助解
決 問 題 的 重 要 途 徑 。 不 過
KHOSLA指出，僅依賴知識產
權的商業化，並不一定會帶來良
好的效果，成功案例寥寥可數。
他認為，大學校長應專注於賦予
和激勵教職員工，例如在他們利
用研究成果成立初創公司時可提
供彈性休假、延遲或提前晉升審
核等，吸引公司為大學提供部分
股權，大學亦要確保各方獲利平

衡，教職員才有動力發表創新的
研究成果。
ALRAEESI強調，科研成果的
落實不應在於僅僅追求利潤，而
要着眼真正造福大眾，他提到阿
聯酋的大學於兩年前開始推出一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計劃，隨着
成功實施，更開始與國際大學展
開合作，涉及非洲、中國內地
等，以共同尋找解決方案並取得
了一些成果。ROTHWELL 則
說，透過獎金和資助，可以啟動
跨院校計劃，以應對氣候變化等
全球性問題。
杜江峰認為，大學最大的價值
在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
透過大學的網絡，了解行業概況
後，再提供資金和平台支持，才
能培育出支持行業發展的重要人
才，應對全球挑戰。
YAGUCHI亦表示，大學可積
極努力走出校園社區，讓教職員
參與合作研究，與當地社區以至
國際夥伴交流和信息分享，將研
究成果傳達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持續兩天的大
學校長高峰論壇2024，分別由香港本地九間大學
校長主持，共同圍繞九個議題展開探討，包括人
工智能時代下知識全球化、道德倫理、法律、人
口、教育、未來、數據、生物醫療、綠色經濟等
重大議題，以及如何在迅速變遷的世界秩序中為
年輕一代創造價值。昨日緊接開幕禮進行的首場
會議，主題為「知識全球化對人類的重要性」，
由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主持，與5位來自全
球各地的高教領袖，探討透過全球信息交流和共
享，如何促進知識跨國傳播、建立合作，為人類
帶來更璀璨的未來。
其中，浙江大學校長杜江峰率先從知識全球化
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切入，強調了學習資源和
信息全球化的重要性。他指出，首先，面對社會
環境的快速變遷，人們需要持續學習新知識、掌
握新技能，透過建立全球學子共同學習平台，讓
學習資源共享有助於培育未來創新人才。
其次，需要加強科研合作與學術交流以應對全

球挑戰，特別是世界正面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
性喪失等問題，迫切需要共同探索解決方案，全
球化的科學研究將促進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推
動科技成果的應用轉化。
此外，杜江峰認為需要打破地域和文化的界

限，促進人類文明的傳承和交流。他引用了張騫
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等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
例子，強調推動西學東漸的重要性，展現文明的
多樣性和包容性，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學習
和交流，有助於藝術、哲學等領域的蓬勃發展，
繪製出人類文明的多元圖譜。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校長 Pradeep K.

KHOSLA提出，面對全球性的複雜社會問題，每
個人都應有權獲取和使用科學的資料和數據，
「因為能解決問題的頂尖專家並非局限於單一
機構，而是跨越多個機構、多國家/地區，因此
實現數據的民主化至關重要。只有當每個人都
能利用數據解決問題時，我們才能更好地改善
生活。」

倡藉數據共享創建公平競爭環境
他形容，數據科學就如同海灘上的金屬探測

器，「想像在海灘上，人們正利用金屬探測器尋
找硬幣或其他寶物。這就好比數據科學。這需要
有才華的研究人員和適當工具來整合承諾性陳
述、理論和數據分析。數據科學能夠幫助我們解
決這些問題，為搜尋複雜的跨學科、多維度數據
提供了科學基礎。」他認為，當前世界更應藉數
據共享創建公平的競爭環境，成為全球經濟流動
性，讓整體人類得益。

保持聆聽多學科跨國家觀點價值
英 國 前 曼 徹 斯 特 大 學 校 長 Dame Nancy

ROTHWELL則表示，知識不僅僅是與科技和科

學相關，還包括對個人和社會行為的理解，在知
識全球化下，需要通過保持聆聽多學科、跨國家
和不同觀點的價值，其持續開放和願意合作，才
能獲得優勢。
阿聯酋大學副校長 Ahmed Ali ALRAEESI 提
到，該校啟動了一系列旨在應對全球挑戰並與國
際合作的倡議，包括非洲婦女賦權計劃，及推動
農業可持續發展等，透過這些學術網絡有助將可
持續發展目標整合，推動全球發展，為後代創造
更多機遇。
東京大學全球教育中心副主席兼主任 Yujin
YAGUCHI認為，為迎接更多元化挑戰，大學必
須成為一所真正卓越且具包容性的機構，透過與
世界各地的優秀合作夥伴分享知識、促進創新，
為打造一個經濟和生態可持續的世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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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賓聚焦商全球信息交流共享

澳門輕軌橫琴線通車澳門輕軌橫琴線通車 助力融入灣區助力融入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一小時生活圈」」
澳門輕軌橫琴線昨日正式通車運
行，不僅為澳門居民與往來旅客提
供了更為舒適、快捷的跨境出行新
選擇，而且澳門與內地的軌道交通
實現了對接，助力澳門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乘客可在橫琴口岸與廣珠城軌延長線
「珠機城軌」快速換乘，貫通內地軌道網絡。在目前廣州南站至橫
琴站每天兩趟列車的基礎上，珠海市軌道交通局正協調廣鐵集團於
今年第四季度開行更多直通列車，廣州至澳門通過換乘銜接實現
「全程動車」。
昨日下午1時11分，澳門輕軌橫琴線首班車從橫琴線蓮花站開出，吸

引不少澳門居民嘗鮮體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乘客羅先生表
示，此前從澳門前往橫琴會乘坐巴士，路途中需要途經多個站點，耗時
比較久。輕軌橫琴線開通後，自己前往橫琴更加方便了，節省了不少出
行時間，會提升自己借助橫琴融入灣區的積極性。
澳門輕軌橫琴線連接澳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全長約2.2公
里，其中隧道段約900米，設有蓮花站和橫琴站兩個車站。澳門輕軌

公司董事會主席何蔣祺表示，澳門輕軌橫琴線的通車，意味着澳門與
內地的軌道交通實現了對接，琴澳民眾可以更方便地融合交流。

廣州至澳門通過換乘銜接實現「全程動車」
「有了澳門輕軌橫琴線，廣州至澳門通過換乘銜接實現『全程動

車』，這也將增加赴澳門遊的吸引力。」廣東旅客劉曉軍說，從廣
州南站坐廣珠城軌到橫琴站，從橫琴口岸過關後直接上澳門輕軌橫
琴線，再連接氹仔線，不僅可去到澳門機場、氹仔碼頭以及路環各
大酒店度假村，還能跨海抵達在澳門半島的媽閣站，遊覽知名景點
媽閣廟、海事博物館等。
珠海市軌道交通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澳門輕軌橫琴線銜接廣珠城

際，乘客可在橫琴口岸與廣珠城軌延長線「珠機城軌」快速換乘，
實現珠澳區域公共交通的快速銜接。該局目前正協調廣鐵集團於今
年第四季度開行16列廣州南站─珠海機場站（橫琴站）直通列車。
此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還將規劃建設「一體化高鐵綜合交通樞
紐」，積極推動橫琴、澳門加速融入國家高鐵網。橫琴高鐵站將選
址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城市中心，距離橫琴口岸僅兩公里，並

計劃與澳門輕軌接駁。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指出，澳門輕軌橫琴線建成

通車，將進一步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推動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的建設，為澳門的長遠發展開闢新空間、注入新動力。而隨
着跨境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澳門與內地的產業合作也將更加緊密，
有助於促進澳門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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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輕軌橫琴線通車儀式舉行。

●●「「知識全球化知識全球化」」大學校長高峰論壇大學校長高峰論壇20242024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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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