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大校長李子建（右）與山
東大學校長李術才在論壇交
流。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李子建：

此次「知識全球化」大
學校長高峰論壇提供了很
好的全球交流平台，為促
進內地、亞洲及世界頂尖
高校之間的交流與科研合
作，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
步。除了支持香港特區發
展為國際教育樞紐，也為
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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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昨日在「知
識全球化」大學校長高峰論壇2024開幕禮上，
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創會主席、論壇籌委會
主席梁美芬一開場即用人工智能以八種語言包
括英、法、阿拉伯語甚至一些南美語言，向來
自世界各地的大學校長、高教領袖和學生打招
呼，全場嘉賓、觀眾表現興奮，氣氛熱烈。

冀AI帶來便利 同時珍視人道價值
她致辭時指，今次論壇選擇以人工智能
（AI）作為切入點，正是因為深深感受到世界
的風雲變幻，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局勢與AI快
速發展的趨勢，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應該共同
應對。「在人工智能教育我們的年輕一代之

前，我們應當如何教育人工智能？」同時論壇
亦致力推動全球學界互聯互通，是次的論壇主
題「知識全球化」正是其中一個焦點。
梁美芬認為，AI已融入到日常中的方方面
面，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過
她同時指出，當全世界都在期待AI革命帶來各
種便利的同時，人們應當珍視的人文、法治、
倫理、道德等人道價值，是否能在這場革命中
得以延續，「我們到底準備好了嗎？我們的下
一代可能面臨什麼？當他們與人工智能朋友、
老師、教授一起玩耍相處時，我確信他們會比
上一代更聰明，但他們的個性會變得如何
呢？」
梁美芬表示，在AI時代下，機會與挑戰並

存，想要善用AI所能帶來的好處，防止其遭受
惡意使用或濫用，就必須在AI管理、倫理、道
德、法治等方面達成全球共識，以保障下一代
健康成長，而是次高峰論壇正是開始這類全球
探討與合作的最佳機會。
她感謝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八所資助

大學和一間公立應用科學大學的鼎力支持，是
次論壇經歷短短七個月的籌備時間即得以落
地，規模盛大，探討議題亦極具前瞻性和時效
性。
她強調，香港是中西交匯的城市，有着五所
世界百強大學，眾多人才、資源和機遇匯聚於
此，歡迎海外教授和學生到來實踐理想。而今
次香港的大學校長與全球海外學者共聚一堂，
助力展示「留學香港」品牌的同時，更能推動
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梁美芬用AI以八種語言打招呼炒熱氣氛

來自美國、投身中華文
化國際交流逾40年的龍安

志（Laurence Brahm）現為香港對外交流友好
協會副主席兼國際文化交流總監。他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提到，在當前複雜國際環境
下，有需要強化民間交流的力量，啟動更多合作
與發展，其中科技方面要吸引年輕人的創意與創
造力，以及專業知識的注入兩方面的支持。
他表示，協會匯聚了不同背景的代表，這種多

元文化環境有助增進相互理解，促進更多溝通
與合作，而舉辦大學校長高峰論壇意義重大，
為香港以及全球未來發展開啟新的可能性。
其中，金融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擁
有穩固的金融基礎是其他領域持續發展的基
石。因此，龍安志認為，香港必須繼續保持金
融中心地位，不斷推動自身發展，同時吸引更
多國際研究人員來此共同探索科技與人類未
來，實現更好的發展。

他指本次校長論壇特別關注科技與人工智能
的議題，香港作為高科技與人工智能發展重
地，正朝更具影響力的方向邁進，而未來世界
將與現今社會對於全球化的理解有所不同，金
融體系、交易和商業模式都將面臨變革，科技
將主導全球化的未來，而教育交流則是這一切
的基石。龍安志強調，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教育
會扮演關鍵角色，學生的流動性將促進知識的
流通，至於未來的全球化到底會發展至何種面
貌，則有賴下一代的貢獻與定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強化民間交流力量 續保持港金融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大學校長高
峰論壇 2024 獲得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全力支持，教資會主席雷添良昨日在
開幕禮上表示，是次論壇致力營造協作環境，
倡導全球的教育創新和進步，教資會非常高興
為如此重要的活動提供支持，而論壇匯聚來自
世界各地的校長和教育領袖，正正充分證明了
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實力。
雷添良指出，當今時代的教育，應致力培
養年輕人具備創意和敏捷思維，而 STEAM
教育（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和

跨學科的作用顯而易見。他特別提到，人工
智能（AI）正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徹底
重塑一切。他相信在是次論壇中，將會就這
些教育議題作出更深入的探討，期待會有更
多的真知灼見。
昨天首日的高峰論壇亦先後進行了第二至第
四場討論分享。其中，由香港大學校長張翔主
持的「數據科學與國際新秩序」主題會議，各
地大學校長及專家討論了數據科學在塑造全球
治理未來中不斷演變的角色以及制定全球標準
的迫切性，並強調需要公平的數據實踐以促進

公平的國際秩序。
由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主持的「人工智
能技術在社會中的倫理與價值建構」主題會
議，校長們探討了如何建立AI的倫理框架，
確保技術發展符合公平與包容等社會道德議
題。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衛炳江主持的「藝術
科技與青少年心理」，則與多名高教領袖檢
視了數字藝術對青少年自我認知與情感發展
的影響，並提供了關於藝術與技術整合如何
影響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寶貴見解，為如何培
養青少年在快速發展的數位時代中健康的創意
參與提供了指導思路。
高峰論壇其餘五場主題會議，會於今日繼續

舉行。

教資會：論壇廣聚精英證港教育樞紐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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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雁雄分享三點體會：
一是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宗旨，發揮高校力量共育

天下英才。「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
人」是教育的本質。大學的校訓本質是宣示培養什麼
樣的人，也決定了大學的發展方向、格局氣度和影響
力。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提升青
年學生的格局視野、人文精神和科學素養十分重要。希
望香港高校進一步凝聚世界知名高校立德樹人的共識，
搭建全球性的人才培育平台，共同培養德才兼備、有世
界眼光、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素質人才。

二是堅持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方向，構建互聯互通的
國際高等教育合作網絡。香港高校的國際特色十分突
出，在最新國際排名中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列全球最國際化大學前10位，
香港成為連續6年擁有全球最多最國際化大學的城市。
當前，香港正在着力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希望

香港高校進一步深化與世界高等教育界的溝通聯繫，
增進彼此間的理解、尊重和信任，加強合作辦學和學
術交流，為人類文明進步和科技發展攜手並進。
三是堅持造福社會的崇高使命，為人類文明進步貢

獻大學智慧和擔當。當今世界，大學愈來愈成為承載
社會期待和延續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正在應對氣候
變化、糧食安全、公共衞生、生命健康、社會治理、
地區衝突等世界共同難題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希望香港高校與世界各地的優秀大學更加緊密地團結
起來，秉持開放理念和創新精神，在關鍵領域加強國
際科學研究合作、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等，讓優秀傳統
守護思想家園，讓守正創新突破思維枷鎖，讓先進技
術跨越國界障礙，為解決人類社會的重大科學難題和
社會問題作出大學應有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知識全球化」大學

校長高峰論壇2024昨日在香港會展中

心舉辦，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

雁雄出席並致辭。他表示，中共二十

屆三中全會擘畫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提出了一系列涉及香港的改革舉措，

為香港由治及興、加快發展帶來了新

的機遇，為香港高校積極參與國家發

展戰略提供了重要指導。今年9月，

習近平主席出席全國教育大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親自對建設教育強國作出

了一系列新部署。在這樣的大背景

下，在香港舉辦「知識全球化」大學

校長高峰論壇可謂恰逢其時、恰逢其

勢。

鄭雁雄：港辦「知識全球化」論壇 恰逢其時恰逢其勢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姜嘉軒）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
吳岩於昨日在「知
識全球化」大學校
長高峰論壇上以視
頻致辭時表示，香

港特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國家進行國際
交流合作的重要樞紐之一，本次世界大學校長
高峰論壇在港舉辦具有重要意義。他期望各參
與者於論壇分享在人工智能、大學治理、知識
全球化等領域的真知灼見，共同探索中外高等
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的新模式、新形式，為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增進各國人民福祉，作出
更大貢獻。
吳岩表示，今年，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和全國
科技大會、全國教育大會，明確了教育、科技、
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本

次論壇以「知識全球化」為主題，涉及人工智能
與教育等多個領域，為參會的各位大學校長提供
了交流觀點、分享智慧的新平台，將有助於凝聚
教育改革發展共識，探尋技術變革背景下教育發
展新路徑。
就此，他提出三點倡議：
一是更高質量推動教育科技人才合作。他分
享中國持續開展高質量國際科研合作，例如由
中國地質大學牽頭發起的深時數字地球國際大
科學計劃，是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認可的首個
大科學計劃，已有來自28個國家和地區及學術
組織的2,740多名科學家參與；而由廈門大學牽
頭發起的海洋負排放國際大科學計劃，已有33
個國家和地區近80所科研院所和高校成為計劃
的合作夥伴。透過打造更多高水平國際科研合
作平台，攜手應對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二是更大規模推動數字教育合作。吳岩指，
教育數字化是縮小教育差距，提高教育質量，

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有效途徑。中國正在
深入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建設國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務平台，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廣泛共享。
「我們正在以數字化為支撐，利用數字技術的
普惠和智慧特徵，讓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突破
時空，連通城鄉，跨越山海，使每個人都能通
過教育啟迪心智，獲得人生出彩的機會。」
三是更深層次開展中外青少年學生交流，增

進中外高校相互理解，開展務實合作。他表
示，今年以來中國正穩步推進落實邀請美國青
少年來華交流學習的「5年5萬」倡議，及邀請
法國和歐洲青少年來華交流的「3年1萬，歐洲
翻番」倡議等旗艦項目。下一步教育部願意支
持中國高校與世界各國高校建立更緊密的務實
合作關係，共同舉辦人才聯合培養，國際暑期
學校等長短期學生交流項目，通過中外青少年
更緊密的交流，超越差異，增進認同，促進合
作，共塑教育發展美好的未來。

●吳岩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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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雷添良、梁君彥、鄭雁雄、李家超、
梁美芬、方建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專家之言

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談哲敏：
知識的全球化已經改變了人類發展的行為與途徑，AI改變

了世界，將AI與高等教育融合起來，是人類未來面臨的重要
任務，香港與內地應該在知識全球化的過程中推動人工智慧
的發展，從而造福社會。

電子科技大學校長胡俊：
現代大學在推進新質生產力過程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

色，大學需要全球合作，也需要跨界合作。學校通過打造校
院企地創新聯合體，積極推進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
金鏈深度融合，努力探索成果轉移轉化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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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香
港
大
學
校
長
張
翔
在
論

壇
上
合
影
。

校長分享對「知識全球化」意見

●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傑才(右一)在論壇上
分享。

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傑才：
為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與可持續發展需求，全球大學

需要強化開放、合作與創新，以更高擔當、更大作為，為實
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吳岩倡共探中外高教交流新模式

▲鄭雁雄致辭。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