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教育盛事效果超越一般國際會議
梁美芬：旨在實現民心相通，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與UGC及九所大學首度籌辦「全球大學校長高峰論壇2024」
匯聚全球逾五十間大學 共同達成推動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的香港共識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作為主辦方的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創會主席梁美芬接受採訪時
強調了人工智能（AI）的教育與治理及全球合作與連結的重要性。
她認為「未來人類不應該變成AI being，而是要繼續保留作為
human being的可愛之處。」
作為建議者、行動者及落實者，梁美芬去年三月份在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上，建議在香港舉辦「全球大學校長高峰論壇」。談及舉辦
論壇的初衷，她深信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背景下，民間交流顯得
尤為重要。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
促進世界各地民心相通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制度和文化優勢。「我
深信，人類的命運是個共同體，知識的共享才是人類共同應對自然
挑戰、把握科技發展機遇的基石。這次『全球大學校長高峰論壇』
在香港的成功舉辦，便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籌備歷時半年，兩天
會議匯聚了1,200人現場參加及全球逾百萬人網上參與。

梁美芬：推進人工智能（AI）發展的同時
萬不可丟失人類（human being）所擁有的寶貴特質

●「人工智能」版梁美芬：以八種語言致歡迎辭，贏得全場熱烈掌
聲。

每個環節由香港本地9所大學的校長擔任主
席，聯同多位來自世界各地大學的校長共同圍繞
「知識全球化」核心議題展開了討論。

促海內外青年民心相通、民心互動，
說好「一國兩制」及香港故事

●作為此論壇的支持單位，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主席雷添良希望論壇
能激發更多有意義的討論與合作，
為教育的未來發展提供新思路。

●論壇已於2024年12月2日至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

●首屆在亞洲舉
辦的與達沃斯大
學論壇同級的國
際盛事，座無虛
席。

為回應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打造「留學香港」品牌這一

目標，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特此邀請了全球超過50

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及教育界領袖前來香港，與本地的大

學校長及高等教育界的權威專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

「知識全球化」以及人工智能與教育在未來的發展。

●在看到數字版梁美芬的開幕
致辭時，特首李家超露出了會
心的微笑。在開幕式的致辭
中，他希望這次論壇能進一步
促進文化交流，助力香港鞏固
並提升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中
心的地位。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鄭雁雄呼籲高校加強國際科
研合作，共用優質教育資
源，推動創新技術突破，為
解決人類重大難題貢獻智
慧。

●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創
會主席梁美芬在致歡迎辭時
強調，人工智能教育工具在
應用時必須融入人類價值
觀，並維護人類文明與法治
的基石。

●以畫會友，這幅由世界各地的大學校長、教育領袖
以及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共同簽署完成的
畫，寓意「友誼長存」。

政商界翹楚於午宴及晚宴分享真知灼見

●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出席論
壇閉幕式。

●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

●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
長許正宇。

●中國銀行香
港副董事長兼
總裁孫煜。

●周大福教育集團總裁及
執行副主席兼香港對外交
流友好協會國際教育事務
總監鄭余雅穎。

舉行9場會議 促進全球學術領袖交流與合作

●美籍企業家、導演及政治觀察家
龍安志(BRAHM Lawrence)，分
享了他作為「中國通」超過30年
的深刻心得與體驗，向學生們展示
了這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土地上
所經歷的變遷與發展。

●澳大利亞墨爾本皇
家理工大學教授、國
際 爭 端 解 決 專 家
SHARMA Rajesh。

●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民政及青
年事務局副局長
梁宏正。

●香港科技大學
校長葉玉如（左
一）主持「知識
全球化對人類的
重要性」主題會
議。

●香港大學
校長張翔（左
一）主持「數
據科學與國
際新秩序」
主題會議。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滕錦光（左一）主持
「人工智能技術在社
會中的倫理與價值建
構」主題會議。

●香港浸會大
學校長衛炳江

（左 一）主 持
「藝術科技與
青少年心理」
主題會議。

●香港城市大
學校長梅彥昌

（左一）主持
「大學管制與
創新」主題會
議。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秦泗釗

（左一）與香港世貿組織研
究中心主席王貴國（左二）
聯合主持「人工智能發展及
其法律與倫理」主題會議。

●香港教育大
學校長李子建

（左一）主持
「人口變遷與
未來教育」主
題會議。

邀請海內外頂尖人才與領袖蒞臨，
親身體驗香港魅力，探索大灣區機遇

●聽完校長們的分享，眾多海內外學生對日後前來大灣區發展感興
趣。

●海外學生討論「留學香港」的優
勢。

●會場精心策劃多個
人工智能體驗環節，
比如利用自選圖案快
速繪製出熊貓花紋的
碟子，深受外國學生
的喜愛。

●國際交流促進民心相通。

●外國嘉賓身穿傳統服飾，齊聚一堂，共同推動民間
交流，充分發揮香港中西文化匯合的特質。

●午宴時各國嘉賓雲集，高朋滿座。

●外賓一齊參與舞獅環節，一齊說好香港故
事。

●線上線下
參會人數逾
百萬人，充
分展示了香
港在高等教
育領域的國
際影響力。

●與會者回應施政報告，教育無國界。

●多國知名
大學校長和
優秀學者齊
聚一堂，舉
杯交談。

●海外學生對「留學香港」非常感興趣。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
長段崇智（左一）主持
「人工智能在應對生
物醫學和社會挑戰中
的應用」主題會議。

●香港都會大學校長
林群聲（左一）與香港
對外交流友好協會創
會主席梁美芬（中）共
同主持「應用科學與
新時代發展」主題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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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與55所大學共同發起全球使用人工

智能教育工具的「香港共識」
Hong Kong Consensus

on
Use of AI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

h in Universities

Global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Leaders Sum
mit 2024

University leaders strive to adopt the following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AI)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

．Establishing Governance to Balance AI Ad
vancement:

While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AI in education,
universities must also adhere to the fundamen

tal principles of human values to prevent its a
buse and malicious use to safeguard and prote

ct the youth, to thrive

in an AI-driven world.

．Adhering to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Universities will ensure that the development a
nd use of AI in academia are guided by:

o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o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hu
man civilisation, virtues, and morals including

integrity, empathy, and fairness.

o Commitment to the rule of law, ensuring c
ompliance with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

ks.

●「香港共識」：人工智能教育必須以人類的道德、法治精神、文明等價值觀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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