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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周國良報道：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
將於八月離任，但他仍馬不停蹄，昨天更促成科大與普林斯
頓大學合作，兩校高等研究院學者和學生可相互往還，亦是
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外，第三間與普林斯頓結盟的中國院
校。朱經武昨天更首次評論繼任人選，要有學術成就、行政
能力及能與師生溝通，熱門接任人、國際知名數學家陳繁昌
有條件接任科大校長一職。有校董會人士透露，校長人選將
在三月公布。

現年五十九歲的陳繁昌在港土生土長，現任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物理科學院院長、美國科學基金會數學及物理
部副主任，掌管的研究基金高達十八億元。早前有報道稱，
陳繁昌已成為科大新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最後候選人。

科大昨天舉行高研院植樹儀式，除朱經武外，特首曾蔭
權和科大高研院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楊振寧等學者出席主禮
。朱經武在儀式前首度評價熱門校長候選人。他說，新任校

長須具備學術成就，得到同事和學術界的肯定，並具備行政
能力，擅於與社會各界溝通，並得到學生和教職員尊重，而
陳繁昌符合條件， 「我認識他已很久，他是很好的人。他既
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亦是該校物理科學院院
長，學術和行政能力毋庸置疑，他為人亦非常平和。」

但朱經武補充，新校長遴選及公布由遴選委員會負責，
他並無參與， 「新人事新作風，舊校長不應參與新校長遴選
。」他還笑言，當年獲聘為科大校長時，校董會代表跟他說
「上任後不用籌錢」，但今時今日，校長亦要有籌款能力。

朱經武快將離任，但他仍竭力為科大做事，昨天更與美
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彼得．戈達德簽署協議，兩
校高研院學者和學生都可互相往還， 「科大高研院學者可到
普林斯頓，對吸引學者有很大幫助。」彼得．戈達德說，科
大是普林斯頓第三間中國合作院校，現時亦與包括中文大學
在內的六、七間中國院校洽商合作。而普林斯頓每年會有一

百七十至一百九十名學者，到三十至四十間院校交流，當中
六至十二名是中國學者，而十年來該校已與六間世界各地院
校合作。

科大校董會署理主席潘海紅表示，不評論陳繁昌是否校
長候選人之一，但他透露，校長遴選已進入最後階段， 「由
最初二百名候選人，最後選出數名，預料三月會公布。」

朱經武首評陳繁昌具任校長條件

科大與普林斯頓結盟

【本報訊】科大新校長遴選工作進入最
後階段，而科大高研院院長亦是另一亟待招
聘的職位。國際著名高能物理學家、美國康
奈爾大學物理學系教授戴自海（圖），盛傳
為高研院院長候選人之一。科大校長兼高研
院創院院長朱經武昨天對此不置可否，只表
示高研院院長一職的要求與校長相若， 「院
長不只登廣告招聘，還要親自說服。」

戴自海昨天亦有出席高研院植樹儀式，
他不諱言高研院院長的工作有吸引力，如有
機會他有興趣一試。他認同朱經武早前所說
，金融海嘯有助港校招聘人手，而美國院校
近八年的經費亦有所下降，越來越多學者希
望到香港。他直言，科大高研院要成為世界
一流不能一蹴而就，要五至十年的時間才能

達到。他表示，高研院延攬學者不一定要是諾貝爾獎得主，應多聘請年輕有為的學
者，因為諾貝爾獎得主也要花上三十多年的工夫做學問，才能得獎。

畢業於本港名校喇沙書院的戴自海，年輕時曾是運動健將，曾代表學校參加田
徑比賽；而畢業後赴美求學，令他結識到太太， 「當時到美國要乘十多天的船，船
上自有很多時間與她溝通。」他從沒有在港工作，間中只是回港一、兩周探望媽媽
、弟弟和外母。

特首駕輕就熟
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昨天舉行

植樹儀式，邀得特首曾蔭權、諾貝
爾獎得主楊振寧和科大校長朱經武
等學者名人主持。曾出席多項類似
儀式的特首，對此已駕輕就熟。

曾蔭權與一眾嘉賓一同開始植
樹，拿起泥鏟熟練地把泥土鏟進盆
中，並將樹木穩妥地埋起來，最後
更將剩下泥土整兜倒進盆中。

（本報攝）

【本報訊】告別○八踏進○九，正是回顧過去展望
未來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大公報合辦 「2008 年
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候選新聞包括推行新高中學制、
教師風化案、政府設專責小組研究電子書。即日起接受
投票，一月三十一日截止。

二十則二○○八年候選教育新聞如下：
1.調查顯示九成二受訪幼師有工作壓力，據稱緣於

學券推行欠佳。
2.新高中學制○九年正式推行。
3.教育局提出分班、分科和分時段等 「微調母語教

學」的方法。
4.政府推出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
5.年內多位年輕教師自殺， 一成三受訪教師患上經

常焦慮症。
6.政府由○八學年起， 全面資助所有公營中學學生

至高中畢業止。
7.○八年為大學校長換班年。
8.副學士檢討報告書公布。
9.全港有四百三十六所學校未申請成立法團校董

會。
10.教師風化案增加， 二○○八年據報至少四宗。
11.國際大學二百強，港大、中大和科大打入五十

大。
12.五百名教院學生爭取教院正名大學。
13.汶川八級地震、北京奧運成功舉辦和神舟七號

順利升空，學界掀愛國熱。
14.政府分階段在小學落實小班教學。

15.○八年全港只有數所中學收生低於「警戒線」。
16.三十所香港中學首次北上深圳參與教育展。
17.年初藝人淫照風波全城關注，引發對淫褻條例

標準和傳媒操守等問題討論。
18.中學教科書價格創十年新高，當局成立教科書

專責小組研究出版電子課本。
19.職訓局憂二○一一至二○一二年沒有中五中六

離校生，副學士收生吃緊。
20.資歷架構成為是成人增值進修指南針。
參加投票的教師請在教聯會網頁下載表格（www.

few.hk/sercd/web/activity/2008/2008newsvote.pdf），並
在一月三十一日前傳真至 27705442。中選最多的三十
位同工可獲贈大公報與教聯會和教育圖書公司合作出版
的《解構334──備戰新高中》一本。

林力行浸大講科研
【本報訊】記者孟苑報

道：張量（Tensor）對多數
人來說是個陌生的詞彙，但
在日常生活中卻被廣泛應用
。美國加州大學數學系助理
教授林力行（圖）說，張量
及舉證可以用在網頁搜索、
機場辨別恐怖分子和區分病
人體內基因等方面。

祖籍新加坡的林力行於
○七年獲得美國史丹福大學
計算及數學工程博士學位，
並於同年七月開始擔任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數學系

Charles B. Morrey助理教授。林力行說，張量是物理名詞，
之所以研究張量是處理數學分析的需要。為了簡單明瞭解釋張
量及舉證，林力行表示，例如用 Google 搜索，會搜到上萬的
網頁，那些網頁之所以可被搜到，是在內部進行數據分析和舉
證，把網站的關係刻畫並搜索共同的特徵；再如，機場如果要
辨別恐怖分子，就要通過計算機，把相片輸入電腦弄成舉證並
輸入恐怖分子常見特徵，這個過程需要很專業的數據分析，從
而到達準確辨別的目的。

林力行接下來三天還將繼續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專題研討
會，除了講解張量的運用技巧及數學性質外，還將詳細討論舉
證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十大教育新聞接受投票

孫明揚搶在本星期四公布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前夕，昨晚
率領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政治助理楊哲安，向家校會、十
八區家教會聯會的逾百名代表解釋方案。局方建議，取消目
前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二分法，容許中學在收足八成半學生
有能力用英語學習的中一班級，選擇分班、分科以至分時段
以英文授課（即彈性英文班），收不夠合水平學生的班級，
則須繼續在初中以母語授課，除英文科之外，其他初中科目
可用英語授課的時間劃一增加至四分一。

教育局希望今年中就方案拍板，並在二○一○至一一學
年實施，孫明揚說，新政策更具彈性，方便學校配合學生需
要，因材施教，他不擔心會出現標籤效應，並相信可獲家長
理解。 「今後再沒有中中和英中的標籤，我們給予學校自主
，按學生屬於精英或非精英來教，自主選擇教學語言」。他
坦言不期望微調方案獲得百分百支持，但相信方案有助各方
溝通。而今年底出版的中學概念將公布各校選擇的授課語言。

孫公指須多方配套
孫明揚強調，落實微調方案須多方配套，特別要協助小

學生打好英語根基， 「以往這方面有撥款，但效果不理想，
將來要重新調配資源，提高學生質素」。至於撥款金額和細
節，他只稱本星期會公布。他表示，將會撥款支持中學聘請
代課教師，將來還會容許教師進修英語，但詳情又未見透露。

孫明揚向傳媒簡報時，重提去年訪問芬蘭的感受，指出
學好外語關鍵在動力與語境。 「芬蘭大中小學生操的英語皆
清晰，因為該國進口大批美國和英國電視片集播放，潛移默

化下形成語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在訓育和訓練
方面給予學生全面發展，加強語境教育。」他說，從女兒為
孫女選校體會到家長心情，希望微調方案有助每名中學生順
利銜接大學的英語語境。

家校會支持新方案
出席教學語言微調論壇的家校會主席黃寶財表示，支持

微調方案淡化中中和英中標籤，相信方案不會有太大變化，
他贊成給予學校自主決定公布所選的授課語言，但相信孫明
揚會強制學校公布。據稱，葵青區有四分一中學接受分班分

流。
有與會的家長教師會代表希望，微調方案能夠淡化標籤

效應，否則與目前沿用的中中、英中二分法的分別不大，他
們關注教育局推出有關微調方案後，如何監管及能否提高教
學成效。

熟悉教學語言政策的人士，歡迎教育局由小學入手加強
語言教學， 「將來純英中將大減，而容許開設彈性英文班，
也可讓一些英中可以體面地 『落車』改做中中」。

教育局將在本周四向立法會提交微調方案，下周四與學
界和社會人士在立法會特別會議討論。

教育局在獲得全港家長教師會團體支持下，
決心在二○一○年落實 「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
局長孫明揚表示，今後不再劃分中中和英中，改
由學校按學生能力自主選擇中文或英文授課。他
首度承認小學英語教學成效欠佳，本周將公布對
策，今年底將公布全港中學授課語言選擇以供家
長選校。

本報記者 李盛芝 呂少群

一元復始萬象新。踏入○九年，香
港教育改革也跨進新里程。再過八個月
，三三四學制正式啟航，與之配套的中
學文憑試也要落實了，八大院校同樣厲
兵秣馬，忙於擴建校舍、增闢宿舍、加
聘教授、革新課程。這一切無 「財」不
行，無 「才」同樣行不得。

財者，資源也。特區政府已預留近二百億落實三三四學制
，錢不是問題。人才方面，八年教改以來，領軍的、推行的，
一批接一批，總算可以承先啟後。

教育局方面，澳洲學者王啟思（Christ Wardlaw）當了
六年副秘書長後去年退休，由首席助理秘書長陳嘉琪接任，陳
的空缺則由學者張國華補上，今年二月就任。

張國華既參與教改又把握前線脈搏，一九九八年就加入教
統會工作小組，其後出任家校會主席、教統會中學教學語言及
升中機制工作小組成員，又是教改協調小組成員之一，熟悉政
策始末和癥結，由他負責落實三三四學制可謂適當人選。說來
有趣，由教育署設立課程發展處至今，四任總監（彭敬慈、梁
一鳴、陳嘉琪以及張國華）全部出自港大教育學院，港大對香
港教育和人才的影響可見一斑。

求學當然是求分數，否則何須設考試？這也是中學文憑試
要贏得公眾和國際認可的關鍵。香港考評局經全球招聘，覓得
英國專家卜俊智（George Pook）出任副秘書長，兼任公開
考試總監，四月二十日履新。

現職英國國際教育文憑局評核總監的卜俊智，自一九九六
年起負責制定該局文憑及中學課程的評核政策，並督導文憑考
試的考務行政。他在一九八九年至九○年出任牛津大學考試院
研究主任，負責分析當時新推出的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的評核程序。

三三四學制千頭萬緒，如今來了師訓專家和考評專家這兩
位生力軍助陣，當有助新學制開花結果。

記者角記者角

教改新人事 □沙鷗

新高中學制備受關注 （資料圖片）

理大辦經濟研討會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亞太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與

Canadian Academic Accounting Association， 日 前 合 辦 CAR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及 JCA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期刊聯合研討會。

約二百位來自海外及本地大學和企業的會計、經濟學、公
司管治學的學者、研究人員、專家參與該研討會，包括紐約大
學 Eli Bartov 教授、多倫多大學 Gordon Richardson 教授、
杜克大學Katherine Schipper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Dan Simunic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Ross L.Watts教授。

理大校長唐偉章教授致歡迎辭時表示，會計學是理大精益
求精的範疇之一。舉辦是次國際化研討會有助會計及金融學院
實現高質素研究和高水平教學。理大協理副校長、工商管理學
院兼工商管理研究院院長徐林倩麗教授說，研討會亦是推廣跨
專業研究，尤其是會計學、經濟學、財務學及法律的平台。

唐偉章（左六）、徐林倩麗教授（左七）、
會計及金融學院系主任辜飛南（左一）、CAR
編輯及美國康克迪亞大學 Michel Magnan（左四）
及研討會講者

孫明揚（左
三）力爭二○一
○年實施教學語
言微調方案

（本報攝）

朱經武（右）與普林斯頓高研院院長彼德
戈達德簽署合作協議 （本報攝）

高研院院長 戴自海大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