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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線上

香港浸會大學於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校長衞炳江與一眾
管理層及各學院代表介紹大學新一年動向。浸大早前宣布將合併
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浸大校長衞炳江表示，有關方案已經在教
務會議通過，將於3月交校董會審議。

衞炳江亦透露，浸大有意遷入北部都會區的 「大學教育
城」 ，去年已向教育局及教資會表達意向，亦希望政府提供搬遷
資助。

大公報記者 魏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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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強 浸大擬遷新界北大學城
文學及社科院合併 下月交校董會審議

【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政府正開展基本法
第23條立法諮詢，浸大昨日舉行傳媒午宴，其間校長
衞炳江被問及第23條立法是否會影響本港學術及言論
自由，他直言未曾見到影響，相信不會影響海外學者
來港意願；並指出 「無自由是絕對的」 ，第23條立法
是香港憲制責任，不可能無限期的拖下去。

衞炳江續稱，自己曾在美國居住過一段時間，認
為國土安全的很多法規及條例 「很辣」 。 「可能沒有
這麼多人留意到這一點，很多國家或地區都有更加
『辣』 的法案，所以我都不覺得（23條立法）會有什
麼影響。」

常務副校長黃定發則表示，申請來港的海外或內
地學生來說，可能會認為第23條立法是應該的， 「每
個國家有國安法、第23條類似的法律，是名正言順
的」 ，認為並不會成為人才申請來港的阻礙。

校長：23條立法無礙招攬人才

浸大今年逐步開放賽馬會創意校園
【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浸大

於昨日宣布，將於今年年中至年底逐步開
放斥資23億元建造、佔地約7500平方米
的賽馬會創意校園。浸大行政副校長暨秘
書長鄒靄雲介紹，校園內將設4個不同主
題的住宿學院，共同組成 「CARE舍堂
村」 ，為學生提供逾1700個宿位，學生
最快可於今年8月起陸續入住，另外還包

括多用途會堂文娛設施及創意中心賽馬會
點子坊。

此外，本港首間中醫醫院將於明年
年底對公眾開放，醫院將由浸大中醫醫院
有限公司負責運營及管理等工作。鄒靄雲
表示，期待中醫醫院可以成為香港發展中
醫藥的橋樑和轉化者，進一步推動中醫藥
標準化和全球化，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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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校長衞炳江昨日公布大學
今年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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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新春傳媒午宴，校長衞炳江（中）聯同一眾管理層成員和各學
院代表出席。

▶浸會大學有意遷入北部都會區
的 「大學教育城」 。

浸大校長衞炳江致辭時表示，隨
着科技發展，大學教學及學生發展面
臨多種挑戰，傳統文理分科方式已經
過時，因此浸大於多年前開始推動跨
學科發展；浸大於去年整合了商學院
下轄學系，並計劃於今年合併文學院
及社會科學院，有關方案早前已經在
浸大教務會議通過，將於3月交校董會
審議。

社會科學院院長黎永亮表示，對
新的改革有不同意見和擔心是可以預
見的，早前校內已經舉行不同諮詢
會；黎永亮以教職員為例，指教職員
了解合併的重要性，也積極表達了意
見和疑問幫助校方推進後續工作，並
強調 「沒有人表示 『好反對』 」 。

選修不同學系科目時更容易
學生方面，黎永亮表示，學生和

校友有表達擔心，例如關注此前不同
學系的獎金是否會有變動等，但表示
並沒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亦有一些校
友給出了很正面的回應；黎永亮又
稱，相信合併之後會有很多新的發
展，例如學生在選修不同學系的選修
科時將更容易。

浸大副校長及署理文學院院長周
偉立表示，學校已成立6個工作小組，

分別對應四個學部、學生及行政人
員；其中為學生設置的小組，將處理
合併後的學生組織、學生代表在管理
架構中的角色。

此外，浸大早前成立專責小組檢
討《浸會大學條例》，改組校董會。
其中一項建議提出刪除學生會會長當
然議席，改由從全體本科生中選出。
衞炳江表示，改組後將設本科生及研
究生各一名代表，他直言若無學生參
選該席位，可能是 「教育出了問
題」 ，讓學生對校政失去興趣，但認
為若無人願意擔任也是學生的選擇。

衞炳江：無意委任學生代表
衞炳江又指出，學校並未討論過

委任學生代表，他本人亦反對委任學
生的做法。至於改組工作時間表，衞
炳江表示，今日將展開面對面的諮
詢，隨後再經校董會及立法會審議，
期望最快能於今年內完成有關程序。

衞炳江亦表示，浸大校園地方相
當小，有意遷入北部都會區的 「大學
教育城」 ，校方去年8月已與教育局及
教資會會面表達意向，期望日後北都
校園要比現時九龍塘校園大、愈大愈
好，做大做強，並預留地方供將來擴
建之用，亦希望政府提供搬遷資助。

歐美泥菩薩過江

龍眠山

最近一些發達經濟體紛紛公
布去年經濟數據。德國負增長，
法國零增長，日本失去雄居多年
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寶座。英國
剛剛公布的數據更糟糕，去年第
四季經濟萎縮0.3%，連續第二季下
降，被廣泛認為已陷入技術性衰
退。以全年計，英國去年人均
GDP負增長0.7%。

相比之下，香港去年經濟增
長3.2%，雖然低於當初的預期，但
比歐洲及日本強得多，也高於美
國2.5%的經濟增長率。

最最奇怪的是，經常對香港
說三道四、將香港經濟描繪得
「一片暗淡」 的國家，偏偏就是

那些陷入高通脹、經濟發展停
滯、失業率高企的國家。比如英
國自己問題成堆，該國《金融時
報》近期卻煞有介事地接連刊出
諸如香港 「玩完論」 等攻擊抹黑
香港的文章和報道，這不禁令人
想起那句古話： 「泥菩薩過江，
自身難保」 。如果英美政客真有
「博愛」 之心，就應該將精力放

在如何振興本國經濟上，放在真
正水深火熱的自己同胞身上，而
不是肆意插手干預與他們無關的
香港內部事務。

近年部分港人移民歐美，他
們原本相信歐美的發展前景比香
港好，許多人到頭來收穫的只有
失望。早前有調查顯示，在25歲至
64歲的移英港人之中，僅52%找到
工作，即差不多一半人處於失業
狀態。這與香港幾乎全民就業、
許多行業都在申請外勞，根本不
可同日而言。越來越多移英的港
人回流，這是面對現實的理智選
擇。

誠然，香港經濟現時面對一
些困難，未來也會面臨新挑戰，
但香港發展動力足，機會處處，
這些困難是暫時的、可以克服
的。事實上，今年春節期間，市
面紅紅火火，內地來港遊客數量
超過2018年，酒店入住率九成以
上。有足夠理由相信，香港經濟
在龍年可穩步向上，
日子會愈過愈好。

灣區動力澎湃 香港未來可期
在香港歡度龍年春節之際，《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即將滿五
周年。五年來，大灣區飛躍式發展，展
現出多元化、充滿活力的產業布局，擁
有龐大而富裕的本地消費群體，以及磁
鐵一般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不僅成為
全球創新發展高地，也是最受歡迎的投
資目的地之一，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
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動能。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之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
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
重大國家發展戰略，是進一步深化改
革、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有力舉措，是豐
富 「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大創舉，為香
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粵港澳三地政
府積極有為，大灣區在協同創新、產業
協作、民生合作、大型基建、重大合作
平台建設、培育高水平人才基地等各方
面，都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就。跨境金
融、跨境執業、跨境辦公、跨境通勤……
跨越制度和地域的互聯互通充分展現出
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中國速度，讓全
世界都感受到了大灣區強勁的脈動。

大灣區建設日新月異，每年都躍上
一個新台階。在最新全國十強城市中，
深圳和廣州兩個大灣區城市入列。從經
濟總量上看，大灣區由2018年的1萬多
億美元增長至去年的約2萬億美元，這
相當於以不到全國0.6%面積，創造了全
國超過一成的GDP。若以單獨經濟體
論，大灣區已超過加拿大、韓國、澳洲
等發達經濟體，也是新加坡的4倍。按
目前的發展速度推算，大灣區將很快超
過目前位居全球第九大經濟體的意大
利，並在一年後超越東京灣區，成為全
球四大灣區之首。

大灣區的發展不光是 「量」 的增
長，更有 「質」 的飛躍。廣東知識產權
地區發展指數已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
一，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
「全球創新指數」 顯示，深圳─香港─

廣州 「科技集群」 位居全球第二，這已
是深港廣科技集群連續第四年獲此殊
榮。正如聯合國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研
究所創始人凱瑟．納瓦布指出，廣深港
澳科技創新走廊進一步鞏固了大灣區在
全球創新領域的地位。歐洲《現代外
交》網站月前也發表文章指出，粵港澳

大灣區已成為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張亮麗
名片，通過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中國
正在實現全面、高水平的開放，更為世
界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先進經驗，惠及全
球各地發展。

大灣區不斷開創新局面，香港發揮
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時也獲得高質量
發展的無限機遇。香港是大灣區四大核
心城市之一，擁有 「內通外聯」 的獨特
優勢， 「十四五」 規劃賦予香港 「八大
中心」 的地位，尤其是國際創科中心、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為香港
帶來源源不竭的動能。香港在 「搶企
業」 、 「搶人才」 方面效果顯著， 「盛
事經濟」 接踵而至，國際調解院總部落
戶香港等等，不僅釋放出中央堅定不移
支持香港的訊息，也展現國際社會對香
港未來充滿信心。

百年大變局之下，全球經濟重心加
速向亞太地區轉移，產業鏈重組，對香
港而言是挑戰和機遇並存，而機遇大於
挑戰。香港有國家作靠山，有大灣區可
憑藉，特區政府團結市民砥礪前行，未
來一片光明。任何 「看衰」 香港的人，
終將被香港美好的發展事實打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