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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研究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校長李子建昨日
介紹新一年的發展規劃，指教大新成

立 「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 及 「應用政策
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 ，協助校內科研成
果的知識轉移；於上月成立國家安全與法
律教育研究中心，提供國安及法律相關培
訓課程，且會適時加入23條立法內容，預
計於2025年完成課程設計後推出。

李子建強調，教育大學希望能培養具
有全球視野、愛國愛港的學生，並表示一
定支持23條立法，相信不會影響教大的海
外招聘或海外學術交流。

教大設國安研究中心 將加入23條內容
新增兩學院 推動特殊教育及科研成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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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質類固醇治慢阻肺病 增17種疾病風險

▲港大醫學院舉行新春傳媒聚會，介紹新一年的學院發展規
劃。

大公報記者 趙之齊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患者會被醫生處方口服皮

質類固醇，以應對突然惡化的病情。香港都會
大學（都大）護理及健康學院學者與研究團隊
對患者進行長時間的追蹤研究，發現口服皮質
類固醇會增加患者患上心血管疾病等17種疾病
的風險。團隊建議以其他適當治療方法減輕病
情，以減低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的副作用。

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顯示慢性阻塞性肺病
是全球第三大死因，並於2019年造成323萬人
死亡，全球的發病率持續攀升。

都大護理及健康學院副院長（創新與研

究）謝家偉教授，與包括英國阿斯利康藥廠的
研究人員，以及英國和意大利大學的學者組成
的研究團隊，於2021年起利用英國基層醫療
的匿名電子病歷紀錄，對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
的患者群組及未曾使用此藥物的患者群組，分
別進行6.9年及5.4年的追蹤研究。參與研究的
患者當中，33%沒有被處方口服皮質類固醇
藥物。而每位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的患者，會
被配對一名病情相若但未使用此種藥物的患者
作對照研究。團隊把患者共分配成53299對，
以分析他們患上肺炎、骨質疏鬆及心血管疾病
等17種疾病的風險。這項研究於2023年11月

獲《國際慢性阻塞性肺病雜誌》發表。

倡確立更合適治療方法
研究發現，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的患者，

患上肺炎、骨質疏鬆、心血管疾病、體重增
加、慢性腎臟疾病，甚至死亡等17種疾病及不
良後果的風險明顯較未使用此藥物的患者為
高。

謝教授表示，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對年長
患者的健康風險影響較高，建議醫學界確立更
合適的治療方法，管理及控制慢性阻塞性肺
病，同時減少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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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港大醫學院新任
院長劉澤星昨日分享新一年的學院發展規劃，稱港
大醫學院秉持 「以人為本，以人為先」 的目標和信
念，新領導團隊將盡力做好教與學、研究等六大範
疇工作。此外，醫學院公布多項基建計劃，包括計
劃於2027年建成臨床培訓設施中心，共計提供700
個宿位。此外，劉澤星表示，23條立法不影響醫學
院運作及招聘海外人才。

劉澤星表示，新一屆領導團隊共有37人，為
「港大醫學院歷來最大領導團隊」 ，將和新領導團
隊一起盡力做好六大範疇工作，包括教與學、研究
及臨床事務等。劉澤星又稱，港大醫學院現時本科
生及研究生合計逾5500人，另有很多同事負責教
學、科研及創新，為照顧師生及研究人員福祉，亦
包括儀器、實驗室等支援，因此需要提升基建加以
配合。

學院在未來數年有多項基建計劃，校園發展及
基建總監陳應城透露，學院計劃於今年年底或2025
年初，向立法會申請近10億元撥款，於沙宣道興建
「臨床培訓設施中心」 ，便利學生於瑪麗醫院實
習，加強臨床經驗。臨床培訓設施中心（一期），
預計將在2025年提供448個宿位，至2027年第二期
設施會提供另外的252個宿位，總計700個宿位。

沙宣道以東建新教學大樓
另外，港大醫學院計劃向政府申請撥款20億港

元，擬於2028年在沙宣道3號以東的擴展地段，建
成一座2.6萬平方米的新教學大樓，提供相關教學實
驗室、臨床技能實習室等；2029/30年則計劃重建
白文信樓，以整合醫學研究實驗室，並建設以人工
智能、機械人技術等以醫療應用科技為主的教學設
施。

關於基本法23條立法，劉澤星指出，23條可保
障香港發展，既不會影響醫學院運作，也不會影響
醫學院 「到海外交朋友」 及招聘人才。他還透露今
年已聘請35名教授，並正在邀請15人加入團隊。

教大新成立的 「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 集
中於中國國情及中華文化的栽培、生命教育、
特殊教育等， 「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
院」 則加強人工智能、STEAM教育及推廣政
策研究等內容。

李子建表示，這兩個學院不像一般的學
系，而是由多個下屬中心重組，作為大學研
究、培訓及知識轉移的樞紐。

按SEN童能力分組教學
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陳智軒補充

道，這兩個學院像是學校研究成果的 「出
口」 。他舉例說，校內正有研究項目探索如何

將傳統定義的自閉症、多動症等SEN學生，以
專注力、執行力等能力高低分組，從而更好地
針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特點設計適合的教學方
式；待研究完成後，便可與 「教育發展與創新
學院」 合作，交由學院將其落地，嘗試改變現
有教學環境，亦可設計和發展短期課程。特殊
教育是教大重點發展的領域之一，而對於去年
施政報告提出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城」 ，李子
建亦表示，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後，人口增
加、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亦會增加，表示教
大若能獲批北都校區，相信能聯結到社區的需
要，提供專家支援、彰顯教大的專長。

教大於上個月成立的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

研究中心，整合現有的國安及法律教育相關課
程，將其系統化、學分化，且會適時加入23條
立法內容，預計於2025年正式推出課程；亦
希望能結合本地、內地以至國際的專家，為本
地機構提供有關的培訓課程。

辦全球高等教育碩士課程
此外，教大將於今年內進一步擴展授課式

研究生課程，如教育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未來亦將成立首個高等教育領導與政策研究中
心，與內地、東亞地區及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
心建立合作，且於2024/25學年開辦全球高等
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夏寶龍來港調研，促由治及興再上新台階
「一年之計在於春」 。春天，是一

個新的起點，孕育着新的希望、新的願
景。從今日到28日，十三屆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
長、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來港考察調
研，全面了解香港經濟發展、地區治
理、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最新情況。

去年12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時指
出：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正以中國式
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
業。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長期不變，全面落實 『愛
國者治港』 原則，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抓
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鞏固提升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
心地位，推動香港實現更好發展， 『一
國兩制』 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必將不斷顯
現，我們對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滿信
心！」

夏寶龍此次來港調研，全面落實
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促使香港用好
「一國兩制」 優勢，築牢 「一國」 之

基，釋放 「兩制」 紅利，在發展自己的
同時，貢獻國家。

觀戰略全局，促繁榮穩定
夏寶龍去年4月來港調研，並在4月

15日舉行的香港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23」 開幕典禮致辭，他以 「亂的根源
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 來提醒
香港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並深刻
指出： 「保國家安全，就是保 『一國兩
制』 ，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就是保香
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體居民的
人權和根本福祉，就是保所有外國和內
地來香港投資者的利益。」 此語振聾發

聵，發人深思！
夏寶龍此次來港，並非為一時一事

而來，而是從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的高度，調研香港經濟發展、地區
治理、民生改善的整體情況，親身感受
香港的發展變化。

去年以來，香港治理邁出重要一
步。12月10日，香港成功舉行了區議會
選舉，至此，新選制下的四場選舉全部
完成， 「愛國者治港」 真正落到了實
處。重塑後的區議會回歸基本法訂明的
「諮詢」 和 「服務」 功能，與地區 「三

會」 和地區關愛隊共同擔起地區治理的
責任，打通了基層治理的 「最後一公
里」 。今年1月30日， 「23條立法」 公
眾諮詢啟動，現在，一個月公眾諮詢即
將結束，全港社會各界和絕大多數市民
堅定支持 「23條立法」 ，說明香港社會
共識明顯，落實基本法意志堅定。

「國安」 才能 「港安」 ， 「港安」
才能 「家安」 。沒有安全穩定的社會環
境，什麼事情也幹不了。維護國家安全
的主要目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
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應該看到，經過
這些年的努力，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安全
的共識越來越濃、措施越來越得力、效
果越來越好， 「愛國者治港」 已得到全
面落實， 「23條立法」 已進入法定程
序，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工作是正常部
署，正在順利推進，是 「逗號」 ，而不
是 「句號」 。

夏寶龍此次來港，本港坊間有一種
聲音認為 「是專門為23條立法」 而來，
其實這樣的觀點未免太狹隘了。作為中
央港澳系統的 「掌門人」 ，關心特區健
全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完全理所當然；
可夏寶龍此行並非專門為 「23條立法」
而來，而是從戰略全局的高度，督促香
港特區全面落實習主席講話精神，推動

香港實現更好發展，讓 「一國兩制」 的
生命力和優越性不斷顯現。

聽各界聲音，謀挺港良策
「一國兩制」 從提出構想到生動實

踐，都是全新的創舉。時下，香港發展
中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香
港社會共同努力，這也離不開中央的大
力支持。夏寶龍此行，將認真聽取各界
聲音，了解 「香港之需」 ，共謀挺港良
策。

當下，香港的股市不振，表面上看
是投資者對香港經濟信心不足；往深處
看，是否有更加複雜的原因？1997年亞
洲金融風暴，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都
是中央力挺香港渡過難關。這一次，香
港需要中央哪些支持？需要深入交流溝
通。

去年，香港經濟實現疫後復常，但
經濟增長低於預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是外圍環境不佳，受全球經濟復甦緩慢
和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以及美西方對
香港營商環境的抹黑，香港面臨的外部
環境並不樂觀。中央出手支持香港改善
外圍環境，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綱要
實施五周年，大灣區建設也進入了關鍵
時期。在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
關稅區」 的框架下推進大灣區建設，必
須在制度創新上出大招，許多緊要之
處，需要中央給予特殊政策。

面向未來，香港需要不斷提升國際

競爭力，建設 「八大中心」 是重要抓
手。 「八大中心」 建設涉及面寬、持續
時間長，並非香港依靠一己之力可以實
現的，每一項都離不開中央支持。

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
民眾的責任和使命，中央對香港寄予厚
望，也會把香港發展遇到的新情況、新
問題納入國家大局考慮。夏寶龍此行，
會站在全局和歷史的高度，與香港特區
管治團隊及社會各界，共商發展大計，
共謀挺港良策。

惠民生添幸福，增發展信心
習主席曾以 「三個相信」 激勵香港

同胞：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
家」 ，並充滿深情的寄語香港 「未來風
光無限」 。

去年12月，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
會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致辭中，以
《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 奮力譜寫
「一國兩制」 實踐新篇章》為題，講到
「在香港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

段，愛國愛港一定會展現出新氣象新風
貌」 ，並對特區政府及管治團隊、政團
社團、區議會、工商界、香港居民、廣
大青年提出殷切希望。

維護國安，發展經濟，最終的落腳
點是惠民生添幸福。行政長官李家超及
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在推動建設維
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在發展經濟的
同時，想方設法在改善民生上持續用
力，特別是在解決住房、養老、青年發
展問題上破題開局，展現出 「當家人」
的責任擔當。

夏寶龍此行，會高度關注民生問
題，實地查看香港改善民生的最新進
展，深入了解市民的急難愁盼，聽取特
區政府進一步做好民生工作的思路和想

法，指導香港民生工作再上新台階。
香港的發展之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

順；香港發展的軌跡證明， 「逢變必
興」 已成為規律。這個規律的背後，是
香港的諸多優勢做支撐，最根本的優勢
是香港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香港
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
戰和風險，但只要香港的制度優勢不
變，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

夏寶龍此行，會從 「一國兩制」 的
高度闡釋 「逢變必興」 的內在邏輯，引
導香港同胞增強定力，以國家和香港的
確定性，應對世界的不確定性。

目前，中國經濟仍然呈現 「風景這
邊獨好」 的景象。2023年，中國經濟增
長5.2%，這一增速高於全球經濟3%左
右的預計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
列前茅。中國經濟不僅增長快，而且轉
型升級的步伐加快， 「發展新質生產
力」 已經成為中國的不二選擇。2024
年，中國經濟增長形勢依然向好，諸多
國際機構近來上調了中國經濟增長預
期。香港搭乘國家發展快車，必能夯實
經濟基礎，為惠民生、添幸福提供強大
的物質基礎。

夏寶龍此行，會從國際格局和國家
大局的角度，闡釋香港由治及興的有利
條件，鼓勵香港同胞展望美好前景。

香江潮湧，紫荊花開。夏寶龍執掌
港澳事務四年來，心繫香江，對香港同
胞真心關愛；夙興夜寐，為香港發展殫
精竭慮；統籌謀劃，對香港的未來滿懷
希望。相信夏寶龍再次來港調研，定會
促使香港發展取得新業績、創造新輝
煌！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屠海鳴
點擊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