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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在北京會見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率
領的香港高校領導研習團。夏寶龍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具有獨特優勢，香港

教育是國家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要多培養人才、多出科研成果、多為國家發
展作貢獻。他期望香港高校負責人擔起重任，堅持發揮獨特優勢，在教育強國建設
中貢獻香港智慧、香港力量。

蔡若蓮表示，未來十年將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機會。特區政府會全力支
持院校不斷革新優化，發揮一流大學的優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多
位立法會議員和教育界人士表示，香港可吸引更多非本地人才來港，進一步提高科
研成果水平，增加科研成果轉化。

▲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前排左六）、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前排左三）及其他研習團
成員與國家科學技術部副部長陳家昌（前排中）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盧新寧（前
排右六）合照。

發揮高校國際化優勢 吸引人才來港
教育界：夏寶龍對香港高等教育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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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特區政
府年前推行 「香港基因組計劃」 ，希望透過
分析基因能精準診斷未能確診的病症。醫務
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昨日（10日）表示，
香港基因組中心已招募逾2.8萬名參加者，
涉及約1.8萬個家庭；就未能確診病症方
面，經基因組計劃找到致病基因的個案比率
是28%。

基因資料會加密和去識別化
基因組醫學是現今醫學及科研的重要領

域，在疾病篩查、準確診斷及個人化治療方
面都具有很大的潛力，特區政府在2018年

提出 「香港基因組計劃」 ，是本港首個大型
基因組測序項目，務求推動醫學和科研發
展。香港基因組中心於2020年成立，並獲
政府注資12億港元作5年營運資金，主要涵
蓋三個可受惠於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的疾病及
研究組群，包括未能確診病症、與遺傳有關
的癌症，以及與基因組學及精準醫學有關的
個案。中心自2021年展開 「香港基因組計
劃」 ，目標在明年完成收集4萬至5萬個樣本
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建立具規模基因數據
庫，希望幫助了解致病原因和制定治療方
案。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香港基

因組發展計劃，醫衞局副局長李夏茵表示，
截至今年4月15日， 「香港基因組計劃」 已
招募28473名參加者，涉及18724個家庭；
就未能確診病症方面，經基因組計劃找到致
病基因的個案比率是28%，略高於國際間
同類項目的約25%，成功令一些原先求醫
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病人終於獲得診斷。

有議員指出基因資料藏有大量個人私
隱，關注當局如何保護基因資料，李夏茵回
應指資料會加密和去識別化，也邀請了第三
方的獨立機構做風險評估，看過基因組中心
整個流程和數據安全等，當局並正研究就基
因保密立法。

逾2.8萬人參與基因組計劃28%找出致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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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蝶邨入伙 助縮減公屋輪候時間

【大公報訊】5月10日上午，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由香港特區政府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為團長、由香港22所高校校長
和高教領域主要諮詢機構負責人組成的香港高校
領導研習團一行。夏寶龍認真聽取了香港特區政
府教育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香港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
港樹仁大學、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港專學院等負
責人發言，就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等問題與大家深
入交流。

讚揚香港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
夏寶龍指出，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一個地

區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誌。香港高等教
育具有獨特優勢，教學質量高、基礎研究強、國
際聯繫廣、與內地合作實，可謂實力雄厚、影響
巨大。這是香港引以為傲的 「金字招牌」 ，是香
港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他表示，香港教育是國家
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要把多培養人才、多

出科研成果、多為國家發展作貢獻記掛在心上。
希望香港高校負責人擔起重任，堅守立德樹人根
本，厚植家國情懷，唱響愛國愛港主旋律；堅定
人才興校戰略，加大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為青
年學生成長成才提供有力支持；堅持發揮獨特優
勢，在教育強國建設中貢獻香港智慧、香港力
量。他強調，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長期不變，全力支持香港在新階段

實現新飛躍。大家要團結一致，積極支持行政長
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和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共同把國際教
育樞紐建設好，為香港由治及興、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周霽，副主任王靈桂、農融，室務會成員向
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參加會見。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房屋委
員會的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過去
連續兩季上升，昨日最新公布掉頭回落至
5.7年，較上季微跌0.1年，其中單身長者平
均輪候時間回落0.2年至3.8年。政府消息人
士表示，輪候時間下跌主要因為大埔富蝶邨
約2500個單位入伙，當局排除萬難加快編
配新公屋單位，加上多個居屋落成、打擊濫
用公屋收回單位有成效。

截至今年三月底，公屋輪候冊有逾22
萬宗申請，包括12.79萬宗一般公屋申請，
以及9.23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
申請。房委會表示，今年首季獲編配入住公
屋的一般申請約5300宗，當中約2500戶獲

編配入住大埔富蝶邨，這批住戶的輪候時
間，較輪候市區或擴展市區公屋的申請人短
約一年，因此令平均輪候時間縮短0.1年。

「縮短0.1年亦相當不容易」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今年首季有2500

個是新界新落成單位，但同時有2800個主
要位於市區的翻新單位，形容 「縮短0.1年
亦相當不容易」 ，要排除萬難加快編配新公
屋單位才做到。

據悉，富蝶邨第三批單位上月底亦已拿
到許可，可陸續入伙，料對下季的輪候時間
有正面幫助。不過消息人士亦指出，精進建
築有限公司早前被除牌，令部分公屋項目出

現延誤，對輪候時間的影響需要數個季度才
能消化，加上雨季對工程可能有影響，因此
預期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在今年會大致維持平
穩，但在季度間仍可能會有輕微波動。

房委會昨日在公告中重申，整體公營房
屋供應會持續顯著增加，公屋平均輪候時間
六年封頂目標不變，亦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
時間在2026/27年度回落到4.5年。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對公屋輪候時間回落
表示歡迎，但他指市區和擴展市區的平均輪
候時間仍然較長。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
祺認為，公屋一般申請者宗數連續第10個
季度下跌，以及首季有2500個編配單位是
新落成單位，顯示公屋輪候情況持續改善。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
報道：以 「調解為先：築融和
之橋 創美好未來」 為主題的
2024年調解會議昨日在港舉
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致辭時
（圖）表示，特區政府將大力
推動香港成為全球的 「調解之
都」 ，律政司會繼續緊貼全球
爭議解決領域的最新發展，並
投放資源鞏固法律基礎設施和人才培訓，充分發揮香港
作為 「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

林定國表示，律政司自2009年起一直推廣 「調解為
先」 的理念，提倡和鼓勵香港更廣泛地使用調解。隨着國
際調解院正式宣布將在香港設立總部，香港在國際調解方
面佔有領先優勢，特區政府將大力推動香港成為全球的
「調解之都」 。

灣區「制度之異」變「制度之利」
林定國表示，香港一直享有國家境內唯一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的獨特地位，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一國兩制三法
域」 所帶來的獨特優勢和機遇。如何在大灣區迅速發展的
過程中，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和潛力，以及不可或缺
的作用，是關鍵所在。

他續指出，三地藉着大灣區調解平台制定多項調解標
準，實現大灣區內不同規則機制的 「軟聯通」 ，化 「制度
之異」 為 「制度之利」 ，便利民商交流互動。

2024年調解周及調解會議昨日結束，林定國在社交平
台上指出，會議是高層次且具前瞻性，先有司法部人民參
與和促進法治局局長羅厚如先生就內地在加強人民調解規
範化建設、健全行政調解工作體制等題目作主題演講；後
設3個討論環節，涵蓋大灣區的跨境調解、香港在國際調
解方面的優勢，以及調解牽涉人工智能應用的未來動向，
就如何在香港、大灣區及國際實現更優質發展的旅途上攜
手共進，交換意見。林定國又說，為推動調解廣泛應用，
律政司一方面為市民心態及認知進行 「軟件升級」 ，另一
方面為政府和機構 「強化」 調解相關的 「硬件」 。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魏溶

率領研習團的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研習團
獲22所香港高校的領導踴躍參與，不單創造香港高教界
歷史，也體現團結的重要力量，意義重大。她表示，有
了《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和《基本法》第23條
立法後，迎來穩定發展環境，加上2035年國家教育強國
建設的目標，未來十年將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機
會。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院校不斷革新優化，建設香港
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認為，夏寶龍主任的發
言，正正反映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為國際教育樞紐的
發展策略。香港有五所打入全球百大的大學院校，科研
能力達到國際水平，具有與海內外聯通的優勢，隨着政
府計劃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相信加強發展與鞏固國際
教育樞紐的實力，吸引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才，來港升
學就業。而面對全球性的競爭，香港的大學應更積極發
展新興及尖端科研領域，發揮優勢刷亮香港教育品牌。

港生要更全面正確認識國家發展
立法會議員、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周文港認為，

夏寶龍主任肯定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獨特優勢，也是對香
港高等教育事業提出殷切盼望，認為要準確領會夏主任
的盼望，對香港未來高等教育發展，以及增強發展動能
有重要作用。夏主任提出，高校要把多培養人才、多出
科研成果、多為國家發展做貢獻記掛在心上。周文港認
為，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高校不能只培養香港本地的
人才，也要去吸引和培養來自內地、國際的廣大人才，
強化和持續發展 「十四五」 規劃下香港作為 「八大中

心」 的定位。
周文港強調，香港學生要更全面、更正確地認識國

家發展，香港高校及學生往往具有國際化優勢，學生可
多參與海外交流，向世界講好香港故事， 「這是每個學
生可以在學習階段，為香港、為國家做到的事。」

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劉智鵬認
為，夏主任肯定香港高等教育的同時，也對香港高等教
育寄予厚望。香港八所資助大學具有明顯國際化優勢，
這是香港獨特優勢之一，應當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吸引非
本地人才來港。他指香港並非沒有好的科研人才，但目
前仍面臨科研成果轉化不足的現象，認為除了重視科研
成果的發表，也應更重視科研成果的轉化落地。他建議
考慮推動更多內地重點實驗室來港落地，不僅可推動香
港的科研水平提升，也能吸引更多的非本地人才來港。

劉智鵬建議，不僅要在大學階段更進一步，也要讓
中學生、中學老師更加了解國家各領域現今發展和人才
需求；例如中國目前正稀缺ESG人才，而香港已發展
ESG多年，學生可考慮培養自身成為這一領域的專業人
才，更好地為國家發展貢獻自己力量。

立法會議員、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梁熙表示，香港
高校吸引到不少科學家來港發展及帶領團隊，為香港教
育的基礎研究打下非常好的根基。本港大學近年在國家
發展作出不少貢獻，例如港大深圳醫院的運作。他期
望，這類運作模式進一步推廣，加入國家發展大局，對
外輸出，讓香港高校在這方面有更大作為。高校並應在
對外招攬人才、留人才方面大力出手，吸引更多海外人
才來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