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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
華人社會有 「長兄為父」 的概念。陶
藝創作人譚量雄（量雄）跟哥哥譚傑
雄（Thomas），是一對以藝術牽絆的
兄弟。父親離世後，Thomas多年來兄
兼父職，大半年前轉為自由身工作，
只為騰出更多時間照顧患有智障及自
閉症譜系障礙的弟弟。今日是父親
節，Thomas遵守父親遺言，照顧媽媽
與弟弟，望弟弟繼續參與藝術創作，
「佢可以開心，我覺得好足夠。」

量雄自小確診患有智障及自閉症
譜系障礙，和年長4歲的哥哥Thomas
感情不錯，小時候經常一起到公園
玩，但Thomas坦言，青少年時期開始

有自己的朋友及圈子後，因為覺得
「細佬有啲不同」 ，也不知道怎樣向
其他人解釋，故當有人問及是否有兄
弟姐妹時，他會說自己是獨生子，不
會主動公開弟弟的存在。Thomas其後
投身舞台劇，曾邀請家人及弟弟量雄
一同欣賞演出，朋友驚悉他有一個弟
弟，但他亦未有主動介紹。

遵父遺願 投入弟弟世界
2012年，一直是家中支柱的譚爸

爸因病離世，離世前囑咐Thomas：
「好好照顧媽媽及細佬。」 Thomas寫
信給出席父親葬禮的同學，表達謝意
的同時，主動公開弟弟的存在。

Thomas說，曾經擔心外界會因為自己
有一個特殊的弟弟，而轉變對自己的
目光，但公開弟弟的存在後，朋友並
沒有對他投放異樣目光。

譚爸爸離世後，Thomas毅然肩負
起照顧家庭的重任。他指量雄雖然語
言能力弱，但有愛心、鍾意與人接
觸，甚至成為其情緒支援， 「雖然我
未必100%收到他的表達，但佢反而會
收到我講咩。我內心對佢、爸爸、媽
媽講的說話，對量雄講會坦白些。」

量雄自2005年接觸陶藝，於2016
年加入聖雅各福群會 「藝想」 ，曾參
與不少展覽，包括2018年的《越後妻
有大地藝術祭─大地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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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李佳蕙表示，雖然目前本港機場
客運仍未全面回復疫情前水平，但相信
不會為正在擴容的機場帶來成本壓力。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艾力攝

香港科研學術頂級 吸引全球專家匯聚
從美國回流工作 港大兩教授現身說法

機遇香港

長兄為父 用陶藝打破與弟弟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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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希煒是土生土
長的香港人，1998年赴

美深造，在2019年選擇加盟香港
大學經管學院，現兼任亞洲環球研究所總
監及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主攻香港經濟轉型的研究和實踐。他曾在
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擔任顧問，亦曾
於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斯隆
管理學院等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是國際貿
易和中國經濟領域備受推崇的經濟學家。

他在接受訪問時指，今年香港GDP增
長率將介乎2.5%至3.5%之間，略高於發達
經濟體的平均水平，惟實際增長率可能會
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地緣政治和本地因素
的影響而有所下降。香港需採取措施強化
經濟的多元化，例如減少對房地產和金融
業的過度依賴，並充分發揮其在內地與海
外市場間橋樑的作用，以促進國際合作與
拓展新市場。

國際人才配置趨多元化
國際社會有不少聲音質疑香港的競爭

力正在不斷下降，遠不如新加坡、深圳、
上海等地，鄧希煒直言 「有競爭力才有進
步」 ，香港一定能做得更好。他建議，可
以通過發展新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和自
動化工業等方式，促進經濟多元化，並利
用香港的 「一國兩制」 和國際金融中心的
優勢，鼓勵新興行業和經濟活動的發展。

同時，香港應加大對基礎研究和產學
研合作的投入，以及優化供應鏈管理，以
增強在高端產業中的競爭力。隨着中國經
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香港可通過探索
新技術應用、綠色金融和數字化轉型等機
遇，把握新的發展方向。例如特區政府正
在積極推廣綠色金融，支持綠色科技企業
的成長，並致力於建立一個多元化的金融
市場，這都有助香港緊握新機遇。

談及香港 「內地化」 ，鄧希煒認為，
香港的人才流動確實反映了 「內地化」 趨
勢，一部分西方人才因外界對香港的負面
報道及地緣政治緊張而選擇離開；另一方
面，特區政府積極實施多項人才引進計
劃，七項人才入境計劃過去一年已經有13
萬宗申請獲批。很多人才都是三四十歲的
「中堅力量」 ，非傳統西方背景的專業人
士比例不斷上升。

他引用港大經管學院的一項調查指
出，除了大部分源自中國內地的人才，更
有不少是在美國學習或工作多年的亞洲人
士，這不僅體現了地緣政治趨勢下人才流
動的新動向，也反映出面對外部壓力，華
人及亞洲專業人士仍積極尋求回流亞洲，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吸引力依然顯著。

他還透露，香港人才逐漸向更多元化
的國際人才配置轉變，還包括不少來自中
東、印度及歐洲部分國家的專業人士。尤
其考慮到香港在 「一帶一路」 倡議中擔當
的角色，這種轉變可謂是 「喜聞樂見」
的。

增競爭力
在旅美38年後，

李成去年7月正式加入
香港大學，在此之前他曾在2006年加入美
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2014年更成為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
裔主任，而他的 「回流」 卻被認為是中美
人才脫鈎的縮影。他昨日在 「機遇香港」
主題採訪活動接受訪問時表示，笑言自己
因為中美關係的轉變，從 「正資產」 變為
了 「累贅」 ，得益於香港大學的鼎力支
持，他牽頭成立了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
心，致力與各領域的頂尖學者，搭建研究
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樞紐。

國安法例令社會平穩安全
他直言，選擇香港有不少個人情懷，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位處粵港澳大灣區
中心，與內地有緊密的鏈接，而大批華裔
人才因 「回流」 匯聚香港，相信憑藉大家
的力量，研究中心能在香港的學界和智庫
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他更希望，通過人
才、研究方法的交流，研究中心能推動跨
國交流，特別是中美之間的有效溝通，促
進文化和文明的對話而非對立。

他反覆強調，如此多的華裔科學家能
匯聚在香港、大灣區，是世代賦予香港的
機遇，香港擁有五所百強大學，而波士頓
也僅僅只有四所，香港的教育、科研和學
術能力都是世界頂級。加上國安法、國安
條例等落地，香港社會也進入平穩安全的
局面。可以預見未來西方國家對香港會有

更 多
的 「妖魔
化」 言論，但
香港完全可做到更
「自信」 、更 「開放」 。

市場上流傳不少港元與美元脫
鈎的言論，李成指出，這個問題完全被泛
政治化、泛安全化。考慮到中國龐大的市
場和金融市場的深度，以及異於製造業的
不可輕易可轉移性，在利益面前美國企業
很難快速撤離中國市場。聯匯制度基於歷
史和經濟現實，旨在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
穩定性。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內地
經濟緊密相連，更是外資進入中國的主要
門戶。這種深度的經濟和金融聯繫使得港
元與美元的脫鈎非常緊密。這也是美國大
型金融機構依舊在香港維持業務規模的主
要原因之一。

談及未來中國國際合作的前景，李成
認為，中國內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產市
場，在政策推動和環球局勢改變下，新能
源、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大健康等產業
均展現出巨大潛力，中國需加強軟硬基礎
設施建設，促進內地市場進一步釋放活
力。

李成建議，應積極拓展與東盟、歐盟
的合作關係，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在過去
20年增長近17倍，歐盟更是香港的第三大
貿易夥伴，即便與歐洲的關係受到中美局
勢的拖累，在戰略層面來說，不能忽視與
其他區域合作的重要性。

搭建樞紐

世界各地優秀華裔科學家，尤其是來自美國頂尖大學

的教授選擇回流香港及內地工作，為兩地在科學研

究、技術創新等多個領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昨日在 「機
遇香港」主題採訪活動中，香港大學的兩位教授，包括經

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希煒，以及當代

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總監、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

成，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先後從美國轉至香港工作，

鄧希煒聚焦於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研究，李成則在促進學者交流和高

端智庫建設上擔任了開創者的角色。二人的歸來，不僅是個人

職業的重新選擇，更展現在面對國際環境變化時的適應

力、創造力和對中國的深厚情懷，也反映出香港

對全球頂級專家的吸引力。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轄下創作平台 「藝
想」 的師傅仔之一的譚量雄，跟哥哥譚傑雄
的互動跟父子無異。

▲譚量雄自2005年接觸陶藝，常以概括
的外形和豐富的質感去呈現雕塑的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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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港轉機內地航班 料明年全面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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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蔡競文

「機遇香港」 採
訪團昨日到訪香港國

際機場了解機場中央控制中心運作和考察
無人駕駛行李車運作情況。機管局署理行
政總裁及首席營運總監張李佳蕙表示，雖
然目前本港機場客運仍未全面恢復疫情前
水平，但相信不會為正在擴容的機場帶來
成本壓力。她說，由於跑道容量不足，三
跑有需要啟用。至於新的客運大樓則會在

客量達標後再啟用，不會帶來財務問題。
在機場應用無人駕駛技術已步入第三

階段，下一步預計在年底三跑啟用後，於
接駁交通工具應用無人駕駛載客。目前香
港國際機場面對的最大挑戰並非客量不
足，而是航班不足，航空公司客運運力只
及疫前80%，未能向全部有意經香港轉機
的內地旅客提供服務，料明年全面恢復。

張李佳蕙說，近年香港加強與其他大

灣區機場的合作，她舉例指，自港珠澳大
橋落成後，去年與內地合作推出 「經珠港
飛」 項目，已有2萬人使用，認為香港與內
地機場的合作多於競爭。她又提到，去年
與內地在東莞設立機場物流園，有助貨主
減省流程及成本，首四個月已處理總值超
過32億元人民幣的貨物，項目仍屬試行階
段，預計永久碼頭要2027或2028年落成。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競文

機管局：兩地機場合作多於競爭
優勢互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