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高等教

育這個 「金
字招牌」 ，在教學質素、
基礎研究已達國際前列。

為推動產、學、研聯合發展，香港教育大學今年四月
與中山大學成立 「粵港澳發展研究中心」 ，促進兩校
的科研和學術交流。大公報記者直擊教大團隊赴惠州
惠東縣考察當地產業配套，以現有
的學科重點研究領域為基礎，結合
當地產業需求，將大學科研成果轉
化應用，如紅樹林生態保育研究、
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研究等，為灣
區的高質量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教大團隊青睞惠州 實踐產學研合作
結合產業需求 推動生態保育研究成果轉化

大公報記者 楊州（文） 許棹傑（圖、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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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考察團
隊參觀惠州新
材料產業園，
了解園區總體
進展。

◀惠州正建設太平
嶺核電廠，並採取
多項生態修復工程
以減少對海洋生態
的影響。

▲惠東設有海龜自然保護區，與環境科學專業脗合。

▲考察團隊到海洋牧場，向工作人員介紹
相關研究。

環境管理和可持續發展已
是當今全球大熱議題，相關行

業更是求才若渴，香港教育大學於2021年
開辦 「綜合環境管理榮譽理學士」 課程，其中體驗
學習課程會到內地實地考察。教大師生早前到惠東
縣實地考察，參觀及了解當地環境管理設施和措
施，包括海龜自然保護區、海洋牧場等，進一步探
索產學研合作，團隊聯同香港科技大學的師生考察
研習。

落實多個產業合作項目
香港教育大學環球事務處積極安排學生及老師

到大灣區考察，其處長蕭觀明表示，教大鼓勵學生
及老師到內地考察，包括國家級的核子設備、生命

科技公司，以及考察中國內地的數字科技等，擴闊
學生視野。日前有教大老師表示落實到惠州與當地
產業協作，將有關水資源的科研、團隊研發的產
品，以及在惠州場景與運作中的產業一齊合作，並
已聯合另一大學有關生蠔養殖，以產學研方式合作
發展： 「我們教大重視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安排學
生老師到內地考察外，亦與其他院校及其科研團隊
合作，整合資源，從而推動香港、大灣區及國家發
展，達到共創共享共贏的成果。」

團隊到惠州太平嶺核電廠，中國廣核集團的相
關人員向他們介紹建設進度，包括提到採取多項生
態修復工程以減少對海洋生態的影響。教大科學與
環境學系助理教授程金平向中廣核人員分享教大關
於海洋生態的研究，並表示若需要教大提供相關意
見可進行交流與合作。另一考察點惠州新材料產業
園，現場工作人員向考察團一行人介紹產業園總體
進展情況，雙方就產業園在產業協同、基礎設施、

人才交流等方面展開深入交流。
惠東的海龜自然保護區和海洋牧場則是考察團

隊研究生態保護的相關範疇。程金平教授在海洋牧
場看到工作人員正處理漁網中殘留的貝類，即向他
們分享教大的相關研究，包括有助降低漁網中殘留
的貝類，她說以往清理漁網中殘留的貝類十分浪費
時間和人力， 「這裏（海洋牧場）如有需要，可向
教大諮詢這方面的科研成果，相信會有很大的幫
助。」

環境管理日漸受重視
程金平教授向記者介紹說，考察團中教大成員

包括四名科學與環境學系博士研究生、本科生及一
名訪問學者，是次考察的發展項目中，相當多的工
作與其團隊研究有一定關係，比如水利工程、對核
電站及其周邊生態的保護，其中 「雙碳」 目標亦與
教大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不謀而合。

程金平續指，紅樹林濕地為香港實現減碳目標
發揮關鍵作用，從大灣區角度來看，惠東同樣重視
這方面的工作， 「初步交談印象是他們也希望我們
可以為他們提供諮詢意見，我們也希望可以在惠東
設立實踐教學基地。上一次考察珠海，這次考察惠
東，覺得這裏非常適合，惠東既有海龜保護區，未
來亦有中國科學院兩大科學裝置，仍會再來這裏考
察。」

隨着大灣區產學研合作重視程度不斷提高，程
金平教授表示現在執教的其中一個科目是環境管
理，相信是次考察活動能助學生更好地了解大灣區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學生若有機會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實踐，會發現在教大所學到的知識是有利於生
態環境保護，並在未來科研中實踐應用。

首次參加考察的教大博士生楊菁表示，惠東建
設的紅樹林保護區和海龜保護區與其環境科學專業
脗合，她對保護修復紅樹林和保護海洋生態很感興
趣，團隊也正進行紅樹林相關研究，包括探究珊瑚
礁食物網及整個生態系統狀況，所以很想了解這裏
紅樹林的濕地生態。 「了解他們是如何修復後，有
沒有我們可以做的，可以幫得到的，或者在保護修
復工作中作出貢獻。」

博士生：當地發展機會多
已修讀生物、環境健康及安全的教大在讀博士

生盧承謙表示，粵港兩地在環境生態工作的對接是
有潛力的， 「香港政府大力推動生態環境保護，是
次參觀了當地的海龜保護區和海洋牧場，感受到他
們很重視生態環境保育」 ，從規模可見惠州投入龐
大的資源，當地政府保護環境力度不亞於香港，他
認為有志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學生可多留意惠
州這裏的機會。

教大本科生李子安表示，參觀了當地不同設
施，其中海洋牧場印象深刻，與他修讀的環境管理
息息相關，從中了解他們的魚苗培育、海洋保育等
工作。另一名本科生梁杏林說，從今次考察活動中
參觀了海龜自然保護區，海洋生物的保育並非易
事，海龜保育工作十分艱巨，因海龜蛋對溫度很敏
感，要通過人工孵化來提升存活率。

今年是《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發布五周年，其中 「港澳高校—
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轉化」 的科技產
業協同發展模式逐步形成。截至2023年
11月，香港高校與內地高校共有2467個
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合作項目，並有6間
香港高校在深圳開設產學研基地或研究
院，進一步加強了與內地院校在科研層
面的合作，優秀的科研人才是支撐香港
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功能的重要力
量。過去包括有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系
主任黃明欣領導團隊，在東莞松山湖科
學城，利用中國散裂中子源的通用粉末
衍射譜儀，發現了強度高且韌性好的
「超級鋼」 的微觀原理，研究成果論文

曾兩度刊發在《科學》。
香港科技大學一項關於中草藥功能

性及運動補充品配方的研究項目，今年
成為廣州市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
「TSP紅鳥高端團隊專項資助計劃」 重

點孵化項目，由港科大中藥研發中心主
任詹華強領導團隊，其成果落地由港科
大畢業生主導，已在南沙註冊一間科創
公司，項目從技術立項到跨境成果轉
化，僅用了不足五年時間。以霍英東研
究院為例，已引進了100多位港澳教
授，也逐漸把科研重心轉移到粵港澳大
灣區。

另一方面，為加速推動本地大學科
研成果商品化，特區政府去年落實推出
「產學研1+」 計劃，有24個大學項目獲

得資助。首批資助涉及6所大學，包括中
大的7個項目、科大和城大各有5個、港
大佔3個，以及浸大和理大各有2個，主
要涵蓋健康及醫藥科學、新材料及新能
源、人工智能及機械人、電機及電子工
程、工程、先進製造、中醫藥，以及環
境農業和海洋生物科技領域。

城大（東莞）獲批准設立
目前在廣東設立的合作辦學大學已

經達到六所，包括四所內地與香港合作
辦學大學，其中包括今年教育部批准正
式設立香港城市大學（東莞），該校選
址了松山湖科學城，周邊集聚了一批科
學裝置、廣東省實驗室、科技龍頭企業
等高端創新資源。

灣區科技產業協同發展 啟動近2500項目
蓬勃勢頭

惠東縣在
保護生態環境

的同時，亦大力推動科技產業發展。
科大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工程教育副
教授林樑旭表示，這裏發展很全面，
圍繞產學研推出不同配套措施， 「教
學研究都需要提供場所支持，不論是
工程或是海洋科學，學生都有機會申
請到這裏發揮所長，也有相應配套，
這裏很不錯。」

林樑旭指出，已是第三次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考察交流，是次考察團亦
有三名教大學生，其中包括一名博士
生， 「每一個發展都需要資金、人
才、技術、地方的支持，香港有人才
和技術，但資金和地方都好重要，這
些都是每一個工業當中一部分，最後
都要落實變成產業，這是需要政府支
持，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可提供這方面

支持，如廣東省政府。」
惠州新材料產業園規劃面積

30.2平方公里，與大亞灣石化區的
直線距離僅10公里，將利用大亞灣
石化區原料，生產戰略性新興材料
和高端新材料，打造成為國內一流
新材料產業基地、粵港澳大灣區新
材料科技創新基地。

林樑旭說，新材料有很多方
面，包括環保材料、建築材料
等，還有如何獲得能源的材料，
如 能 源 收 集 材 料 （Energy
Harvesting Materials）和半導體材
料（Semiconducting Materials），其
應用範圍則更多，如污水處理、污氣
檢測、海洋檢測等， 「我覺得化工以
後大家都會集中綠色化工，其中能源
收集的概念持續25年時間去發
展。」

科技產業配套充足
設園區研發新材料

科創基地

2023/24學年
起，教資會將為

「內地與環球連繫及學習體驗資助計
劃」 額外注資一億元，讓各大學在未來
三個學年提供更多境外交流及學習機
會，並增進校園內跨文化的交流，以締
造多元共融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大學可
運用計劃的撥款，資助本地學生在香港
以外參與學習體驗項目，如交流學習、

訪問學習、實習、實地考察等。

締造國際化學習環境
在推動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協同發

展方面，特區政府支持兩地院校優勢互
補，尤其在科研合作、學生交流、人才
培育、合作辦學等範疇上一直保持緊密
連繫。截至2022年11月，香港與內地的
高校共有2320個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合

作項目。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方向

下，教育局支持香港院校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透過建立多邊及跨學科的合作關
係，發揮香港高等教育的特點及優勢，
並為科研發展、知識轉移及產業化締造
有利條件，促進在大灣區內進行高學術
水平的研究活動，成為香港 「八大中
心」 發展的關鍵動能。

教資會額外撥一億 支持大學境外交流

掃一掃有片睇

擴闊視野

▲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程金平
（左），向中廣核人員分享教大關於海洋
生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