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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香港的 「金字招牌」 ，
因應當前香港正致力發展成為國際專上
教育樞紐，灼見名家傳媒昨日舉行2024
十大校長論壇，邀請10位本港及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校區的大學校長分享當中的
機遇及挑戰。

各校長先後表示，香港擁有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 、國際化氛圍環境、
尖端人才和科研成就，以及國家和特區
政府持續大力支持等得天獨厚的獨特優
勢，完全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
樞紐，應把握機遇及運用好優勢，確保
在全球的競爭實力。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陳煒琛、鍾健文、姬文風

這次論壇以 「香港如何發展成為國際專上
教育樞紐」 為題，由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任主禮嘉賓並致辭。10位演講嘉賓包括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
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香港
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香港城市大學（東莞）
執行校長魯春、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嶺
南大學校長秦泗釗、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
建、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及香港恒生大學
校長何順文。當中段崇智、倪明選、衞炳江和
秦泗釗以錄像發言。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表示，香港成為國
際專上教育樞紐具有較大優勢，香港的國際化
走在世界前列，金融聯通世界和內地，五所學
校躋身泰晤士前百名，高等教育氛圍濃厚。張
翔指出，能夠做到 「卓越」 非常重要，大學要
有大師級教授，學生要對世界作出重要貢獻，
而香港非常有潛力，並擁有獨特優勢，例如香
港背靠大灣區具有天然地緣優勢，但怎樣將香
港獨特優勢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這是我們大
家做教育的人都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提出香港高等教育界
擁有 「三高」 優勢， 「高國際排名、高質素人

才、高度國際化」 ，他認為， 「香港具備成為
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一切條件，只要把握目前
的成就和機遇，我們就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之上
擔任起 『國際橋樑』 的角色，確保香港在全球
競爭中的優勢，再創新高。」 他又指出，香港
各大學不僅重視學術研究，亦積極參與社會服
務和技術轉移，隨着特區政府將非本地生比例
限額提升至40%，有望吸引更多外地學生來
港進修，將有助香港達到成為全球教育及創新
科技樞紐的目標。

用好灣區高端科研設備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執行校長魯春表

示，大灣區發展是香港成為國際樞紐的巨大後
盾。他指出，做到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才
可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即資源配置高和相關政
策的雙重保障。他以港城大（東莞）所在的東
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例， 「華為小
鎮都在那邊，離我們很近，還有松山湖材料實
驗室，以及國家級大科學裝置散裂中子源，離
我們學校大概只是數分鐘距離。」 他強調，這
些設施並非緊靠大學就能夠獨力建立和維護，
必須依靠國家資金支持，而這些科學裝置，可

幫助香港吸引很多國際化人才，到來從事科
研、交流和教學工作。

香港在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道路
上，有機遇也有挑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校長倪明選認為，人口老化加劇、生育水平走
低、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可供住宿空間少等是
香港面臨的最大問題，同時高昂的生活成本、
對非本地學生的兼職限制等，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了全球學子的選擇，建議香港應該深化教育
改革，強化與內地高等教育界和產業界的合
作，為年輕人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覓地建宿舍 設貸款制度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表示，香港吸引

高校人才最大的問題是住宿空間極其有限，滕
錦光表達希望政府可以撥出更多土地，他計劃
近期籌備開設醫學院以吸引更多人才，但具體
進程仍在商討中。另外，滕錦光提出設立貸款
制度吸引海外學生來港。他透露已經初步設立
了與政府及立法會共同商討解決方法等計
劃， 「這些人畢業後在港工作，有些領域
香港是有大量工作崗位的，他們可花五
年或十年還款。」

港高教擁三高優勢
把握機遇再創高峰

十大校長論壇 探討香港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年宵攤位22日起競投 維園快餐攤位底價12萬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食環署昨日（9

日）公布，2025年農曆年宵市場攤位將於10月22日
（星期二）起分批公開競投，包括1570個乾濕貨及
快餐檔，濕貨攤位底價低至380元。其中全港最
大的年宵市場設於維園，快餐攤位底價最高逾12
萬元。

2025年1月29日（星期三）是農曆大年初一。
年宵市場由明年1月23至29日，一連七天在15個地
點舉行，共設910個濕貨攤位、633個乾貨攤位和27
個快餐攤位。

濕貨攤位競投底價為380元至6530元，乾貨攤
位（普通型）底價為450元至8540元，乾貨攤位

（大型）底價為680元至12810元，快餐攤位底價為
2290元至120470元。

食環署提醒，攤位獲許可人只可售賣及推廣准
售商品，若食環署認為涉及違法活動、不利於國家
安全、不道德，或是不符合年宵市場的宗旨，署方
有權指示停止有關活動。

有關2025年年宵市場的詳情，包括公告、地點
及攤位分布圖、攤位可售賣的商品、公開競投安排
及相關規定、特許協議範本等資料，已上載食環署
網頁（www.fehd.gov.hk）。有興趣競投人士可瀏
覽該網頁，或致電食環署熱線（2868 0000）查
詢。

▲2024十大校長論壇昨日舉行，探討如何發展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校長：大學排名顯示港走在世界前列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日發布

2025年度世界大學排名，本港再次有5所大
學位列全球百大。港城大（東莞）執行校長魯春對此表示，
這顯示香港多所大學的學術水平、教學質素及國際化方面均
走到世界前列。

恒大校長何順文認為，大學排名有其作用，但坊間很多
綜合性的排名榜，往往滲入很多商業化元素。他認為，一些
能夠擺脫主觀歷史或規模等因素，能夠聚焦不同院校的角
色，按學科和種類作客觀排名，才最具參考價值。

對於學校排名獲取的佳績，香港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表
示未來將會繼續加強與全球夥伴的聯繫和合作，提升多元化
和創新性為推動未來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做出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對中大在THE取得的排名感到非常自豪，
稱中大將永不停步，繼續追求卓越、開拓新視野，進一步提
升學術地位和在國際間的影響力，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梅彥昌對於今次THE排名表示： 「城
大會繼續秉持 『創意無限．邁向未來』 方針，帶領城大師生
迎接全球發展趨勢，為香港社會和世界作出貢獻。」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教研及知識轉移方面的表現都是評
估大學的關鍵指標。在最新的大學學科排名中，科大共有12
個學科位於全球五十強。科大表示將會在教學產研各方面不
斷求進，繼續努力。

浸會大學由去年的301-350升至251-300位，雖然沒
進入全球前百大，但浸大表示該排名是2012年以來學校的最
佳表現，尤其是在研究質素和研究環境方面有顯著提升。

蔡若蓮：多項措施吸海內外人才
在2024十大校長論壇上，香港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致辭時表示，當前香港高等教育
正面臨許多轉變與挑戰，要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
紐最重要的是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蔡局長強調，未來10年
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機會。

蔡局長表示為達成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目
標，政府已推出多項重點措施。她指出特區政府正大力支持
本地院校擴容提質，吸引非本地學生前往香港留學和工作的
同時，吸引 「一帶一路」 國家學生來港升學，以增加人才儲
備，目標在2024年能夠增加更多的學生名額和獎學金名額。

其次，鼓勵本港專上院校發揮龍頭的作用，加強國際交
流與合作。蔡局長鼓勵專上院校拓展國際網絡，吸引不同國
家學生前來升學，也為本港學生創造走出去的機遇， 「引進
來」 與 「走出去」 共同作用，培養全面型人才。

最後，蔡局長提出需要加強推動香港和內地高等教育的
協同發展，優勢互補，建立香港高教領域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之間的跨學科合作，發展多邊合作，促進區內進行高水平學
術研究工作。同時蔡局長支持兩地高校建立聯盟，提升區域
合作層次水準，發展動能優化人力資本，鼓勵年輕人按照個
人意願升學，加入不同行業。此外，蔡局長鼓勵香港高校瞄
準世界科研前沿，未來香港將會提供配套的財政政策成立
「應用科學大學聯盟」 ，為香港和國家培養更多技術人才。

成績斐然

擴容提質

把握CEPA新機遇 積極作為開創新局面
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共同簽署

《關於修訂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服務貿易協議》的
第二份修訂協議，這次修訂是貫徹落實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健全香港在
國家對外開放過程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的重大舉措，涵蓋範圍廣泛，有多項大
手筆。新協議體現了中央對香港一貫的
關心支持，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互聯互
通，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近年中央推出大量舉措，堅定支持
香港發揮好獨特優勢，在助力國家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制度型開放經濟
體系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強化香港在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這也正是香港以己之所長、貢獻國
家之所需的努力方向。

此次協議修訂聚焦服務業，在金
融、電信、建築、旅遊、影視等領域，
進一步降低或取消對香港服務提供者的
准入門檻，打通所謂 「大門開了、小門
未開」 中的堵點。專業服務是香港的一
大優勢，在新協議框架下，香港專業人
士可以更優惠的待遇進入內地市場，這
會為業界帶來龐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亦
可滿足內地對於專業、高質服務的需
求，從而不斷提升內地的服務業水平，

滿足內地居民對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
因此這是一個雙贏方案。

修訂協議中涉及不少制度創新，包
括新增 「港資港法」 、 「港資港仲
裁」 。港商在內地投資時，可按照自己
所熟悉的一套法律去簽訂商業合同，在
遇到商業糾紛時，可根據香港的法律來
處理，更可選擇以香港作為仲裁地。有
關制度早前在深圳前海已經試行，行之
有效，現在將之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大
灣區的人口和經濟規模比香港大多倍，
對香港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一片更為廣
闊的天地，可以大有作為。需要指出的
是，在香港投資的外商，進入大灣區時
亦可獲得相同的待遇，這將強化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新協議亦在助力香港旅遊業方面落
墨，包括優化實施由香港入境的外國旅
遊團進入廣東停留144小時免簽政策，
增加入境口岸及擴大停留區至廣東省全
省，並為內地旅行社在高鐵西九站接關
提供便利，以及支持郵輪運輸企業依法
安排掛靠內地郵輪港口的國際郵輪航
線。香港旅遊資源得天獨厚，但畢竟市
場相對較小，新的免簽政策下，兩地旅
遊資源得以整合在一起，優勢互補，可
增加香港對外國遊客的吸引力，香港作

為國際盛事之都、國際旅遊樞紐的地位
更加彰顯。

新協議中的大部分措施適用於內地
全境，也有一些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
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藉此可以深化
兩地的服務業融合，提升香港專業服務
的優勢。港商及專業人士從此可以更方
便進入內地尋找商機，也將有更多外商
以香港為跳板，進入內地市場大展拳
腳，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 及 「超級
增值人」 的角色將因此得到加強。

CEPA協議的核心是在內地不斷擴
大開放之下，讓香港 「先行先試」 ，優
先受惠。2003年香港與內地首簽有關協
議以來，經過多次修訂、優化，見證中
央支持香港的力度不斷增加，也見證香
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各行各
業受惠匪淺。

眼下，香港經濟處於轉型期，面對
不少挑戰，新協議有如及時雨，令各界
備感鼓舞。事實再次說明，國家是香港
最堅定靠山， 「一國兩制」 是香港最大
優勢。中央一系列措施為香港發揮自身
優勢提供了巨大空間和機會。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需要抓住機遇，積極作為，
齊心協力，乘勢而上，不斷開創發展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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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排憂解難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昨日在首屆 「家庭暨婦女發展
高峰會」 上宣布，即日起透過關
愛基金和香港家庭福利會，推出
為期三年的贍養費調解試行計
劃，預計可處理1200宗個案。雖然
涉及數目不算多，但展現了特區
政府積極作為，為有需要人士排
憂解難的施政態度，這將為處理
相關糾紛提供新途徑。

香港離婚個案呈上升之勢，
去年突破2萬宗，較上一年增加約
25%，創2019年以來的新高。隨着
離婚率上升，因贍養費等爭議求
助於家事法庭的個案也在增加，
處理時間不斷延長，為已離婚或
正分居的當事人帶來困擾。

而透過調解制度，當事人雙
方可以在專業調解員的協助下，
討論贍養費的安排和處理，幫助
他們早日達成協議，以及實行協
議，減少對雙方的影響。由於這
計劃獲得關愛基金支持，是免費
服務，節省了對簿公堂所帶來的
經濟成本。

在 調 解 贍 養 費 爭 議 的 過 程
中，可能還會涉及一些與離婚相

關的不同範疇，例如分居安排、
撫養權、探視權、婚姻居所財產
分配安排等。調解員於調解贍養
費爭議的過程中，亦會同時協助
調解其他與離婚相關的問題，為
雙方提供最佳的調解結果。

調解制度擁有免費、效率高
甚至一攬子爭議解決等優點，當
然會受到當事人的歡迎。對特區
政府來說，可以通過這項計劃收
集到一些數字，包括每年有多少
宗需要進行調解的服務，亦可以
知道相關個案牽涉的金額等。在
試行計劃結束後，可以根據實際
需要，對計劃作進一步優化。

市民利益無小事，何況婚姻
是人生大事，分居或離婚也是，
其中的煩惱不足為外人道，因為
相關爭議而傷感情在所難免，進
而影響到雙方家庭和子女。香港
致力發展區域法律和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首先是處理商業糾紛，
進而擴展至家庭事務，有助減少
爭拗，化解矛盾，將香港變成一
個更和諧的社會，這是為民眾辦
實事、辦好事。這樣的好事，應
該推而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