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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教
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 ，由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擔任主席，統籌推進教育
科技人才融合發展，擴大銜接連貫，
推動育才、匯才、科技協同發展，同
時推動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香港。

陳國基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
時表示，將根據二十屆三中全會精
神，負責高層次統籌工作，制定政策
大方向並協調各部門工作，確保政策
的一致性和實施效果。他指出，香港
將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AI）、
數據科學等領域的人
才視為優先發展的重
點，希望能夠引入戰
略科學家和科技領軍
人才來香港。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專
訪

優先吸納AI及數據科學等領域人才
陳國基：大力推動育才、匯才 科技協同發展

◀香港把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領域的人才視為優
先發展的重點，希望能夠引入更多專才來香港。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掃一掃有片睇

投放資源精準扶貧
重點幫助四類人士

◀ 第 三 期 「 共 創 明
『Teen』 計劃」 將擴大
至招募4000名學員。

精準扶貧是本屆政
府的扶貧策略，把資源

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陳國基指
出，特區政府致力將公共資源投放在最
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會以精準扶貧措施
重點幫助四類人士：一是劏房戶；二是
單親家庭；三是獨居長者；四是雙老家
庭，四類人士共計約90萬人。特區政府
優化 「共創明 『Teen』 計劃」 、開展社
區客廳等措施，希望讓弱勢社群受惠，
突破就業、社交、學習等方面的困境。

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內推出第三期
「共創明 『Teen』 計劃」 ，招募4000
名學員。陳國基表示，回看以往計劃實
施的實際成果，能夠幫助學員樹立正確

人生觀。被問到學員增加，友師招募是
否遇上困難，陳國基指出，起初以為招
募友師會遇上困難，但發現香港有很多
有心人士願意參與計劃。政府也進行了
一些新嘗試，例如允許一位友師帶領兩
名學生，還考慮不同組別的友師和學員
混合參加活動，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與
互動。

陳國基指出，政府設立了社區客
廳，希望媽媽和孩子可在這裏度過白
天，晚上再回家休息。政府會繼續課後
託管服務，今個學年起涵蓋範圍由50間
小學擴展至超過110間，以幫助更多單
親家庭。

長者方面，陳國基表示，政府做了
很多工作，特別是通過關
愛隊主動拜訪長者，以了
解他們的需求，並提供適
切援助。政府已完成了數
以萬計的小型工程，並進
行超過20萬次家訪，成效
非常顯著。

善用公帑

明年抗戰勝利80周年
推系列愛國教育活動

明年是抗戰勝利
80周年，特區政府將舉

辦一系列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陳國基表
示，政府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負責規劃和推動相關活動，包括展覽、
講座，以及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免費放映
抗戰主題電影等活動。

陳國基指出，特區政府重視愛國主
義教育，在今年國慶期間，政府和民間
團體舉辦多項慶祝活動，例如千人大合
唱、千人華服賀國慶等多項活動，以弘
揚愛國主義精神。最近，陳國基還出席
了作文暨朗誦大賽的總決賽及頒獎典
禮，活動主題圍繞愛國主義教育，並將
優秀作品編成書籍。

陳國基表示，未來政府將舉辦更多
活動，讓青年認識抗戰時期的歷史。包
括主題展覽、紀念儀式，以及在香港電
影資料館免費放映抗戰主題電影。同
時，政府也將在公共圖書館展示和推薦
有關歷史的書籍，並舉辦相關講座。此
外，政府將鼓勵和協助學校舉辦相關活
動，並推展 「心繫家國3.0」 跨校、跨
界別活動，政府也將加強中小學的中國
歷史和國家地理教育，以及在內地交流
時增加愛國歷史元素，帶學生參觀更多
抗戰歷史相關的地點。

陳國基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小組將
持續開會，深入探討更多可行的措施，
以進一步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發展。

認識歷史

關愛送暖 夥食肆提供長者折扣
在香港這座繁華的

都市中，默默無聞的關
愛隊員用自己的善良和熱情，為有需要
的市民送上溫暖和希望。

陳國基在訪問中分享了特區政府的
扶貧工作，他表示，他曾訪問過一個雙
老家庭，年邁體弱相依為命。由於男戶
主需坐輪椅，妻子也行動不便，他們的
生活面對很多困難。陳國基聽到他們反
映輪椅修理需要長時間，認為政府可以
在各區安排輪椅借還服務，確保這些有
需要的長者能夠正常外出、看病和散
步。

此外，關愛隊還會幫助老人去看醫

生或取藥，修理家中的小電器，甚至提
供心理支援。

陳國基指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幫助，對老人來說卻是無價的。他們希
望通過這些措施，讓老人在家中也能得
到照顧，安享晚年。

陳國基還提到，隨着人口老齡化，
關愛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正在探
索其他方法來幫助老人，例如與餐廳合
作，為老人提供折扣，令他們能夠外出
就餐，減少獨自在家煮飯的負擔。陳國
基表示，政府將繼續努力，為市民提供
更好的服務，讓香港成為一個更加美好
的家園。

貼心扶助
發揮高質教育優勢 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新一份施政報告
指出，政府未來將進

一步推進本港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
設，透過獎學金等吸引境外學生，打
造 「留學香港」 品牌。陳國基強調，
香港的高等教育質素極高，多間學校
均位列世界大學排名前列。政府已實
施多項措施，包括提升政府資助專上
院校非本地生限額一倍至40%；提供
更多獎學金，特別是對於來自 「一帶
一路」 國家的學生。

舉辦參與國際教育會議展覽
被問到推進本港國際專上教育樞

紐建設的工作時間表，陳國基表示：
「施政報告所提及的事項，我們盡快
會逐一落實。」 他強調，香港留學的
優勢在於其優質的教育質素、強大的
國際化背景、香港作為八大中心的定
位，以及學生在香港的廣闊發展前
景。陳國基提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的估算，中國在未來五
年，佔據全球經濟增長的百分比達到
21.7%，高過美國、加拿大、英國、
德國、意大利及日本，這七大工業國
的總和，這意味着中國發展機遇無
限，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才，為國家
和香港的發展做出貢獻。

在推廣 「留學香港」 品牌方面，
陳國基表示，政府會爭取舉辦或參與
國際教育會議和展覽，以吸引世界各
地的高等教育領袖和代表來港。他還
提到，政府預留約1000萬元，支持大
學校長會國際化小組開展一項全新計
劃，向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推廣香
港高等教育。政府又注資了10億港元
用於2024至2025學年的 「一帶一路」

獎學金，比以往增加了五成。這些獎
學金將幫助那些經濟上不太富裕但學
業優秀的學生來港留學。此外，教育
局會聯同專上院校參加國際性的教育
展覽，包括美洲教育者年會暨教育
展、歐洲教育者年會及亞太國際教育
協會年會暨教育展。

「高才通」引入優質年輕人才
此外，施政報告革新多項吸引人

才措施，包括把13間大學納入 「高才
通」 計劃的大學名單，令名單增至覆
蓋198間海內外頂尖大學，陳國基表
示，這13間學校中有九間是全國排名
前20的優秀大學，雖然因為體制不
同，它們可能沒有進入世界排名前100
名，但它們專科表現出色，政府希望
這些學校的畢業生能夠來香港發展。
此外，還有4間學校主要是在設計和藝
術領域非常有名，特區政府希望這些
學校的畢業生能夠幫助香港打造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陳國基指出，截至今年9月底，
「高才通」 計劃共收到超過10萬宗申
請，其中超過8萬宗獲批，已有超過
6.6萬人來港。獲批 「高才通」 計劃申
請人中，約三分之一為30歲以下，為
香港注入優質年輕人才，助力香港高
質量發展。

陳國基表示，為了留住人才，新
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調整現有
人才政策，包括將過去一年收入達250
萬元 「高才通計劃」 A類人才申請者，
首個簽證期限由兩年延長至三年。他
解釋，這一批人才來港並非打工，而
是創業或在香港開分公司，延長簽證
期限可提供更多空間準備。此外，人
才服務辦公室還提供了一些配套服
務，例如為人才提供住房、教育、醫
療等資訊。人才辦還會舉辦一些配對
展覽會，幫助人才找到工作。通過
這些措施，政府希望人才能夠盡
快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環
境，並留在香港發展。

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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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重點（部分）

統籌推進教育、科技、
人才融合發展

•成立 「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
會」 ，統籌推進教育、科技和人才
一體化融合發展，擴大銜接連貫，
制訂政策推動育才、匯才、科技協
同發展，同時推動國際高端人才集
聚香港

集聚人才

•更新 「人才清單」 ，加入推動 「八
大中心」 所需人才

•擴大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大學
名單

協助人才留港發展

• 「人才服務辦公室」 應人才個人需
求提供協助，提供薪酬、稅務、教
育及簽證等全方位資訊，與業界及
僱主團體共辦線上線下招聘會

•再舉辦國際人才論壇，並到海外宣
傳

推進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

•打造 「留學香港」 品牌，爭取舉辦
國際教育會議及展覽，推動本港院
校與各地院校合作交流，在全球推
廣 「留學香港」 品牌，透過獎學金
等吸引境外學生來港升學

•完善宿舍配套，拆牆鬆綁，鼓勵市
場改裝酒店和其他商廈，增加學生
宿舍供應

精準扶貧

•擴大 「共創明 『Teen』 計劃」
•擴展 「社區客廳試行計劃」

我們希望

能夠吸納戰略科學家和

科技領軍人才來香港。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

陳國基表示，二十屆三中全會
《決定》中， 「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
端人才集聚高地」 ， 「教育、科技和
人才委員會」 會根據三中全會精神，
負責高層次統籌工作，制定政策大方
向並協調各部門工作，確保政策的一
致性和實施效果，加快發展新質生產
力。 「我們將召開會議商議相關事
宜，並盡快展開相關工作。香港目前
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我們必須迅
速提升發展動能，這方面的進展刻不
容緩。」 在教育和人才方面，委員會
將討論如何加強本地學生的培訓，吸
引更多外國學生來港，以及提供更多
獎學金吸引有能力的學生。在科技發
展方面，委員會將討論如何協助大學
發展科技教育，以及如何吸引科技公
司來港。

STEAM成教育改革重點
陳國基續說，香港正積極推動

教育改革，以培養更多科技人才，
應對未來的挑戰。陳國基強調，
STEAM教育將成為教育改革的重
點，這對於培養未來的科技人才和
推動香港的科技發展具有重要作
用。

「我們亦希望能夠吸納戰略科
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來香港。」 陳
國基表示，香港將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領域的人才
視為優先發展的重點，並將加強這
方面的人才引入。陳國基表示，香

港有不同的優勢，包括香港作為大
灣區內最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
市，以國際金融、交通、貿易中
心、航空樞紐地位和專業服務享譽
全球。香港享有 「一國兩制」 的雙
重優勢，期望能夠吸引更多跨國公
司以及人才來港發展。

3年引10.5萬人才超額完成
在各項人才輸入計劃上，陳國

基提到，政府截至9月底共收到超過
38萬份申請，其中約24萬人獲批，
已經有16多萬名人才攜同家人到
港。超額完成本屆政府最初訂下，
在2023年至2025年三年合共引入
10.5萬名人才的目標。他引述特區
政府的調查指出，當中不少人已找
到工作，平均月薪為5萬元，20%月
薪超過10萬元，10%月薪超過20萬
元。

陳國基又提到，香港未來幾年
將面臨18萬人力短缺的問題，其中
六萬個空缺屬於中等技術人才，例如
電梯維修、汽車維修等職業。這些職
業雖然不是高科技產業，但卻需要專
業技能和資格。政府計劃輸入一萬名
技工，其餘五萬個空缺留予港人，以
確保不影響香港的就業市場。

陳國基表示，輸入的技工必須
通過相應的培訓並取得相應的資格和
牌照，因為在香港從事這些行業需要
執照。他們來港後只能從事自己專業
領域的工作，不能隨意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