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姬文

風）由中國國家航天局（CNSA）、安徽

省 人 民 政 府 和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大 學

（USTC）三方共建的深空探測實驗室日

前發布消息，邀請海外青年學者依託深空

探測實驗室申報2023年國家優秀青年科

學基金（海外）項目。深空探測實驗室人

力資源部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和

空間科學學院黃方教授就此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表示，此次誠邀全球人才包括香

港青年科研精英，特別是邀請從事航空宇

航科學與技術、空間科學與技術、行星科

學、物理學、天文學等重點領域的英才加

入中國國家深空探測事業，開啟月球、行

星及小行星、太陽系邊際探測等領域的新

征程。

有曾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的香港學者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這對本港有志

投身航天工作的年輕人而言，是極具吸引

力的機會，相信會有不少合資格的香港博

士畢業生、博士後主動申請。有立法會議

員樂見現在有更多航天相關的工作機會，

供香港年輕人才報名，相信深空探測實驗

室可提供頂尖環境，供年輕人才發揮航天

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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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深空探測經費優渥邀港才

▶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具有良好的科
學道德，自覺踐行新時代科學家精神

▶出生日期在 1983年1月1日 (含) 以後

▶具有博士學位

▶研究方向主要為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空間科
學與技術、行星科學、物理學、天文學、核科
學與技術、生物學、化學與材料科學電子信息
與技術、機械工程、人工智能及其他與深空探
測相關的領域等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至2023年3月15日前，一
般應在海外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研發機構獲得
正式教學或者科研職位，且具有連續36個月
以上工作經歷；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且業績特
別突出的，可適當放寬工作年限要求

▶取得同行專家認可的科研或技術等成果，且具
有成為該領域學術帶頭人或傑出人才的發展潛
力

▶申請人尚未全職回國（來華）工作，或者
2022年1月1日以後回國（來華）工作。獲資
助通知後須辭去海外工作或在海外無工作，
全職回國（來華）工作不少於 3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近日
發布八所資助大學最新學術人員流動數字，整體新入職以及
離職人數均見新高。在2021/22年度，八大共新聘459名學
者，入職率為9.4%，同年361人離職，比率為7.4%。大學學
術人員離職，主要包括退休、約滿離任或轉投其他大學等，
加上近年不少大學教研人員投身創科創業，也令離職數字上
升。同一時間，各所大學亦把握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機
遇，積極進行全球招聘吸納國際人才，除了已具學術聲望的
學者外，亦為香港招攬富學術、研究潛力的年輕新血。
據教資會最新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八大新聘學者人數
由2012/13年的341人增至2021/22年的459人，同期離職人
數則由202人增至361人。每年新聘人員均比離職多出數十至
約百人，讓香港大學學者規模持續增長。

香港理工大學最多 聘115學者
依大學計，上年度香港理工大學共新聘115名學者，為八

大中最多，其次是香港大學的92人及香港城市大學的84人，

而該三校同期分別有64人、77人及42人離職。
據了解，近年八大不少人才被其他大學挖角，獲其他工作
或升遷，亦有部分教研人員在約兩年的短期合約完結後另有
出路，加上創科創業人數增加，都與人才流動提速相關。
港大回覆傳媒查詢時強調，入職學術人員數目一直遠高於
離職的人員，會繼續全球招聘具學術聲望的學者，以及富學
術、研究潛力的年輕學者。理大則表示，每年按大學發展計
劃積極而有策略地從世界各地延攬不同領域人才，進一步提
升教學及學術研究水平。城大則指該校是香港積極聘任世界
級教員最成功的大學，並以最嚴格的國際標準，處理教員的
聘任、升遷等事宜。
中文大學提到，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創科藍圖等為
香港創科帶來新機遇，該校具地理位置優勢，可與大灣區科
研機構及企業建立緊密聯繫和合作，推動創科發展，助大學
吸引人才。香港科技大學亦說，隨着香港發展為國際創科中
心所帶來的機遇，會進一步推出多項措施，包括更具彈性的
退休政策等，以吸引和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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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八大學人才流動提速 上年度新入職率9.4%

選拔招聘條件選拔招聘條件

可自主選擇創新性研究方向 科研資助最高可達900萬元

◆嫦娥五號探測器從月球表面採集樣本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由香港理工大學負責研製。圖為研
發基地。 資料圖片

國家深空探測未來幾年主要項目國家深空探測未來幾年主要項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月球

◆探月工程四期已立項

◆嫦娥六號計劃從月球背面取樣
返回

◆嫦娥七號計劃對月球極區進行
科學探測，特別是對月球的水
分布進行探測

◆嫦娥八號計劃繼續實施月球極
區科學探測，並為科研站後續
的關鍵技術進行驗證

行星及小行星探測

發射小行星探測器、完
成近地小行星採樣和主
帶彗星探測，完成火星
採樣返回、木星系探測
等關鍵技術攻關

太陽系邊際探測

計劃於 2049 年實現
100個天文單位，也

就是150億公里遠的
深空探測

天

問

一

號

夸 父 一 號

深空探測實驗室由國家航天局、安徽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三方共建，
是中國面向世界航天科技前沿和國家航天強國戰略需求，圍繞深空探

測領域國家重大科技工程和國際大科學計劃，開展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
研究，是實現科學、技術、工程融合發展的新型科技研發機構。

可申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海外）項目
為了進一步提升科研力量，實驗室向全球發出邀請，誠邀包括香港青

年學者在內的海外英才加入深空探測實驗室，並依託深空探測實驗室申報
2023年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海外）項目，共同打造深空探測領域學
術交流與合作平台，助力在深空探測領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
務人類文明進步。
「我們希望邀請香港青年學者，共同參與國家的深空探測
事業，他們可以自主選擇研究方向開展創新性研究，希望通
過加入實驗室可以促進他們的快速成長，培養出一批有望進入
世界科技前沿的優秀學術骨幹，為科技強國建設貢獻力量。」黃方
就此表示。此次招聘的青年學者，須具有博士學位，研究方向主要為
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空間科學與技術、行星科學、物理學、天文學、
核科學與技術、生物學、化學與材料科學電子信息與技術、機械工程、人
工智能及其他與深空探測相關的領域等。此外，應聘人員還應遵守中華人
民共和國法律法規，具有良好的科學道德，自覺踐行新時代科學家精神。

年薪不少於70萬 享住房優惠政策
黃方表示，此次招聘的包括香港青年學者在內的英才，將在深空探測
實驗室擔任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其科研經費，除國家基金委資
助經費100萬-300萬元（人民幣，下同）外，實驗室最高可資助600
萬元，最高可達900萬元。在個人待遇方面，可享受國家和地方政
府提供的一次性補貼，年薪不少於70萬元，同時可享受住房優惠
政策。

港學者：對年輕科才吸引力大
據介紹，深空探測實驗室院士專家雲集，擁有一大批頂尖

水平科技領軍人才，已組織實施探月工程與行星探測工程，圓
滿完成嫦娥一號至五號探測任務以及「天問一號」任務。目
前，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測工程已獲批立項，未來將在月球、
行星及小行星、太陽系邊際探測等領域開啟深空探測新征程。
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教授吳波團隊曾參與「嫦娥

三號」、「嫦娥四號」、「天問一號」等多項國家重大航天任務。他

說，對香港各大學現職學者來說，近年已有「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
（港澳）」開放供申請，且資金可直接「過河」到港使用，他相信是次依
託深空探測實驗室申報2023年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海外）項目，會更
聚焦相對年輕的科研人才，即希望尋求工作機會的香港博士畢業生、博士
後人員，吸引力會很大。「這個更多是針對我們的學生，拿到就可以到實
驗室入職工作，有好幾百萬資金去支持他的研究，是個十分吸引的機
會。」至於對在香港已有穩定工作的學者而言，也許就會較傾向申請優青
（港澳），「兩者不同，但都很好。」

港議員：樂見港人獲更多航天工作機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表示，

昔日香港人想要投身航天事業，往往需要自己努力尋求，喜見現今愈來愈
多航天工作申請機會。他表示，深空探測實驗室是新近成立的前沿航天機
構。「中心必然會有頂尖設備和人員，對有志在航天發展的人而言，是很
大的吸引力！」

嫦 娥 五 號 探 測 器

八大近年新入職、離職學者人數及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