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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發展如火如

荼，在各行業具廣泛應用潛力。隨着相關

策略和配套漸見成熟，大學教育層面亦開

始擁抱此一新興技術帶來的功效。今年2

月一度提出禁止使用ChatGPT等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香港大學昨日宣布，將於9月

開始的新學年將GenAI全方位應用於教

與學各個範疇。港大會由大學層面向全

校師生免費提供多個GenAI應用程式供

教學與學習使用，並規定每名學生每月傳

送最多20個「指令」，以訓練學生「聰

明地提問」。校方會透過多種評核方

法，並要求學生使用GenAI工具完成作

業時列出資料出處和引用來源，以確保

學術誠信，又會設立新的顧問委員會持

續審視GenAI融入教學的進度。

港大新學年解禁ChatGPT
學生每月限傳送20個「指令」交功課須列明資料出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鼎煌

校方：ChatGPT常答錯 師生要留神

其他大學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及規則
香港科技大學

◆3月初率先宣布由教職員自行決定是否限制學生使用
ChatGPT，並成立由師生組成的工作小組，制定利用AI
生成技術的教育策略

◆6月1日起推出「科大版ChatGPT」開放予師生使用，
為期一年，平台費用由校方補貼。有關方法可為師生提
供應用的經驗和探究新的教學方法，為短期應對方案，
校方亦計劃舉辦生成式AI認知課程，亦會就使用Chat-
GPT提供教學課堂和指引

中文大學
◆3月向教學部門發電郵，就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於教與學
及學業評核發出指引

◆各學院學系應根據不同學科的需求、教學和評核方法，
選擇合適的人工智能工具，在教學使用時，教師應謹慎
監察其準確性和可靠性，引導學生妥善使用通過這些工
具獲取的資源，並承擔責任

教育大學
◆3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教學策略，學生可用作
輔助參考，但課業要清楚交代和詳述使用的過程

◆提出「6-P教學取向」，包括寫作計劃（Plan）、問題
指令（Prompt）、預覽草稿（Preview）、產出文章
（Produce）、同儕評議（Peer Review）和跟進學習歷
程文件（Portfolio Tracking），讓教師用以評估學生的
學習進程，引導他們自主學習和確保學術誠信

理工大學
◆4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學生指引，因應科目性質、
評估目的等，學生可獲允許或不允許使用相關工具

◆學生須為其作業負責，如獲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作業時，
需要作出聲明及闡述如何使用，如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參
照學術格式備註引用，否則或被視為違反學術誠信

城市大學
◆校方4月公布，確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功用，鼓勵
正確使用以促進教與學

◆如將工具用於作業，學生需要對應大學的學術誠信規
例，並作出相關宣言

浸會大學
◆於3月成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工作小組，6月底通過生
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引，並於2023/24學年落實

◆個別學院及學系會再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定出教學及
評核的規範使用

嶺南大學
◆大學決定接受ChatGPT，並已為全校購買ChatGPT 3.5
版本的許可證，並將對教學人員和學生提供培訓，並探
索評估學生作業和支援學習的新方法，包括重新設計考
試和測試的工具

◆教師們將明確規定何時可以／不可以在書面作業中使用
ChatGPT；亦可能新增要求學生提交「提示」清單，交
代課業和論文中的哪些內容是源自ChatGPT

在ChatGPT興起之初，對大學教育帶來重大
的「抄襲」衝擊，隨後本港多所大學開始更

積極面對有關挑戰，八所資助大學已陸續公布
GenAI規範應用的政策。港大昨日在發布會上宣
布，校方於6月通過教與學層面使用GenAI的政
策，由2023/2024新學年9月起，會向全校師生
免費提供Microsoft OpenAI及Dalle-E等GenAI應
用程式供使用，並藉工作坊、網上課程及教材資
訊等幫助師生熟習使用。

免費為師生提供AI工具
在新政策下，港大教師會設法讓同學善用Ge-
nAI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包括借助GenAI提供
的背景資料，讓學生多維度分析，培養分析性思
維與具批判的研究能力，並且會根據同學個人興
趣需要設計適合教材。
新政策亦規定當同學使用GenAI工具完成作業
時，必須說出資料出處和引用來源，亦鼓勵教師
以多種評核方法，如不允許上網尋找資料的考
試、口頭答辯、課堂現場示範及解說，以及同學

間互相評核等形式評定學習成果，加上現有判斷
功課是否潛在抄襲系統，藉以維護學術誠信。

訓練學生「問得聰明一點」
港大首席信息主管及大學圖書館館長伍麗娟補

充，校方規定每名學生每月只能發20個「指
令」，由學生自行決定何時及在哪一科使用，建
議同學善用，避免無效提問，有關限制亦可讓學
生學習「問得聰明一點」。
在其他支援方面，港大教與學創新中心將提供

有關 GenAI 工具的技術支援及配套，包括供一對
一專人指導使用 GenAI 工具的「AI Clinic」、AI
學習專題網頁，以及為期五周的自定網課。該校
並已獲得教資會最新設立的科教創新基金資助逾
1,570萬元，會善用有關撥款，在各個學術領域應
用 GenAI 提升教與學。
被問及港大有關GenAI應用態度的前後變化，

港大副校長（教學）何立仁解釋，先前未能保障
所有學生有公平的GenAI應用，加之要確保評核
過程安全保密，故在一開始選擇禁用，「現在我

們的態度更多是擁抱，讓師生能夠成為真正探索
發揮 GenAI 應用潛力、造福人類的先導者。」
他透露，稍後將領導一個顧問委員會，持續審
視 GenAI 融入教學的進度，揀選適用教學的 Ge-
nAI 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在ChatGPT熱
潮及相關潛在憂慮下，港大2月率先成為全港首
間禁用的大學。惟事實上，校方自宣布「禁令」
後，一直研究如何將GenAI工具帶入教學中，並
於今年4月至6月期間有系統地讓教師與授權學
生試用ChatGPT，藉以探索可行模式。港大協理
副校長（教學）趙寶貽在昨日發布會上歸納使用
經驗表示，ChatGPT曾多次提供錯誤答案，師生

都應了解其限制，建立多角度批判思維能力。
趙寶貽分享了在剛過去的學期中，自己在有
機化學課堂應用ChatGPT的例子。她指出，雖
然ChatGPT搜索能力強，但答案並不一定正
確。「我問了ChatGPT兩道化學題，結果它都
答錯。」隨後，她將ChatGPT的回答變成考題
形式，讓同學分析ChatGPT的回答邏輯與推
論，並指出在哪裏出錯。

她強調，大學希望培養學生分辨人工智能回
答問題是否正確，了解技術限制，學會從多維
度，批判思考問題。
趙寶貽還分享了其他學科應用GenAI的優秀
實例，如教授數字人道主義課程的老師，讓同
學利用GenAI創造有關同理心的合成圖像，展
示現時世界正在發生有關人道主義行為與危機
事件。在同學們製作出圖片後，學生還會被要
求寫下用這種方式創作的原因，並讓同學間交
換作品發表評論，這些都是活用GenAI提升教
與學成效的例子。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左起：伍麗娟、趙寶貽、何立仁、港大教與學
創新中心總監陳嘉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鼎煌 攝

◆港大昨日宣布，將於9月開始的新學年將GenAI全方位應用於教與學各個範疇。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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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擬下月對本港推行「印傭
零收費」措施，港人新聘印傭成本大
增。本港 34 萬外傭中，近 14 萬屬印
傭，如果聘請成本暴漲，陡增本港小家
庭開支壓力，政府有責任與印尼政府磋
商，力爭擱置有關措施、減少本港僱主
承擔費用；立法會應加快檢討《職務介
紹所實務守則》，限制外傭頻繁轉換僱
主、保障僱主權益；政府還應積極開拓
東南亞、內地等家傭來源，提供家政助
理服務，切實減輕港人聘請家傭的焦
慮。

印尼政府於2021年8月2日實施「印
傭零收費」政策，要求海外僱主聘請新
印傭時，要承擔印傭一切往海外就業時
產生的交通及行政費用。有報道指，印
尼政府計劃對香港執行「印傭零收費」
措施，下月生效。業界估算，新措施下
本港僱主新聘印傭將由現時約 1.5 萬
元，增至逾 2 萬元，除要多付 5,000 元
外，印傭月薪有機會推高至6,000元，
增加現時印傭為謀取更高薪酬無故跳槽
的誘因，更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引起菲
律賓仿效採取同類措施，令菲傭成本亦
大漲。

「印傭零收費」措施之前在台灣地
區及新加坡擬實施時備受批評，經雙
方斡旋，終令印尼政府叫停措施在台
灣地區及新加坡實施。特區政府曾向
印尼政府明確表示，印尼輸出印傭的
政策如有任何調整，應避免導致香港

僱主聘用費用大幅增加，或降低印傭
來港就業的機會。特區政府應主動介
入，與印尼政府磋商，爭取暫緩甚至
擱置措施在本港執行，避免本港僱主
聘用印傭的費用大幅增加、降低印傭
來港就業的機會。

由於印傭無須負擔中介費，而由本
港僱主全部承擔，印傭跳槽無成本，本
港僱主要不斷付出昂貴的新聘外傭費
用，這也是本港僱主最擔心的。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下周二會檢討《職務介
紹所實務守則》，目前勞福局建議修
例，除因原來僱主外調、移民、逝世或
經濟原因，以致提早終止合約，或有證
據顯示該外傭曾遭受苛待或剝削等特殊
原因外，外傭在兩年合約期內提出在港
轉換僱主的申請，通常不會獲批。有關
修例增加對本港僱主的保障，立法會應
加快修例進度。

本港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對外
傭的需求愈來愈大，開闢外傭新來源已
成迫切議題。特區政府2017年3月已放
寬柬埔寨國民的簽證要求，讓柬埔寨傭
工來港工作，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應與
內地磋商考慮引入內地傭工，對此政府
應持開放態度，積極探索開闢本港外傭
新渠道，緩解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經
濟、精神壓力。另外，政府可考慮培育
更多本地家政助理，從事短時間照顧小
朋友、長者或家務清潔等工作，為本港
僱主提供多一個選擇。

多管齊下避免聘印傭成本暴漲
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國印度上月起禁止出口部分

大米，引發全球白米價格上揚。有本港米商擔心，
香港主要大米進口地泰國和越南會趁機提升米價，
10月香港米價或上升逾三成，呼籲增加進口內地優
質大米，平抑米價加幅。國家始終是香港最堅強後
盾，因應國際米價可能大幅上漲，本港可以增加內
地優質大米供港份額，避免大米此類重要民生物資
遭人「卡脖子」，確保市場供應穩定，平抑米價。
政府和本港米商在敏感時刻應加強信息發放，消除
公眾不必要的疑慮，米商更應作出應有承擔，勿
「坐地起價」，盡力穩定米價、安定人心。

近年部分大米出口國為謀取最大利益，不時利用
限制、禁止出口的手法，人為製造大米供應緊張推
高米價。本港大米進口量多年來保持穩定，而且隨
飲食結構轉變，食米人均消耗量逐漸減少。不過
本港作為華人社會，大米依然是不少市民的主食，
大米價格平穩與千家萬戶的生活息息相關，對基層
市民溫飽影響更大。若國際米價持續上漲，甚至出
現本港米商所預期的上升逾三成情況，政府須密切
關注事態發展，及早介入，避免因米價上漲引發市
民非理性搶購，造成更難處理的惡性循環。

鑒於部分大米出口國禁止出口、推高米價，有本
港米商指，國家對香港供應一向無上限，只要香港
需要，內地優質大米要多少有多少。根據香港工業
貿易署數據顯示，目前本港進口內地大米排全港第
三位，市場份額為8%左右，而泰國和越南大米則佔
全港82.8%的市場份額。米商認為，本港應增加內
地優質大米供港份額，起碼要達至市場份額約三
成，泰國、越南供應商就不敢大幅提價，市民無須
因印度禁止大米出口而被迫捱貴米；近年內地致力
研種有機米和優質米，大米的質量大大提升，有些

品種口感和營養成分甚至更勝泰國和越南大米，港
人可有更多選擇。政府應認真研究米商的建議，主
動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做好向內地增加進口大米
的預案。

內地對供港大米實行出口管理，並規定有關出口
只限於供香港用戶在本地使用，不得轉口。國家的
相關規定目的正是保障本港大米供應穩定，防止有
人炒賣戰略物資牟利，充分證明國家想港人所想、
解港人所困，滿足香港的需求。國家的支持是香港
市場供應充足的最大保障，香港各界始終對國家充
滿信心。

根據香港法例，食米是儲備商品，受政府監管，
本港一向儲存足夠的儲備米糧，可供全港市民15天
食用；另各進口米商一般亦會儲存超過兩星期存貨
作售賣之用，總體而言香港現時食米存量約一個
月，市民無須擔心供應不足，短期內米價大幅上漲
機會亦不大。對此，政府和米商有責任主動講清
楚，及時向社會公布大米庫存和供應的實際情況，
切實安定人心。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時，政府加強
控制關口人流，防止疫情輸入，有人造謠指本港將
會出現物資短缺，一度引起大米、廁紙等日用品搶
購潮。多家食品供應商迅速舉行聯合記者會，強調
本港大米等食品供應正常、存貨充足，市民無須擔
心，搶購潮很快就消失了。

如今情況比疫情初期好得多，市民切勿搶購、囤
積大米；米商、食品供應商乃至食肆，有更充分條
件應對米價上漲，可推廣更多其他食物替代大米，
亦不宜將米價加幅全數轉嫁給消費者。在中央支持
下，政府、米商、市民攜手合作、互諒互讓，相信
本港完全能夠成功應對國際米價上漲的挑戰，保持
市場穩定，保障市民利益。

增加進口內地大米 穩定米價安定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