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高校增合作 人才資金增互通
教大校長倡設創新合作聯盟 優化學者互聘科研資金互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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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如何進一步加強香港
與內地高校之間交流合作
的問題，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
子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表示，建議香港與內地高校建立多層次、多領域、高質
量的創新合作聯盟，成立統籌委員會和專項資金，促進人
才、資金和信息流通。同時，通過頂層設計，以「大手牽小
手」的方式，為內地數量龐大的非重點院校和專業職業院校搭
建跨地區合作平台，亦可引入其他國家高校加
盟。他還提出，可在學者的互聘機制、科研配
套資金等方面推出更靈活的制度，促進香港與
內地的教育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凱雷 兩會報道

建議設教資統籌委會 互補灣區教育優勢

教師可結合生活實際教授國安
香港教育大學是全港

8間公立大學中唯一以
師範教育為主的大學，
承擔着培養未來教師的
重任。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建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教大以教育為本，要做好
培養老師的核心任務，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德
樹人。教育應扮演助推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
角色，教師可結合生活實際加強國家安全教
育，培育新時代香港青年。

鼓勵學生北上了解國情

針對香港青年國民身份認同的構建問
題，李子建認為，國民身份的構建是一個
內化的、不斷強化的自我修養、自我認同
過程。教育應扮演助推這種深化過程的重
要角色，同時也需要社會一起動員力量。
同時，他經常鼓勵學生們到內地不同的地
方走走看看，深入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和國
情，發自內心地產生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
認同感和歸屬感。
「國家安全保障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
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更好地發
展。所以，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希望同
學們能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李子建

表示，學校教育作為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的
重要環節，要不斷提高學生國家安全意
識，加強對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的認
識，了解國家安全對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
重要性。
在他看來，國家安全教育不單只是法律層
面的教育，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
會、生態、科技、網絡等諸多領域，這對人
才知識的要求亦是多元化、多學科的。
今年初，教大成立了全港首個國家安全
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計劃將國家安全與
法律教育融入大學課程，以提升和鞏固學
生對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的認識和理解。
同時，匯聚香港與內地各領域權威專家，
制定相關培訓課程和教材，定期舉辦國家
安全教育分享會或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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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建表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香港
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世界領先，並致力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而

內地擁有數量龐大的各類高校，兩地高校合作有利於人才交流、凝聚
優質教研資源、優勢互補及創新發展、提升內地院校的國際化水平，
合作潛力巨大。
他指出，目前香港與內地之間已有不少高校合作聯盟，儘管成果豐
碩，但仍存在聯盟成員局限、合作內容單一、合作機制不夠完備等問
題。為此，他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提交提案，提出香港與內地
高校之間的聯盟，要以打造多層次、多領域、高質量的創新合作聯盟
為目標。
其中，多層次即聯盟成員不僅是重點精英院校，還應包括普通和專

業職業院所；多領域即不僅可以地域為單位組建，還可以學科或其他
不同分類打造；高質量是指聯盟要以創新思維，打造富有成效的多贏
合作關係。相關部門和機構可成立統籌委員會和專項資金。高校合作
聯盟還應邀請更多優質企業和民間組織參與，實現知識轉移和科技成
果的產業化，推動產、學、研聯合發展 。此外，還應引入專門的評估
機構對聯盟進行評估。

擴兩地不同學科聯合科研基金
李子建還建議，內地和香港應相互開放更多基金，特別是文化、教
育和跨學科方面的基金。同時，要擴大香港和內地不同學科的聯合科
研基金，如香港研究資助局可設立新的聯合研究基金。這些基金均可
要求香港和內地人員合作才能申請。
關於合作機制，李子建期望，主管部門可配合出台靈活的人才互訪
和交流政策，為香港和內地人才提供更多的機會和便利條件。例如，
在香港與內地學者間的聯合任命制度、科研配套資金互換等方面推出
更靈活的制度。

履職過程視作人生學習課
提到履職感受，李子建表示，自去年履職以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這個新身份為他帶來許多有別於教學、科研的新體驗。這位教育專家
自稱政協「新同學」，所以也將履職過程視為人生的一堂「學習課
程」。
去年，李子建的提案與特殊教育相關。他提出，內地可以參考香港

對特殊教育的適用範圍，擴大特殊教育的受益面。對此，相關部門給
出了非常詳細的回覆，令其了解到國家在這方面也已做了大量工作。
在他看來，國家對特殊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將為這些學生帶來更多的
希望和未來。
「政協委員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這要求我們要以高度的責
任感和使命感，積極為國履職、為民盡責。尤其是在提出提案的過程
中，不斷在學習中思考、在思考中總結、在總結中創新，不斷提升自
己的履職能力和水平。」李子建表示，他的目標是講好香港的教育故
事，培養更多能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優秀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明確提出「打造大灣區教育和人
才高地」和「推動教育合作發展」，足見
教育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重要
性。對此，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教育
大學校長李子建會同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聯
名向大會提交提案，建議設立大灣區教育
資源統籌委員會，支持學校、師生之間的
合作與交流，希望各地善用教育優長，實
現優勢互補，推動地區教育高質量協同發
展，而粵港澳教育的融合不純粹是高校的
合作，更應體現在產學研三方面的融合，
共同培養創新型優秀人才。
在大灣區各地教育優勢互補方面，李子

建認為，香港應支持內地的英語教育和特

殊教育，同時開發適應性課程，以滿足新
來港學生和高才家庭的需求。大灣區內地
學校應支持港澳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國
家安全教育研究與發展，以及師德培訓等
方面的合作。
在建議設立大灣區教育資源統籌委員會
方面，由企業、政府及其他基金會注入資
金，促進交流的同時，他還希望鼓勵大灣
區各地學校建立姊妹學校關係，相互承認
課程學分；擴大學生交流範圍，開放大灣
區的港澳子弟學校招收一小部分內地學
生，從而促進大灣區學生交流與融合，提
高他們對大灣區各地區的認知，啟發他們
未來在不同城市就業，以推動大灣區人才
流動。

據了解，教大去年就與內地三間港人子
弟學校合作推行先導計劃，供部分主修教
育學生申請到內地實習，更成為本港首間
要求學生必修大灣區考察團的大學，並將
分階段安排所有本科生到大灣區考察。
李子建表示，教大學生前往港人子弟學
校實習，即使同樣是教香港的課程，但由
於學校的文化和所處氛圍不同，教學上亦
會有所區別。這對於學生了解內地風土人
情，掌握和不同學生互動的方法都有益
處。
此外，李子建還建議，大灣區學校採用
靈活的教學和行政人員（包括校長）互聘
互調制度，設立有償兼職機制，並共享線
上線下多種形式的教師培訓資源。

驚 蟄 之 後 萬 物
甦，所見之處生機盎
然。每年全國兩會都
是在陽春3月召開，
全國各地的政協委員

和人大代表相聚北京，共商國是，為國家謀
劃發展、引航定向。全國兩會對我來說，除
了是政策的學習，亦是知識的充實、人才的
相聚。今年我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會期已
過了一半，最大的感受就是「高效」。

今年會議日程安排非常「高效」，從大會
開幕到小組討論，節奏緊湊，內容充實。
委員們在會場內要充分領悟會議精神，晚
上再花時間思考整埋材料，讓自己能跟上
大會節奏。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非常「高效」，報告
內容字數雖較往年有所精簡，但乾貨滿
滿，直面問題不迴避，讓委員們清晰地看
到國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委員們參政議政同樣非常「高效」，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
今日（昨日）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聯組會
為例，獲安排發言的委員們，結合自身金

融、文化、法律等領域的寶貴知識和經
驗，將香港的聲音傳達給中央。大家的發
言簡潔精要，讓丁副總理能夠聽到更多來
自港澳委員的建議和意見，也令委員們能
夠聆聽來自中央領導的指導與回饋。

丁副總理在聯組會上的發言，令我深刻
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關心和重視。當前，
香港正在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闊步前行，在
國家重視、特區善治、全港市民團結的三
重合力下，香港定能乘風破浪，在國家發
展大局中發揮獨特優勢和更大作用。

今（昨）日下午，我在駐地酒店參加小組
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等內容。小組討
論是每年兩會期間的重要環節，讓各位委
員從自身專長進行討論，體現了人民政協
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性質和特點。

今年大會的後勤組織和紀律要求也很人
性化，為委員們提供充分的時間和空間進
行交流和互訪。委員們外出雖然要請假，
返回駐地亦要遵守時間，但這些規定確保
了委員們能以飽滿的精神，心無旁騖地投
入會議，全力為國家建設、香港發展建言
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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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地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
法》內容對接，我們建
議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
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

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建議包括：
增加軍營在重大節日的開放次數。在「七

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八一」建軍節、
「十一」國慶等特別日子增加或常規化開放
昂船洲軍營的展覽中心予市民參觀；將參觀
軍營或展覽館等活動納入到香港中小學，以
至幼稚園課程，配合國家愛國主義教育法的
實施；邀請駐港部隊為香港中小學生進行軍
隊歷史、展覽館的解說員培訓，一方面強化
愛國主義教育，同時又為參觀活動增添投入
度。
盼望中央相關部門支持幫助香港特區政府
盡快建成兩所博物館介紹國家發展成就和抗

戰歷史，確保內容的權威性和準確性，並希
望中央幫忙協調國家級相關博物館、駐港部
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合辦展覽或借
出相關文物和展品，豐富兩所博物館的內
容。
建議特區政府為新入職及初級公務員提供

實習計劃，允許他們在國家公務員體系任實
習生，增加對國情及國家公務員體系的認
識。此外，新時代下，香港各界社團在地區
治理上，參與度有所提升，故此亦建議容許
香港社團骨幹到內地公務員體系或事業單位
實習。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

若國家能夠在此珍貴時候向香港特區贈送熊
貓，可加強香港市民的愛國主義意識，亦可
以向到訪香港的旅客介紹熊貓代表着國家與
特區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說好國家與香港
特區的故事。

倡增國史文化教育
傳承愛國主義精神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教育大
學校長李子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李子建鼓勵學生北上考察。圖為
港青參觀港科大（廣州）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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