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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沛權記得，自己小時候已對大自然很感興趣，「會到郊外捉昆蟲、蝸牛之類回家養，幻想自
己成為紀錄片中的動物學家，帶觀眾走入森林，解說動植物的生態和習性，以及如何保護生

態和自然環境。」
他的學業成績一向出眾，但成長過程中沒有科學家楷模可以借鏡，「朋友也

好，家人也好，大家都不會覺得科學家是可行的發展方向。」在社會的既有
觀念下，讀到書又喜歡理科的最佳出路只有讀醫。
中學階段，戴沛權原本安穩的生活迎來巨變，「受亞洲金融風暴影

響，父親的小生意倒閉。大約中三開始要申請綜援，家人要接受再培
訓，改行從事建造業工作。」
談到這段困難時期，他坦言對自己並沒有帶來太大衝擊，「父母都

是基層出身，即使以前算是小康之家，但他們不會因為賺一點錢就改變
生活態度，不會給我很多物質，也從未坐過飛機旅遊，總之三餐有飯
食，有學返就算，從來都不是富裕生活。」
真正改變了的，是戴沛權要盡早經濟獨立的決心，「我好努力申請不同的

獎學金，屋企未必能給我的，我就透過獎學金得到，以支持學業。」其後，他
取得會考30分、高考8A的學霸級成績。
「家裏比較窮困，做醫生養家本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尤其當時他已獲中

大醫學院取錄，距離讀醫只差一步，家人也認為這是順理成章，「但我高中
讀了很多跟生態、環境化學、環境污染相關的書本，興趣愈來愈大，也漸漸
意識到成為科學家未必不可行。」因此，他在報讀醫學院的同時，還申請到
美國留學，「去MIT讀理工學科，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收到取錄信的一刻
真的非常高興」。

獲MIT全額獎學金 解開追夢枷鎖
然而，戴沛權的父母並不理解他為何要放棄醫科這條坦途，且海外升學花費

不菲，「爸爸當時直接說『無錢畀你讀』，大概是想我疊埋心水讀醫吧。」徘徊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另一封來自MIT的全額獎學金確認信，為戴沛權解開了束縛
理想的最後枷鎖。
「由細到大讀書都是自己負責，因此父母都相信我的決定，但要說真正推動我

走上環境科學這條路的，是源於我希望醫好地球的幼稚想法。」戴沛權直言，醫
生可以醫人，但環境惡化、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更大更廣，「假如可以
幫助解決環境問題，是否可以醫到更加多人呢？」
憑着這份信念，戴沛權隻身遠赴MIT修讀環境工程科

學。當時，他身兼多職賺取生活費，仍樂在其中，
「愈讀愈鍾意，加上跟不同教授做研究工作，早
已確定要走科研之路。」
大學畢業後，戴沛權並沒有多想，一心就

是到哈佛大學修讀博士，再回MIT做博士後
研究。過程中，他坦言遇過很多起跌，對自
己也產生過懷疑，但憑着對科學和大自然
的熱愛，以及成為教育工作者的熱誠，令
他再次確認自身志向，決心成為教授，於
研究和教學作出貢獻。

受中文科老師啟發 盼為國家獻力
2013年，戴沛權決定到港中大工作，「當然

留美發展也可以，但在我到MIT的第一天起，已
打算他日回來將所學貢獻香港。」中學階段，他深受
中文科老師影響，對方熱愛祖國，包括中國文化和歷史，
「受他的影響，我也很希望能為國家做一些事。」
當時，國家正值經濟高速發展階段，衍生了不少環境問題。

「既然我讀的是環境研究，當然希望去幫到手的地方貢
獻所長。」加入港中大後，戴沛權積極開展多項以人類健
康為宗旨的研究，並於2015年成為香港首位獲世界氣象組
織頒發「青年科學家研究獎」的研究員。

戴沛權不遺餘力地為改善國家以至世界的環境出謀獻
策。由於地球生態系統複雜，要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他深信必須結合跨學科專業，及持續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
為此，他積極與多方學術背景的本港與內地學者合作，
集各方專業共同研究，通過群策群力，為生態可持
續發展作出貢獻。

揭飲食習慣與空污關係
戴沛權研究中國的糧食供應系統，包括種
植、糧食消費等，以減少環境污染，其中
一個項目分析了1980年至2010年中國食品
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變化，並綜合電腦模型
進行實驗，結果顯示中國對肉類的需求不斷
增加，導致空氣質量和相關死亡率惡化。該
項跨學科研究全球首次發現廣泛採用多菜少
肉的飲食模式，可成為減輕中國嚴重空氣污染
問題的對策之一。
他解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起來，肉及蛋奶類

等以動物供應的食物需求會相應增加會相應增加，「，「但這些食物的但這些食物的
製造過程中製造過程中，，以同樣卡路里計以同樣卡路里計，，背後所排出的污染物及背後所排出的污染物及
溫室氣體溫室氣體，，均遠多過以植物為本的食物均遠多過以植物為本的食物。」。」他的研究發他的研究發
現現，，中國有約兩成的懸浮粒子污染中國有約兩成的懸浮粒子污染，，都歸因於膳食改變都歸因於膳食改變
而對農產品需求增加的趨勢而對農產品需求增加的趨勢。。
該研究目前仍在繼續該研究目前仍在繼續，，一方面是研究改善膳食習慣如一方面是研究改善膳食習慣如

何有助減低空氣污染何有助減低空氣污染，，另一方面是研究於食物供應鏈的其他部分作出另一方面是研究於食物供應鏈的其他部分作出
改變改變，，例如是更有效率的施肥方法例如是更有效率的施肥方法，，又或重新分配不同農作物及動物又或重新分配不同農作物及動物
飼養的空間分配等飼養的空間分配等，，以了解是否有助減低污染物排放以了解是否有助減低污染物排放，，最後再檢視有最後再檢視有
關變化與人類健康的關係關變化與人類健康的關係。。
在談到跨學科合作的重要性在談到跨學科合作的重要性，，戴沛權以上述研究為例解釋戴沛權以上述研究為例解釋，，耕種過耕種過

程和方法涉及農業科學程和方法涉及農業科學；；農業操作將生成多少溫室氣體和污染農業操作將生成多少溫室氣體和污染、、如何如何
影響環境影響環境，，是大氣科學是大氣科學；；污染物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的影響污染物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就需就需
要有公共健康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參與要有公共健康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參與；；農業涉及農民生計農業涉及農民生計，，這就是經這就是經
濟學的領域濟學的領域。。
國家近年致力解決環境問題國家近年致力解決環境問題，，他認為因此而帶來機遇和資源都不斷他認為因此而帶來機遇和資源都不斷

增加增加，，有利推動與內地專家協作有利推動與內地專家協作，，共同為國家環境改善作出貢獻共同為國家環境改善作出貢獻。。

盼為政府部門獻策 更好管理樹木
戴沛權的另一研究主題為香港植物的空氣淨化能力戴沛權的另一研究主題為香港植物的空氣淨化能力，，可望為政府部可望為政府部

門獻策門獻策，，更好地管理樹木更好地管理樹木，「，「香港部分樹木老化嚴重香港部分樹木老化嚴重，，生態價值較生態價值較
低低，，移除後種植更多樣化的樹木移除後種植更多樣化的樹木，，有助增加吸碳和吸空氣污染物等功有助增加吸碳和吸空氣污染物等功
能能，，達至改善環境的作用達至改善環境的作用。」。」
同時同時，，戴沛權還參與了大量公共教育工作戴沛權還參與了大量公共教育工作，，包括代表香港參加聯合包括代表香港參加聯合

國氣候變化大會國氣候變化大會，，介紹香港相關工作和成果介紹香港相關工作和成果，，在國際接洽上發揮作在國際接洽上發揮作
用用。。
他坦言他坦言，，近年一些有關氣候變化的公眾教育過分注重近年一些有關氣候變化的公眾教育過分注重「「驚嚇部驚嚇部

分分」，「」，「但這般警告反而容易讓公眾產生麻木或無力感覺但這般警告反而容易讓公眾產生麻木或無力感覺。」。」據此據此，，
他認為應向公眾推介更多正面信息他認為應向公眾推介更多正面信息，「，「全球很多在地化的工作都幫助全球很多在地化的工作都幫助
到環境到環境，，這些例子都鼓舞人心這些例子都鼓舞人心。。」

堅定了自身興趣所在堅定了自身興趣所在，，確立了確立了「「醫治地球醫治地球」」的志的志
向向，，手持全額學費獎學金信函手持全額學費獎學金信函，，當時高中剛畢業當時高中剛畢業、、從從
未試過遠行的戴沛權未試過遠行的戴沛權，，鼓起勇氣遠赴美國升學。他還
記得，自己整個大學生涯都要身兼多職，大部分日子
都只能吃「頹飯」，要節衣縮食才能捱過。不過，他
並不為之視為壓力，反而感恩在這期間獲得眾多工作
經驗，包括以研究助理身份參與研究，為日後投身學
術路打好基礎。

一面做圖書館管理員 一面跟教授做研究
「國際學生不能在校外工作，但容許在校內從事一些

崗位。我一方面做圖書館管理員，一方面跟教授做研
究，當時約十蚊美金一個鐘，也算不錯。」戴沛權說，
全額學費獎學金只解決了學費，但仍要支付生活開銷，
為免給家人帶來負擔，自己總是想辦法慳錢。
「當地最便宜的是墨西哥食物，換成香港的說法就是

『頹飯』。Burrito（墨西哥捲餅）大約5蚊至 6蚊美

金。在校園大馬路總會有幾部快餐車，印象中4.5美金
有個飯盒，我很多時都食飯盒。」他笑說，假若荷包鬆
動一點，「也許就會買Sushi box（壽司盒），好似都要
7蚊至8蚊美金，偶爾才會吃。」
「相比一些同學，隨便食廿幾卅蚊美金一餐，我每天

的使費都要計得十分清楚，每餐吃什麼才合預算。我要
多做幾多個鐘工作，才夠錢買機票回香港過暑假，整個
大學階段都要不斷思考這些……真是節（衣縮食）得好
緊要！」
要適應海外生活，要考慮生計，還要力保優秀的成

績，戴沛權對此並不以為苦，「很慶幸大學有如此多
的工作機會，讓我學習更多知識和技能，尤其當時我
認識到兩位分別來自環境化學及環境生物學、對我影
響很深的教授，願意給我機會到實驗室學習。」大學
當時很配合，沒有限制他的工作時間，讓他賺取生活
費的同時，逐漸累積研究經驗，可以朝着科學家道路
邁步向前。

戴沛權當年之所以決心回港發展，一方
面是希望將其所學回饋香港；另一方面是
希望以土生土長科學家的身份，協助更多
有志的香港學生探索發展方向。他坦言，
香港的研究崗位也許不算多，然而需要具
備科學知識的專業工作絕對不少，尤其國
家及香港近年日益重視科研和綠色產業，
不愁沒有出路。
「美國的學生很多時候比較獨立，很清楚

自己的方向，跟教職員的關係不太深厚。」
戴沛權坦言，在西方社會中教授能幫到學生
的地方，更多只有在學業方面，「相比之
下，在香港或亞洲地區，教授可以為學生做
到的事更多。無論是學業還是有關未來的專
業發展，學生都更願意聆聽教授的意見。」
他發現有不少港生即使入到大學，甚至讀

研究生，可能都仍在探索自身方向，「他們

一開始真的會迷惘，或者不知是否力所能
及。」畢竟本港大學的研究職位有限，「不
過香港需要有 Scientific Training（科學訓
練）的工作絕對不少，環保署、漁護署、天
文台等，很多職位都需要專業人才，甚至學
士水平都未必夠用。」

研究組曾「產出」3天文台科學主任
「全球大趨勢就是綠色金融、綠色項目，

因此業界愈來愈需要相關專才。」戴沛權的
研究組就「產出」過3名天文台科學主任；
還有人到商業機構從事農產品及氣候變化相
關的風險評估工作；也有投身金融、資金管
理、諮詢，又或教育工作等。
他認為，即使學生加入研究組後發現對有

關範疇的興趣不大，但所學到的知識和經
驗，仍可應用至眾多的專業崗位上。

生於小康之家，從小喜歡科
學，夢想與大自然和動植物為伍。誰

知，一場金融風暴打破家中安穩，卻未擊倒少
年志向，逆境之中仍能自強，考獲令人艷羨的從醫機
會。本來安穩工作和豐厚收入已近在咫尺，少年此刻卻
想起心中願望，矢志以科學家身份「醫治地球」，以解決地
球環境問題的方式改善人類健康。80後香港青年科學院創院
院士、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地球系統科學課程副教授戴沛
權，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自己昔日憑全額獎學金到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修讀環境工程，學成歸來回饋
香港的故事。國家和香港近年致力邁向碳中和，他深信
現在正是大氣科學家們擁有最多機會、最能作出貢
獻的時刻，更希望憑自身經歷，幫助更多學生
探索自身方向，追尋理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大學生涯身兼多職大學生涯身兼多職 捱捱「「頹飯頹飯」」邊學邊做邊學邊做 綠色產業日益受重視綠色產業日益受重視 不愁無出路不愁無出路

與兩地學者合作 獻力生態可持續發展

▶戴沛權矢志以科
學家身份「醫治地
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 攝

▲戴沛權為香
港首位獲世界
氣象組織頒發
「青年科學家研
究獎」的研究員。

◆戴沛權在青科院
活動中講解地球氣
候問題。

▶戴沛權決心以解決地球環境問題的方式改善人類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戴沛權（中）與團隊其中一個最新研
究，是探討改善膳食習慣如何有助減低
空氣污染。

矢志矢志「「醫治地球醫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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