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大促進國際化重點措施及成效（部分）
香港城市大學

●推出「傑出客座教授」、「助理教授（校長嘉許學者）」及「環球研究助理
教授」計劃，以吸引世界頂尖人才來港
●於過去一年在30個國家及地區進行了超過45項本科生招生活動，包括文
萊、尼日利亞、加納、坦桑尼亞、阿塞拜疆及羅馬尼亞等新興市場。截至上月
中旬，本科生課程的非本地生申請比去年增長了70%以上，申請人來自73個
不同的原居地

香港浸會大學
●推出「人才100」等計劃，並參與傑出創科學人計劃。該校逾半教師是非本
地學者，來自30多個國家或地區
●致力在2027/28學年實現錄取40%全學位非本地本科生。積極聯繫不同國
家。自2023年，來自哈薩克斯坦、蒙古、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等的申請和錄取
人數增加了30%。同期，來自內地的本科生申請也增加16%。非本地非內地
學生的獎學金數量和金額均增加了10%

嶺南大學
●增加非本地學生的獎學金名額、擴大學生住宿比例，增加離校校園、增加人
工智能相關等具吸引力的新課程並透過參與重要的論壇和聯盟、海外教育展
覽、拓展宣傳渠道及開展非本地本科招生線上推廣
●聘請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工作人員帶領團隊在校園內舉辦不同活動以提
升國際意識，又招募了100名本地生以支援來港訪問的學生，及持續增加交換
夥伴

香港中文大學
●增加了2025年入學非本地生的獎學金，總額較去年高出19%，達1.1億港
元。
●與全球37個國家或地區近290所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於本學年提供
900多個學期制交換機會；提供達4,300個短期非本地體驗學習機會，較前一
年多 50%

香港教育大學
●去年初成立非本地學生報讀高級文憑及學士學位課程專責小組，專責檢討及
實施非本地學生招生的策略；設立各種本科、碩士及博士生入學獎學金及提名
計劃，透過不同的途徑錄取非本地生
●在內地推行品牌及廣告宣傳計劃、在入學資訊日為非本地學生及家長增設線
上線下同步講座、推出非本地學生大使計劃、透過參加中國教育博覽會和QS
高等教育高峰會，鞏固各地中學和大學聯繫網絡

香港理工大學
●積極開拓中亞、中東、非洲、歐洲及南美等具潛力的新市場；派遣代表團訪
問不同地區，加強與當地學校合作及與高中生的聯繫，同時也舉辦多場針對海
外學生及家長的主題講座
●設有策略招聘計劃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和研究活動啟動經費；設立校長
青年學者計劃，以吸引優秀學者

香港科技大學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印度、印尼和哈薩克斯坦招募學生；該校又
錄取了首五名來自埃及、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喀麥隆和加納的高成就、低
收入學生
●推出「國際會議資助計劃」，支持學院及學系舉辦有影響力的國際會議，匯
聚來自全球的知名學者、政策制定者和行業領袖，討論關鍵研究領域的最新發
展

香港大學
●去年招聘了123位國際學者，當中90%來自香港以外，涵蓋至少13個國籍
●為各地精英學生成立「HKU Academy for the Talented」，讓學生提前了解
港大課程並為入讀心儀學科作好準備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特區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轄下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小組委

員會」將於本月18日舉行會議，教育局向
委員會遞交文件，介紹大學推動國際化的
各項工作。當中指出，特區政府正推展一
系列的具體措施，包括提升非本地學生限
額，增加「一帶一路獎學金」的名額，及
逐步增加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名額等。
在推廣工作方面，教資會已撥款約2,000

萬元予大學校長會國際化小組，支持各校
參與國際高等教育博覽、研討會及相關活
動等。教育局局長亦率領由教資會及各大
學代表團外訪，了解不同地方高等院校近
況，宣揚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教學質素
和雄厚研究實力，並拓展學生交流及學術
協作網絡，從而進一步提升香港高等教育
的國際聲譽和地位。
據介紹，大學校長會國際化小組計劃今年運
用撥款，參與在印度德里舉行的亞太教育者年
會和展覽、在美國聖地牙哥舉行的美洲教育者

年會暨教育展，以及在瑞典哥特堡舉行的歐洲
教育者年會，屆時八大將合設香港館，並以
「留學香港」為主題舉辦專題演講。
文件又提到，近年八大針對性地招收來

自中亞、東亞、東南亞、東歐、中東、非
洲等國家的學生，並展開多項聯合海外招
生之旅，前往越南、泰國、哈薩克斯坦、
印度等為當地學生舉辦講座、工作坊。

擬辦近200次海外招生活動
在本學年，八大計劃舉辦近200次海外
招生活動，不少均以東盟的「一帶一路」
國家為目標。至去年11月底，八大與全球
各地院校簽訂了超過2,600份學生交流協
議。至於交流學生人數， 2023/24學年的
來港交流生數目已回升至約5,100人，離港
交流學生亦回升至約5,600人。
此外，2023/2024學年起，教資會為內地
與環球連繫及學習體驗資助計劃額外注資1
億元，讓各大學提供更多境外交流及學習

機會，各大學正利用有關撥款推行超過200
個項目，資助本地學生在境外參與學習體
驗項目；大學亦正利用撥款舉辦提倡多元
校園文化的活動。

各出奇謀招聘非本地教職員
在招聘非本地教職員方面，八大各出奇

謀，例如香港城市大學就設有傑出客座教
授、助理教授（校長嘉許學者）及環球研
究助理教授計劃，以吸引世界頂尖人才來
港。香港教育大學則透過加強訪問教授計
劃以擴展全球網路，又聘請專業招聘機構
識別並吸引優秀學者（見表），亦有院校
邀請全球知名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舉辦大
型會議等方法，以招攬人才加入。
在招收非本地生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大

力增加非本地生獎學金，總額較去年高出
19%，達1.1億港元。香港理工大學則擴展
學生大使計劃，讓他們分享自身的升學故
事，吸引其他學生入學。

八大將聯手在海外教育展宣揚「留學香港」
教育局文件介紹大學推動國際化工作 上學年約2.31萬名非本地生創新高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銳意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致力打造「留學香港」品牌。特區政府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

過去五年，八所資助大學非本地生逐步上升約20%，至上學年約2.31萬人，創歷史新高。由本學年起，八大非本地生

限額可提升一倍至40%，院校可循序漸進吸引更多海外，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和內地生來港升學，修讀政府資助

課程的非本地生增至2.66萬人，當中約1.72萬人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相當於本地學額約23.2%。特區政府表示，樂見

各資助大學利用放寬上限，招收更多非本地生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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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香港
浸會大學昨日舉辦傳媒新春午宴，校長
衞炳江透露，就特區政府因應財赤有意
削減未來三年期的大學撥款，八大校長
早前聚首，均同意需要共渡時艱，但強
調不會削學術研究經費。該校將通過
「勒緊褲頭」應對削減，但若減幅超出
5%將帶來較大影響。
面對大學削資，衞炳江表示，浸大將
全面審視行政程序，將工作流程數碼化
提升效率，減少不必要支出。在人力成
本方面，職員離職後空缺將不會即時補
充，以降低相關資源開支。
他認為，適當的財政壓力對大學高效
發展是有幫助的，有助突破既有運作慣
性。自他2021年上任以來，浸大已連續3
年減省行政開支3%，並將節省下來的資
源重新投入學術研究。

不會削學術研究經費
衞炳江又強調，無論財政壓力多大，浸

大均不會削減學術研究經費或其他早期投
資，確保大學長遠發展，亦不希望透過提
高非本地生學費或增加非本地生收生額來

開源，並表示校方重視教學質素，堅決維持
高水平的教育標準：「我們是辦學團體，不
是公司。面對財政壓力，我們會更加謹慎
地檢視流程，確保資源的最佳分配。」
浸大副校長（教與學）周偉立補充，
校方不會因財政問題削減應用學科，但
會視乎社會需要及學生對學科的需求而
調動學額。
香港正準備建設第三間醫學院，浸大
是其中一所有意申辦的大學。衞炳江表
示，對此充滿信心，並自認浸大的籌備委
員會是三間有意申辦院校中最好的：「落
場跑當然想贏……贏唔贏到未知，但鬥心
是一定有的。」校方已制定建議書的第二
初稿，預計最快可於本月底出爐。

對合辦新醫學院持開放態度
早前有意見提出新醫學院可由多間大
學合辦，衞炳江表示，浸大對合作模式持
開放態度。他透露，校方曾與同樣有意申
請的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會面，
彼此對合辦醫學院的可能性持開放立場。
對外界擔憂合辦模式下的管治問題，
他認為「要做一定會做到」，並舉例指

美國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也有類似
合作模式，只要有創新思維與合適規
劃，合辦醫學院並非不可行。
他直言，特區政府只給予3個月供大學

撰寫建議書，現只餘約一個月時間，要
深入討論合作細節顯然不足夠，「傾合
作需要更長時間的」。他補充：「政府
強調新醫學院需要具創新思維，為何一
定是一間大學有醫學院呢？」他認為此
事值得進一步探討，並期待當局對創新
醫學院模式有更開放態度。

浸大：「勒緊褲頭」應對撥款削減

●香港浸會大學昨日舉辦傳媒新春午
宴。左四為衞炳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盈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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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到粵港澳大灣

區調研期間，到訪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香港園區，並在深圳前海主持召開的座

談會上，聽取香港特區司局長匯報各自範

圍的工作。行政長官李家超於社交平台發

文指，他在哈爾濱回港工作第二天即召開

會議，總結夏寶龍主任的指導和意見，向

各司局長提出指示。特區政府官員思想統
一、目標明確、行動迅速，切實按照夏主
任大灣區調研的指導，扎實落實國家主席
習近平澳門重要講話的精神，全力推動大
灣區互惠合作、聯動發展，展示特區政府
官員坐言起行、只爭朝夕的工作態度和作
風，值得點讚。中央和社會各界期盼特區
政府繼續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
新，帶領全港同心協力，提速提效建設大
灣區，再創香港發展高峰。

夏主任大灣區調研之行，體現中央以只

爭朝夕、真抓實幹的工作作風和行動，推

動大灣區高質量建設，不斷開創「一國兩

制」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行政長官李

家超迅速召開會議，總結夏主任對香港的

指導和意見，從思想方面和重點項目兩方

面，向各司局長提出7項指示，強調要進一

步改革破局，牢記時不我待的緊迫性，持

續「提速、提量、提質、提效」，並要求

在發展北部都會區、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以及進一步強化貿易中心地位

等重點項目，謀劃具體工作計劃並盡快執

行及落實，以展示政府改革、創新和破局

的決心。

特區政府改革破局參與大灣區建設有決
心，更見行動。 李家超昨日在禮賓府分別

與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岑浩輝、廣州市委書記郭

永航會面，就進一步加強港澳合作、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以及深化香港和廣州市合

作交流意見。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已前往橫琴和珠

海訪問，孫東結合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工作，

深入了解橫琴深合區規劃和產業發展的情況，

加快落實河套香港園區的發展規劃；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亦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律政司正與

廣東及澳門密切合作，力爭於今年內公布首份

大灣區仲裁員名單，發揮大灣區內專業互補優

勢，為用戶提供更大信心與便利；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亦率領代表團，於深圳前海

出席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探討進

一步加強兩地金融聯動的建議。許正宇公布了

一批能助力內地企業「出海」的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名單，期望透過香港高質素、國際化的專

業服務，推動國家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

今年1月9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的學

習貫徹習主席澳門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討會

上，夏主任指出，要瞄準目標，一項一項抓好

落實。按照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積極推進橫

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以及北部都

會區建設，逐項細化重點任務，一件事一件事

加以推進。

當前，地緣政治及單邊主義抬頭和激烈競

爭，香港面臨的挑戰不容低估，特區政府必須

以強烈的緊迫感、責任感，把習主席澳門重要

講話的指示精神落到實處，按照夏主任大灣區

調研的指導，各司局長各司其職、各展所長，
同時協同互補，用好「一國兩制」的優勢，發
揮好「內聯外通」的功能，加快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市場一體化，確保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效
優質推進，不負中央和港人的期盼和支持。

坐言起行建設灣區 改革破局再創高峰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充

分發揮仲裁職能作用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劃建

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在大灣區形成國

際領先、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商事仲裁高

地。該《意見》的印發，有利於發揮香港優勢
營造大灣區一流營商環境，推動大灣區跨境規
則對接和制度對接，吸引外國企業進駐大灣
區；有利於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
選擇香港發展業務。

仲裁作為一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以其專

業、高效、靈活的特點，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

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大灣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

的前沿陣地，吸引着大量外資企業入駐。然

而，不同法域間的法律差異和爭議解決機制的

差異，往往成為制約外資企業投資的重要因

素。《意見》的實施，將通過建立統一的仲裁

規則和在線爭議解決平台，實現仲裁程序的標

準化和國際化，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的爭議解決途徑，從而增強其在大灣區投資

的信心和意願。

《意見》為大灣區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提供有力支撐，通過建立
大灣區統一仲裁規則和在線爭議解決平台，推
動大灣區法律仲裁與國際接軌，體現中央對大
灣區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堅定支持。

《意見》特別強調了將廣州、深圳國際商事

仲裁中心建設試點與香港、澳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建設緊密結合，規劃建設大灣

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這一戰略部署有利於提

升大灣區的整體法治水平，讓海外企業在大灣

區投資、經營更安心放心，為吸引外資、促進

區域經濟合作提供堅實保障。

香港在國際仲裁領域享有顯著優勢。香港作

為「一國兩制」下實行普通法的國際大都市，

香港的仲裁機制和裁決一直得到國際社會的廣

泛認可。「十四五」規劃明確確認了香港的八

大中心地位，其中包括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

爭議服務中心。目前，包括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等多間國際知名仲裁機構在香港設立業務機

構；香港法院支持當事各方使用爭議解決方

案，並尊重仲裁協議，維護仲裁程序的靈活性

及完整性，使得香港成為一個「仲裁友好型的

法域」。去年，全球頂級仲裁盛事——國際商

事仲裁理事會大會在香港舉行，凸顯了香港在

國際商事仲裁舞台上的卓越地位。此外，香港

還擁有高素質的專業法律服務人員隊伍，他們

在不同領域都有着豐富經驗，並具有良好的國

際法律網絡。

此外，《意見》還明確提出「港資港仲裁」
制度，允許在大灣區內地九市設立的港資企業
既可以選擇內地作為仲裁地，也可以選擇香港
作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將進一步促進大灣
區內部不同法域間的法律融合和爭議解決機制
的對接，充分利用香港在仲裁領域的專業優勢
和國際影響力，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
將事半功倍，同時通過與內地仲裁機構的緊密
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進一步拓展
香港仲裁業務的範圍和深度，為香港法律服務
業拓展更廣闊空間。

隨着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的逐步建成，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地的仲裁機構將實

現更加緊密的合作與聯動。通過共享仲裁員、

仲裁秘書等資源，建立統一的仲裁規則和在線

爭議解決平台，大灣區將形成一個國際領先、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商事仲裁高地，鞏固和

提升大灣區成為全球企業投資興業的熱土。

助建灣區國際仲裁中心 鞏固香港法律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