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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眾多大型基建工程中，往往見到中企的身影，中國路橋是當
中的佼佼者，其中一個近年倍受香港社會好評的工程項目就是「將軍
澳跨灣大橋」。該大橋是全港跨度最大、預製最重的鋼拱橋，中國路
橋香港公司董事長王焰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該橋從施工
方式、製作材料到安裝方法都有很多創新，包括以科學方式並藉助自
然潮汐成功將巨型主拱橋精準對接橋墩，這也是香港首次用「浮托
法」建橋（詳刊A8版）。

中國路橋在港首用「浮托法」建將軍澳跨灣橋

美企避關稅趕下單 港上月出口升18.5% 特朗普「百日亂局」 擾亂國際秩序自陷孤立內地備足穩經濟工具箱 多舉措本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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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次用
「浮托法」以
科學方式並藉
助自然潮汐成
功將巨型主拱
橋精準對接橋
墩。

受訪者供圖

精英「厭戰」紛棄美
港吸人才好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香港
面對公共財政的挑戰，本年度的財政預
算案提出，八所資助大學撥款會以
「2-2-2」進行節約，即2025/26年度至
2027/28年度連續三個財政年度，各節省
2%開支。教育局亦要求八大從過去政府
撥款的「一般及發展儲備基金」111億元
結餘中，向特區政府退還40億元，其中
香港中文大學要歸還10.41億元，為各大
學中最多。盧煜明強調，該校樂意與特
區政府共渡時艱，但坦言此舉也為大學
帶來一定壓力。
「我們大學管理層已因此舉行多次會

議，討論各部門會如何受影響，並檢視
當中的運作能否變得更有效率，完成我

們想要做的工作。」盧煜明表示，在財
政挑戰下，個別不急切或非必要的項目
或會延遲一點，但包括「提升學生體
驗」、「推動研究及創新」、「建設人
才樞紐」、「促進校友和社區參與」、
「加強國際化」等未來重點範疇，仍有
必要繼續推進發展，「例如發展科創研
究，要達至全球領先，這是要優先要去
做的。因為不進則退，即使政府削減撥
款，我們仍然要在其他地方找資源，支
持這些項目推進。」

大學有技術 創收看長線
談及「開源」策略，盧煜明指，除
了籌募捐款外，創科亦有機會為大學

帶來收入。惟他同時強調，所謂創科
帶來收入，並非單純直接指「發明品
為大學賺錢」，「如果經常只聚焦
『直接賺錢』，是比較短視的。其實
更多時候發生的情況是，大學有技
術，教授學生開公司取得成功，讓整
個創科生態圈活起來，能聘請更多大
學畢業生，又或幫助城市經濟發展。
有了這些成功（個案）之後，教授可
能再捐款給大學。」
盧煜明相信，這種情況正符合香港發
展創科和智慧城市的策略，又強調大學
其中一項重任是回饋社會，「不會說要
有專利、有錢賺先去做（研究）」，未
來同樣會繼續從事不同的公益項目。

開源優化運作 發展科創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特區
政府上月公布，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在
截止前共接獲3份建設第三所醫學院的建
議書，分別來自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並預期今年內
完成評核，向政府作出建議。曾任港中
大醫學院副院長的盧煜明表示，相信第
三所醫學院不但有助增加醫生人手，並
會帶來更多新思維，有望對香港的醫療
系統帶來新的啟發。被問到會否擔心構
成競爭，盧煜明相信，香港生物醫學領
域的發展空間很大，又期待港中大日後
能與第三所醫學院促進更多合作。
「我看報紙知道，不同申請院校都找

到一些好強的合作夥伴，也有一些好出

名的教授支持，包括有些諾貝爾獎得
主，所以我都拭目以待，想看看最終結
果會是選出哪間。但無論最後選出是
誰，將來我們都會好期待跟他們合
作。」盧煜明相信，各申請院校都提出
創新醫科教育及科研模式，並會將各自
既有的強項融合改進，尤其希望看到各
院校與其外來合作單位展示協同性。
同一時間，港中大醫學院的四年制第
二學位醫科課程，亦將於9月入學，盧煜
明表示，雖然港中大醫學院過去一直都
有取錄第二學位學生，「但今次是給他
們度身訂造一個課程，這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個新的、重要的發展。」未來第
三所醫學院亦將主力招收第二學位學

生，「到時我們當然亦會看看，在這方
面彼此如何分享心得，並在第二學位醫
學教育等方面，促進更多合作。」

履新三個多月 前所未有充實
被問到上任校長至今的感受，盧煜明
笑言，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表是前所未有
的充實，「雖然好忙，但我覺得好有意
思，每做一個決定都會帶來好大影響，
所以我都有個 sense of responsibility（責
任感）。」他又提及，港中大未來將有
兩位副校長退休，因此會繼續物色人
選；跟校董會之間的合作方面，他指自
己幾乎每日都有跟校董會主席溝通，形
容彼此合作愉快。

期待與港第三間醫學院合作

專訪港中大校長盧煜明：在貿戰變局下全球廣招師生

國際局勢變化，對學術及科研界也難免帶來衝擊。近月出現在美華人
科學家歸國潮，歐洲多地亦正計劃更積極吸納人才。「在招募（教

職員）方面，可能會有部分教授選擇考慮來港工作，所以這（大環境）
可能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進一步招募更多人才。」身兼香港科學院院長
的盧煜明，近日接受訪問時闡述在當前全球變局下香港的人才機遇。

港擁低稅制及灣區市場優勢
他認為，當學者在外碰上動盪時代，或會開始考慮選擇到其他地方工
作，「而香港近年正在大力搶人才，同時積極推動創科，加上香港本身
有低稅制、大灣區市場等優勢，這對於想發展科技、想落地、想創業的
教授而言，就有可能會選擇在這時間加入我們。」
同樣地，內地精英學生亦有更多機會考慮來港升學，「一些內地生本
身可能想去美國知名大學進修，但見到有動盪之後，就有可能改為選擇
香港。」因此他強調，即使本港大學面對削減撥款，但招聘人才方面
「一定要給足夠資源去做！」

主動奔赴各國推介香港教育
盧煜明續指，港中大設有多項招聘計劃，自2023年至今已招募約150

名學者，他們來自約20個國家或地區。而非本地生方面，2024/25學年
起政府資助大學非本地本科生限額提升至40%，港中大現時最新比例為
23.6%，「其實都升得幾快，但同時亦不能升得超快，始終要考慮宿位
等配套因素。」
他特別強調，未來會繼續擴大規模以招收更多精英學生，特別是致力
吸引更多不同地區的優秀學生來港升學，「希望提供更多機會給以往較
少有學生來港讀書的地區，例如我們有一些創新性項目，包括到馬來西
亞、新加坡的重點學校，邀請他們的輔導升學老師到香港，多認識一下
我們，覺得港中大可以是他們學生未來升學的其中一個選項。」
另一方面，盧煜明強調，提升學生體驗是大學未來的發展重點之一，
港中大作為香港唯一設書院制的資助大學，他認為有關制度能為學生帶
來全人教育，未來有意進一步發展研究生書院。「劍橋、牛津是有超過
一個研究生書院的，但凡事都要逐步去行。所以首要是行第一步，建第
一個（研究生）書院，有策略去做……當然我們大學規模不小，最終多
於一個也好正常」，他坦言當中仍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包括選址、善
長支持等，期望能在下個五年計劃中做出成果。
被問到大學招收非本地生時，如何更好地應對「假學歷」問題。盧煜
明強調，本港各大學均有必要進一步完善，他分享近月大學校長會正檢
視如何通過人工智能（AI）加強把關，「我們找來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
專家，建議一些系統，當然我們也要看看這些系統的可行性。」

國際地緣政治愈趨複

雜、多變，但香港依然恪

守國際化、高包容性及多元化的優勢，並獲國

家堅定支持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是全球唯一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有

利匯聚國際高端人才交流合作。今年1月上任的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特別提到國際政治角力等因素影響下，或有

機會讓更多海外學者及內地生考慮來港發展，會

是本港大學招募人才的好時機。該校亦密鑼緊鼓

制定2026至2030年的策略計劃，重點之一正是

要建設人才樞紐，把最優秀人才匯聚港中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專專訪訪文匯文匯

●今年1月上任的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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