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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嶺南大學早於1888年於廣州創立，上世紀30年代，嶺南畫派始創人
之一高奇峰曾於嶺南大學執教，並任名譽教授。1967年嶺南大學

在香港復校，時至今日已成為研究型博雅大學，承傳豐富的教育傳統，
繼承發揚紅灰精神，匯聚中西文化，於2023年推出「領、藝」中華文化
推廣及成全計劃，向本地及海外學生呈現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讓學生
深入理解和承傳中華文化的精髓。現任嶺南大學之嶺南派中國畫高級
導師何永祥，為高奇峰師祖之傳人趙少昂大師的入室弟子，構成了粵港
兩地文化一脈相承的佳話。
駐校於嶺南大學已有九年多的何永祥認為，人才培育是藝術教育和
美育發展的核心目標。透過有系統的嶺南畫派教學，學生將能夠掌握
融合性技法，並具備現代意識，成為嶺南畫派的中堅力量。這些人才將
推動嶺南畫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美育發展的推動者
和實踐者，為社會的審美提升和文化繁榮貢獻力量。這樣的努力不僅能
讓學生在藝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能為整個社會帶來更深層次的文化
素質與美學觀念的提升。

由嶺南大學主辦、嶺南＠西九，何永祥嶺南派作品展

暨學生作品賞析於7月10至19日假西九文化區M+大樓

展覽廳展出，免費入場，歡迎參觀！ 文：安妮坦

嶺南＠西九
何永祥嶺南派國畫M+展出

●《傲視群山》

●《老驥伏櫪》 ●《雲自無心水自閒》

●《雲山遠眺》 ●《又是一年秋色時》

●《蘆花深處兩岸霜》

●香港著名嶺南派畫家何永祥

電子科大擬在港設聯合創新平台
活用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機遇 推動科研成果「走出去」

教育孕育未來，科技彰顯實力，人才引領

發展。近日訪港的電子科技大學校長胡俊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了當代高等教育融

合科技和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國際趨勢，以及

香港與內地如何發揮優勢互補作用，通過整

合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和政府的力量，實

現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和技術鏈「四

鏈」深度融合，共同為科技強國出力。他透

露，電子科大在與多所港校深度合作基礎

上，正考慮結合深圳建高等研究院的經驗，

在香港設立聯合創新平台，活用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機遇，推動科研成果在港轉化

並邁向國際，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

合作開闢新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位於成都的電子科大是內地頂尖、以電子信息科
學技術為核心的研究型大學。胡俊在訪問中表

示，國際高等教育從第一代以教學為主、第二代強
調科研、第三代注重社會服務，至今已經邁入需要
交叉融合、跨界創新的第四代，讓教育、科技和人
才培養一體化融合發展。要實現三者有機結合，必
須充分發揮香港的區位優勢。
他認為首要的關鍵在於匯聚世界級人才，特別是

透過海外人才引進計劃；其次需發展與香港產業布
局相匹配的學科專業，突破傳統金融、貿易與物流
的局限。

藉兩地合作互補效應 助港產業多元發展
胡俊強調，電子科大在電子信息、數字經濟、低
空經濟、科技金融等前沿領域具有領先優勢，這些
專業特長可透過兩地合作形成互補效應，助力香港
產業多元化發展。
電子科大與包括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
港校已建立深度合作關係，在實驗室共建、科學研
究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合作，構建常態化
交流平台。胡俊透露，電子科大擁有約26萬遍布全
球的龐大校友網絡，校方正積極推動校友與學校形
成命運共同體，特別探索如何促進香港校友會與母
校協同發展。目前已在集成電路、半導體、微波射
頻等多個行業成立校友會與產業聯盟，鼓勵在港校
友積極融入母校網絡，在其他地方的校友亦可將知
識成果與技術成果引入香港轉化。

倡兩地校聯合開展培訓 促進協同發展
胡俊特別分享了近期透過校友會與產業研究院平

台，組織全國校友舉辦的特色培訓項目，向他們講
解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路徑。他建議未
來香港高校可與內地院校聯合開展類似培訓，由內
地高校解讀產業政策，香港高校分享原創技術，實
現政策與技術的優勢互補，促進協同發展。
此外，胡俊提到多所港校已在成都設立研究院，

這些機構的長遠發展極需當地高校配合支持。因此
電子科大正打造「校、院、企、地聯合創新體」，
利用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和地方政府四方協同的
創新模式，提供優質學生資源與發揮學科專業優
勢，並充分發揮四川在政策支持、空間規劃、人才
儲備及產業配套等方面優勢，助力香港前沿科技在
內地實現產業化轉型，並提供場地設施與人才支
撐，「這種組織化、系統化的創新協作模式，將有
效突破以往單打獨鬥的局限，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與
多方互利共贏的發展格局。」
展望未來，胡俊透露，正考慮在香港設立聯合創
新平台的可能性，他提到，作為先行示範的電子科
大（深圳）高等研究院，到今已在深圳辦學5年，並位
處河套深港合作區核心地帶，獲深圳市提供3,000平
方米的場地支持。研究院除歡迎港生報讀，更希望
推動科研成果在港轉化並邁向國際，並發揮作為高
新技術源頭、創新人才培養基地和成果孵化引擎的
三重示範作用，參與深港科技建設，致力成為集教
育、科技與人才發展於一體的綜合示範區，成為連
接兩地，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重要紐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人工智能（AI）正
成為教育創新的核心引擎，並有望實現科研與產
業應用的突破，對香港及內地高校來說都是熱門
議題，胡俊於專訪中分享了電子科大的經驗。他
表示，該校正全力培育以AI為代表的新質生產
力，通過「七個一」工程，在師生職工、數字校
園、教研賦能和未來治理等層面實現全方位、多
層次覆蓋，構建教育、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的生
態系統。
為推進AI高質量發展，電子科大去年提出「七

個一」工程，涵蓋突破一系列核心關鍵技術、打
造一批高能級創新平台、建設一支高水平人才隊
伍、形成一批產學研創新中心、打造一個重要影
響力峰會、構建一個行業特色型智庫、建好一個
省人工智能學院等內容。
胡俊表示，該校已建立常態化的AI培訓機制，
透過系統化培訓，不僅幫助教師和管理人員掌握

AI基礎知識，更促進他們深入理解AI如何賦能教
學、管理與科研創新，「我始終強調，教師不僅
要學習AI技術，更要積極擁抱AI變革，讓其成為
教育創新的重要推動力。」

着力開發AI模型 推動數位化校園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電子科大投入專項經費
大力推進數位化校園建設。胡俊指，學校正着力
開發AI模型，實現AI對教學課件、校園管理的全
面賦能，秉持「數據多跑路，教師少跑腿」理
念，透過資訊化系統建設，教師只需一次性填報
數據，管理部門即可透過數據中台自動抓取所需
資訊，大幅減少重複性行政工作。
同時，電子科大已開展多個跨領域研究，各院
系教授積極參與AI研究，組建了涵蓋醫工交叉、
AI晶片、智慧系統等多個方向，發掘AI在科研與
工程應用中的巨大潛力。

籲教師擁抱AI變革
成教育創新重要推動力

●胡俊強調，電子科大於多個前沿領域具有領先優
勢，可透過兩地合作形成互補效應，助力香港產業
多元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去年12月初，位於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率團來港，參加該校香港校友會10周年慶典活動。
電子科技大學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