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長 視 野
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筲箕灣阿公岩。

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
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

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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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爾卑斯山遇上海南

初我參加了在瑞士達沃斯舉

行 的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 右

圖），四月初在國家的海南島上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感受殊深。

我曾稱世界經濟論壇為阿爾卑斯

山的武林大會，大會陣容鼎盛，

而不少議題都是圍繞中國，特別

是經濟發展和改革，七十多位來

自中國內地的學者、企業家和銀行家參與這個盛會，其中不

少更擔任主講嘉賓，的的確確中國已是一個global player。

海南的博鰲亞洲論壇同樣是星光熠熠，論壇以亞洲為中

心，相比世界經濟論壇有較多亞洲政要和領軍人物，如澳洲

總理吉拉德（時任）、新西蘭總理約翰．菲利浦、緬甸總統

吳登盛、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

夫和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當然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出席

更令大會成為國際焦點。然而歐美的「重量級」學者和企業

家出席人數也不少：包括微軟主席蓋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總裁拉嘉德、國際投資者索羅斯，及多位諾貝爾得獎者。

「中國」仍然是論壇的重點中的重點，兩場講座有關移動互

聯（mobile internet）及中國的改革議程，整個場地都擠得滿

滿，當然微信應否收費也是熱門話題之一。

跟已舉辦四十年的世界經濟論壇相比，只有十二年歷史

的博鰲亞洲論壇，雖不能同日而語，但已甚具規模，足見國

家在國際舞台上已舉足輕重。有人認為無論中國硬件基建如

何騰飛，其軟實力與國際水平仍有相當距離，但我親身參與

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去年在天津舉行的世界經濟論

壇「新領軍者年會」（又稱為夏季達沃斯論壇）以及剛在海

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當中的體驗，讓我不難認同國家的

人才、組織能力、在國際的地位已經大大提升。

香港特區政府在論壇期間設晚宴招待與會者，由行政

長官梁振英先生作主講嘉賓。大

概我是唯一獲邀出席論壇的本地

大學校長，特區政府邀請我主持

晚宴。梁先生的講話以香港作為

國際社會橋樑為主題，這是十分

適切。據我所知應邀出席瑞士世

界經濟論壇的香港人，連我在內

也只得五位。而參與博鰲亞洲論

壇的香港人明顯多很多，特區的晚宴就有上百人參加，其

中不少是外籍人士。我相信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對有意

在亞洲發展中分一杯的人來說，仍然是甚為吸引。

作為晚宴主持人，我禁不住運用「特權」，在發問環

節向特首提出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是鞏固香港優勢的重要

一環。過去兩年，我曾到世界各國公幹，訪問多所國際知

名大學，香港科大以及不少本地大學在國際學術界都備受

重視，他們十分羡慕香港的大學所擁有的優勢；近年本地

幾間大學愈見國際化，知名度大幅提升，我期望政府和社

會能夠打破「本地薑不辣」的傳統想法。本地大學固然要

保持與國際學術機構的聯繫，然而我察覺到東西方的「板

塊」已經有所變異，今日不少歐美的優秀學生都選擇來到

香港進修本科學位課程，為的是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和國

際化。政府應該將推動本地高等教育和科技納入香港發展

策略重要一環，制訂長遠政策，香港才能培育新一代有創

意和環球視野的人才，延續香港成功傳奇。

說真的，世界經濟論壇能雲集三十多位世界頂尖大學

的校長，並在論壇期間舉行環球大學領袖會議「Global 

University Leaders Forum」（GULF），正是對大學作為

知識創造者、知識傳播者最有力的認同和鼓勵。博鰲也舉

辦了大學校長論壇，討論大學之道、就業與教育的關係，

我期望不久將來，GULF同樣出現在海南！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