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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世面

譽
全
球
，
素
有
「
中
國
達
沃
斯
」
之
稱
的
博
鰲
亞

洲
論
壇
二○

一
四
年
年
會
在
海
南
舉
行
，
這
個
盛

會
匯
聚
了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政
要
、
企
業
家
及
知
名
學
者
等

與
會
代
表
，
聚
焦
亞
洲
和
全
球
的
形
勢
及
發
展
並
展
開
討

論
，
可
謂
猛
人
雲
集
，
是
國
際
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
。
我
有
幸

於
二○

一
一
年
及
二○

一
三
年
獲
邀
擔
任
主
講
嘉
賓
，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及
前
主
席
胡
錦
濤
亦
有
出
席
，
而
二○

一
三
年
那
次
同
場
還
有
金
磚
五
國
的
領
導
人
、
蓋
茲
及
幾
位

美
國
知
名
大
學
的
校
長
等
，
我
亦
在
香
港
主
辦
的
晚
餐
會
主

持
由
特
首
梁
振
英
演
講
的
環
節
。
雖
然
今
年
因
事
未
能
赴

會
，
但
我
又
豈
可
放
過
讓
科
大
同
學
出
外
「
見
世
面
」
的
機

會
呢
？
經
過
多
番
爭
取
，
儘
管
準
備
時
間
緊
迫
，
但
學
生
事

務
處
的
同
事
們
仍
然
以
極
高
效
率
即
時
作
出
配
合
及
招
攬
同

學
，
盡
心
盡
力
為
同
學
促
成
這
次
機
會
，
終
於
我
們
順
利
派

出
十
五
位
青
年
大
使
到
博
鰲
擔
任
志
願
者
見
識
見
識
。

任
務
完
成
後
，
他
們
於
茶
敍
時
跟
我
分
享
了
一
些
感

想
。
兩
位
同
學C

laire

和K
eith

各
自
被
分
派
到
不
同
的
崗

位
，C

laire

負
責
與
德
勤
的
會
計
師
一
起
擔
任
記
者
的
角

色
，
撰
寫
會
場
內
的
簡
訊
；K

eith

則
協
助
場
地
管
理
，
維

持
會
場
內
的
秩
序
。
能
夠
與
專
業
人
士
共
同
擔
當
工
作
，
對

同
學
而
言
，
已
經
是
對
他
們
能
力
的
一
種
肯
定
和
認
同
。
面

對
突
發
事
件
時
，
他
們
需
從
中
作
出
協
調
，
同
時
亦
提
升
了

他
們
的
應
變
能
力
。
除
了
獲
分
配
的
工
作
外
，
同
學
們
更
是

一
身
二
任
，
他
們
擔
當
起
代
表
香
港
學
生
的
「
形
象
大

使
」
，
言
談
舉
止
得
當
有
禮
，
表
現
不
亢
不
卑
。
眼
前
的
年

輕
人
眉
飛
色
舞
的
跟
我
分
享
着
論
壇
中
的
點
滴
及
一
些
有
趣

的
幕
後
花
絮
，
透
過
分
享
，
我
為
這
個
代
表
香
港
及
科
大
的

特
使
團
表
現
優
秀
而
感
到
相
當
欣
慰
及
自
豪
。

享

論
壇
進
行
期
間
，
同
學
們
都
因
應
會
上
不
同
的
國
際

議
題
有
所
涉
獵
及
接
觸
，
獲
益
良
多
。
他
們
還
在
會
上
感
受

到
各
界
猛
人
們
（
如
澳
洲
前
總
理
霍
克
和
中
國
前
外
交
部
部

長
李
肇
星
等
）
對
工
作
的
熱
誠
和
非
凡
的
親
和
力
。
李
大
使

和
霍
克
還
會
主
動
跟
這
班
社
會
新
鮮
人
打
招
呼
問
好
，
讓

C
laire

覺
得
十
分
親
切
。
梁
特
首
亦
出
席
了
香
港
晚
餐
會
發

表
主
題
演
講
，
四
位
科
大
同
學
有
幸
獲
邀
成
為
座
上
客
。
席

間
，
梁
特
首
還
特
意
介
紹
他
們
予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行
長
周
小

川
及
中
國
證
監
會
主
席
肖
鋼
認
識
，
讓
他
們
與
大
人
物
稍
作

交
流
。其

實
同
學
們
不
僅

是
志
願
者
，
他
們
還
是

與
會
的
一
員
，
能
夠
一

睹
各
界
領
袖
的
風
采
，

並
聆
聽
站
在
不
同
立

場
、
擁
有
不
同
觀
點
的

他
們
對
政
治
、
經
貿
及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獨
到
見

解
，
國
際
社
會
日
新
月

異
，
這
些
知
識
是
他
們
在
正
規
課
堂
未
必
可
以
學
到
的
。
回

想
我
的
大
學
年
代
，
普
遍
香
港
大
學
生
都
沒
有
出
外
觀
天
的

機
會
，
經
過
多
年
努
力
，
我
們
今
日
已
經
能
夠
為
同
學
提
供

可
媲
美
世
界
一
流
大
學
水
平
的
教
育
及
機
會
。
為
增
加
同
學

們
的
競
爭
力
，
我
們
一
定
要
跟
着
國
際
化
的
大
趨
勢
走
。
除

了
以
課
堂
及
書
本
上
的
知
識
作
參
考
基
礎
，
我
們
要
認
識
自

己
的
國
家
，
還
應
該
放
眼
世
界
，
與
國
際
化
時
代
接
軌
。
這

可
造
就
他
們
以
多
角
度
對
每
事
進
行
客
觀
分
析
，
培
養
獨
立

思
考
能
力
，
對
年
輕
人
日
後
發
展
有
莫
大
裨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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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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