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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一直被視為深圳的短板。深圳第一所高校深圳

大學始建於1983年，當時深圳全年財政收入不過1個億，

卻捨得擠出5千萬元人民幣辦大學。儘管如此，深圳的高

校數量還是一直遠低於北京上海廣州等其他一線城市。根

據深圳《關於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深圳將力

爭到2025年，高校數量達到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25

萬人，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強市。在大力吸引國內名校資源

的同時，致力於打造國際化都市的深圳，在引入高等教育

資源方面，也在積極招攬全球優質資源。在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校長徐揚生看來，當前深圳特區的發展，乃至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國際化高端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資料圖片

廣覓全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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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徐揚生
放棄豐厚待遇，從美
國回到中國在香港任
教，多年來不僅在科
學領域發光發熱，還

致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交流合
作。10多年前，徐揚生帶領團隊為
香港中文大學在內地的合作調研，
選定深圳作為發展城市，隨後他出
任港中大（深圳）的首任校長。從
美國到香港，再到深圳，徐揚生對
於特區的發展有着特別的感情：
「我是浙江人，但是我對深圳的熱
愛，已經超過了家鄉。」

他回憶，10多年前帶領團隊到內
地調研，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齡才28
歲，而當時香港的則是43歲。「全
世界很難找到這麼年輕的城市，那
麼多年輕人為什麼到這裏來，是有
道理的，發展好，有機會，其次是

這裏的人不在乎你的背景。這既是
特區當下最大的吸引力，也是特區
未來發展最大的潛力。」

對特區未來的展望，徐揚生說，
希望深圳對標國際化大都市發展，
而不是跟周邊的城市對比。「深圳
地域不大，發展需要更多的腹地，
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所以周邊的
發展也很重要。」

他認為，過去深圳特區的發展與
香港密不可分，可以稱之為兩個兄
弟，未來與香港的結合依然是非常
重要的發展契機。但當前兩地合作
由於各種原因還比較局限，兩地交
流應該從社會層面開始，例如工業
界，學校，而不是僅僅靠政府主
導。他建議大學之間加強交流合
作，甚至推行學分互認，「波士頓
大學和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
學校有很多學分可以互認，我們不
一定所有的學校都互認，但可以在
一部分學校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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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深港高校互動

推部分學分互認

昔日深圳大學建築系學生上課

昔日深圳大學建築系學生上課

外籍教師為港中大
外籍教師為港中大（（深圳深圳））學生講課學生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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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辦學的時候，香港的朋友
問我，辦這樣一所大學，對香

港有什麼好處；深圳朋友問我，辦這
樣一所大學，對深圳有什麼好處。我
告訴他們，創辦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雖然辛苦，但是我們要看得更遠
一下，我們是在為大灣區20年後培養
人才。」2012年，教育部批准由香港
中文大學與深圳市人民政府按合作辦
學形式籌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2013年，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的
徐揚生獲聘擔任學校校長。2014年教
育部正式批准啟動在內地進行本科、
碩士、博士的學生培養體系。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開始在全球
遴選師資，推行的「中西合璧，古今
通會，文理融合」教學理念得到廣泛
認可，招生7年以來連續5年在廣東省
錄取分數線最高，迅速躋身一流大
學。
今年3月，學校2018級學生王曉宇
收到了牛津大學Mansfield College的
錄取信，驚喜地跳了起來。他將和5
名同學一起前往英國學習，享受牛津
大學本科生同等權利。牛津大學交流
生項目（VSP）今年共錄取25名來自
內地高校的學生，港中大（深圳）入
選學生人數與清華大學並列第一。這
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與牛津大
學展開合作以來被該項目錄取的第三
批學生。

逾七成畢業生選擇灣區就業
「國際化的英文教學模式，超過六
成本科學生在學期間就可以具備海外
學習經歷。」 這成為該校吸引眾多
學生的亮點。徐揚生介紹，目前港中
大（深圳）開展實質性交流與合作的
海外名校夥伴數量已經突破100所，
近50%高校綜合排名在全球三大排名
系統中名列世界百強，遍布世界29
個國家和地區。這樣的交流規模不僅
在內地高校名列前茅，甚至超過了一
些香港學校。
徐揚生表示，現在學校培養的人才
中，大多數已經留在大灣區，根據學校
發布的2019年本科畢業生就業質量報
告，選擇直接就業的本科畢業生近九成
選擇在一線城市工作，超過七成留在粵
港澳大灣區就業。
2020屆本科畢業生尹梓芊將入職華
為，成為一名智能製造與精密製造研
發工程師，學校的官方主頁上分享了
她的故事。本科是環球供應鏈與物流
管理專業的尹梓芊，早在大二就開始
「排兵布陣」：除了在港中大（深
圳）的課程中接觸到一些數據處理工
具（比如SPSS），她在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和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交流交換時主動選修了

包括數據庫管理語言等在內的課程。
「身為我校的第三屆本科畢業生，親
眼目睹學校的資源慢慢豐富起來，比
如大學一直努力跟國外高校談新的項
目合作；學院安排校外導師項目給我
們這些小白與業界對接的機會；就業
和升學季的輔導諮詢與邀請學長學姐
進行經驗分享。就是通過這樣一代一
代的傳承，我們才變得越來越好吧，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徐揚生認為，了解中國情況又熟悉

國際規則的國際人才，不僅深圳，香
港都很有需求。「香港中環的一個銀
行主管都曾說過，即使在香港，真正
明白國際金融規則的，或者熟悉英語
和普通話的雙語人才，不是很多。除
了金融領域，大灣區發展的方方面
面，都需要這樣的人才。」

聯合企業研發轉化應用成果
徐揚生指出，香港高校在基礎科研

方面已有相當的優勢，而香港中文大
學（深圳）不僅延續香港高校在基礎
科研的優勢，在產學研方面能夠與企
業密切結合，快速應用研究成果。
據悉，港中大（深圳）與騰訊、京

東等成立多個聯合實驗室，進行學術
前沿研究，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騰訊AI Lab機器智能聯合實驗室，依
託學校的人才及學術研究優勢、騰訊
AI Lab的研發及產業應用優勢，聯合
培養博士生，引進國際高端人才，聯
合開展研究工作，機器學習、計算機
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機器智能領域
開展深度合作。
7月剛開設的數據科學學院，則應

當前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發展需求創
建，在學術研究以外，已將研究成果
廣泛應用到社會中，與順豐、華為、
京東、滴滴、羅湖醫療集團等企業建
立深度合作。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灣

區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還作為深港
國際科技園開園首批引進的項目之
一，將致力於生物醫藥創新研發與轉
化，並為大灣區科研院所、生物醫藥
企業等機構提供國際一流的研發及轉
化的平台服務。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共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與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合作共建深圳
北理莫斯科大學

◆與吉林大學、昆士蘭大學合作共建深圳吉大昆士蘭大學
（暫定名）

◆與清華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大學合作創辦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

◆與佐治亞理工學院以及天津大學合作共建天津大學佐治亞理
工深圳學院（暫定名）

◆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和廣州中醫藥大學聯合建設深圳
墨爾本生命健康工程學院（暫定名）

◆與哈爾濱工業大學、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等建築研究院合辦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國際設計學院（暫定名）

◆與劍橋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辦學

港中大（深圳）校長：採英文教學 合作逾百海外名校 助力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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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積極在全
球遴選師資，截至2019年底，學
校已經引進教師約360位，其中包
括諾貝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得
主7名，各國院士或相當水平高端
人才16名，國家級專家等31名，
省市認定人才、後備研究人才近
200名等，其中不少人才來自香
港，他們對特區未來的發展也充滿
期待，希望在未來的建設中發揮自
己的作用，貢獻自己的智慧。

以財政基建大力支持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

座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
院長王叢在兩年前的暑假來到深
圳，此前他在香港任教9年，又
在上海2年。在他看來，深圳是
幾個城市中最有朝氣活力的城
市，反映在學生身上，比一些香
港學生更加活躍。「學生更有好
奇心，對老師的傳道授業解惑更
有興趣，也願意提出一些獨立的
思考，所以課堂氣氛往往非常活
躍。」他指，以往在香港授課，
主要以歐美案例為主，為了切合
內地的發展，在深圳授課的時候
會加入更多中國企業的案例。
他認為，特區的變化日新月

異，自己感觸最深的就是深圳對
於教育越來越重視。「無論是小
學還是大學，深圳在財政和基礎
設施方面的支持，在整個內地來
說，都是力度非常大的。」在特
區成立40周年之際，王叢表示，
深圳從小漁村變成超級大都市，
又作為社會主義先進示範區，今
後依然會有許多最新的改革措施
在這裏落地，為全國的進一步深
化改革起到領頭羊的作用，特區
的下一步發展令人期待。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成立的深圳高等
金融研究院作為優秀的經濟金融
研究機構，未來也希望能夠為特
區貢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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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深圳）校長徐揚生

■港中大（深圳）延續香港高校基礎科研優勢，在產學
研方面與企業密切結合，快速應用研究成果。

■■逾七成本科畢業生選擇逾七成本科畢業生選擇
在大灣區就業在大灣區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