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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北上风头正盛，
但未来仍旧面临着不小的挑
战。陈发军指出，粤港澳大湾
区教育合作与交流的主体意识
和创新动力不足、教育合作与
交流体制机制还未能完善、粤
港澳合作办学受到法律和政策
限制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教育
合作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

“高等教育不可能单纯凭
金钱或者政策就能‘造出来’世
界一流大学，我们需要老老实
实地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
律，逐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汤涛坦言，以目前的情况看，香
港的高等教育放在世界高等教
育版图上，并非举足轻重，内地
的高等教育也没有在世界上形
成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可以
慢慢累积。大家尊重教育发
展、尊重科技发展，未来是有希
望的。”

对于香港高等教育与内地
携手的未来，汤涛认为，每所香
港高校都自有其特色，“希望香
港高校进军内地时，能够把自
己的特色发挥得更好。”同时，
他也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香港高校应该有更多的计
划性，有步骤地推进内地的发
展计划。我认为，香港高校不
仅可以在广东等一线地区发
展，也可以走进二线地区，甚至
走进更多、更远的地方。但这
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社
会各界逐步达成共识。”

虽然当下，香港高校与内
地合作办学的机构只涉足广东
省，但不少香港高校已经与内
地多所大学开展了合作办学项
目，为学生带来更多元的授课
体验。王先生就读于浙江大学
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品质管
理硕士学位项目，这一项目中，
浙大与港理工的师资比例约为
一比一，在他看来，香港教师学
风严谨。“只要涉及数据，都会
有引用的出处。”且教学风格也
以交流分享为主，“知识上对我
来说有很大帮助，在学习理念
和方法上也与以前接受的教育
完全不一样。”

徐扬生也同样认为，目前
香港与内地高等教育的融合仍
有待进一步加深。“我认为首先

是要互相尊重，抱有同理心。”
徐扬生表示，高等教育的融合
是涉及学校、老师、学生、家长
乃至全社会理念的融合。“我们
现在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很
足，但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同
还不够，我们需要让内地和香
港社会都认识到，高等教育的
融合是一件好事。”同时，徐扬
生认为，港中大（深圳）为内地
与香港高等教育融合、科技创
新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港中大
（深圳）有责任来帮助国家培养
人才、攻坚克难，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基础科学、区域发展提供
真正的科研平台。”徐扬生说，

“粤港澳大湾区现在需要国际
化的办学，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需要深厚的高等教育底蕴。这
也是港中大（深圳）前进的方
向。”

“我们将在香港科技大学
创校 31 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学
科深厚基础上，采用全新的、学
科融合的学术架构，立志建成
世界上第一所融合学科大学，
为世界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
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在未来，
倪明选计划在学术架构、教师
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人才培
养、知识转移等方面推动香港
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教
师方面，港科大（广州）采用多
序列的教师聘用和发展路径。
学校设立的教学科研、教学、研
究、工程师等序列的发展路径，
支持不同背景、经历、专长的教
师发挥所长，在融合学科的科
研、育人方面协同互补，碰撞出
创新的火花。

在人才培养方面，港科大
（广州）将以学生为中心，全面推
行革新性的教学理念。“学校将
改变传统的、流水线式的课程
设计和教学评价，全面采用‘模
块式’的课程超市，真正实现

‘因材施教’。”倪明选说，“我们
希望立足南沙、链接香港，依托
大湾区内制造业的成熟积累，
以南沙与港澳全面合作为契
机，聚焦实验室知识向产品化
阶段的转化，补齐一条南沙与
香港科创协同发展的完整科创
生命链条，助力建设大湾区内
科技产业创新基地。”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于香港高校进军内地有着重要意义。9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正式开学，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依法批准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筹备设立。伴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港校纷纷“北上”，与越来越多的香港学子一道，在内地开拓着新的机会。

教育部港澳台办主任刘锦表示，截至2022年9月底，教育部已先后批准内地与港澳高校
共同设立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项目19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3个，包括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联合学院（以下简称UIC）、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香港科
技大学（广州）。“通过开展合作办学，有力推动了内地与港澳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刘锦说。

香港高校“北上”似乎已成“潮流”，并且不少高校的合作项目也已经突破广东，深入内地。
港校因何“北上”？又将对高等教育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记者深入采访了三所内地
与香港合作办学的高校负责人，一探究竟。

合作办学是世界不少国家
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弯道
超车”的重要途径之一。1995年
1 月 26 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中
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拉开了
合作办学的序幕。从 1995 年到
2022 年这 27 年间，中外合作办
学、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如雨后
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香港扮演了内地
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其高等
教育亦博采众长，兼具东方与西
方的优势。2003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正式
发布。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
构与内地（大陆）教育机构合作
办学，亦参照此条例。

《条例》详细规定了合作办
学机构的设立途径。这引起了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教授的注意。“当时香港
浸会大学吴清辉教授是港区全
国人大代表，与许嘉璐教授相
识。他们得知这个条例正式出
台后，一颗种子开始萌芽。”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校长汤涛院士是 UIC
从成立到发展的见证人，谈起中
国第一所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
高校建设的初衷，他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许
教授和吴教授的想法是非常有
见地的。他们认为，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内地高等教育向近
代高等教育发源地的西方学习
得比较少。高等教育本身必须
要博采众长，香港高等教育长
期以来与西方有密切联系，同
时又兼具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因此，我们可以把香港的高等
教育经验拿到内地来，做一个
试验田。”于是，建立一所内地
与香港合作办学的高校便成为
了二位教授的共识。经过多方
考察与反复研判，2005 年，UIC
成立。

UIC成功设立后，其高英文
比例的教学环境、博雅教育办学
理念，以及国际化的办学模式吸
引了大量优秀学子报读。在
UIC率先“吃螃蟹”之后，香港高
校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创新高
地——深圳。

2011年，香港大学深圳研究
院正式成立。作为处在世界大
学各类排行榜前列的顶尖高校，
在当年选择深圳，无疑是看到了
深圳乃至内地发展的强大潜
力。时任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
表示：“研究院是港大科研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亦是港大研发
工作在内地的延伸，它同时肩负
着将香港大学科技成果向内地
转移的使命。”2021 年，深圳与
香港大学签订《深圳市人民政

府 香港大学关于在深合作办学
备忘录》，市校在深合作共建香
港大学（深圳），标志着香港大学
也将进军内地。

与香港大学拥有同样眼光
的，还有另一所名校——香港中
文大学。其实早在 2009 年，港
中大就已经成立专责小组，开始
探讨在深圳办学。经过多方论
证与评估，2014 年，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正式宣告成立。在校
长徐扬生院士心中，粤港澳大湾
区一定会走向深度融合。到那
时，“真正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往
前走的，一定是国际化的人才，
同时也是了解祖国、了解大湾
区、了解广东、了解香港、了解深
圳的人才。”徐扬生说，“当年不
论是香港高校还是内地高校都
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有
责任来培养扎根大湾区未来 20
年的国际化一流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诞
生也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
的诞生。1994年，时任香港科技
大学校长吴家玮提出，对标旧金
山，建设深港湾区。20多年过后
的 2018 年，香港科技大学与广
州市人民政府及广州大学签订
三方协议，合作建设香港科技大
学（广州）。在港科大创立之初，
就一直十分重视与内地的合作，
是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高校之
一。从 1999 年至今，港科大已
经在大湾区的广州、深圳、佛山
等城市建立了研究院、研究中心
和孵化港，和广州南沙的渊源尤
为深厚。

从 2003 年的南沙资讯科技
园到 2007 年的港科大霍英东研
究院，港科大早已在南沙打下基
础。港科大（广州）协理副校长
伍楷舜教授表示，港科大（广州）
所在的位置有快速通达港澳的
交通枢纽，有利于港科大与港科
大（广州）的师生交流互访，为两
校在科研、教学方面开展密切合
作提供了基础。此外，南沙区还
精心规划庆盛先行启动片区，为
学校提供一流的配套服务。“港
科大（广州）乘国家发展战略之
东风应运而生，可以说是‘生逢
其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教授
说。

除了上述高校，香港都会大
学（肇庆）、香港理工大学（佛山）
等也已在推进当中。《广东省教
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大力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建设，加快推动香港城市大
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
门城市大学等港澳高校来粤办
学。到 2025 年，新建 3-5 所粤
港澳合作办学机构。

相比于高等教育成熟且
实力强劲的西方发达国家，我
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高
速发展期。“国家首次提出了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
示范区的概念，将大湾区教育
交流与合作提升到粤港澳三
地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大 战 略 地
位。”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研究
员陈发军表示。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院校。UIC从招生模式、管理
模式、教学模式等多个方面开
展了教育的新实践。“我们在招
生录取上，采用了60%高考成
绩+30%学校面试成绩+10%中
学成绩来进行选拔录取。这对
于当时的广东乃至全国来说，
都是相当新颖的招生方式。”汤
涛说，“在管理上，我们采取了
董事会管理的模式，这也是国
际上比较流行的管理方式。”此
外，UIC还采取了英文教学，上
课的老师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背
景构成了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学生无需出国，就得到了很好
的国际化铺垫。”

作为香港与内地合作办学
的第一所高校，UIC采取了欧
美高校的通识教育理念，实行

“博雅教育”。博雅教育的特点
是以学生为本，师生互动多，讲
求文理兼通，全方位关注学生
身心成长。汤涛说：“多元化和
宽口径的培养，可以让学校和
学生更有生命力。我觉得这是
合作办学能够带给内地高等教
育的一些东西。”

多元化、宽口径的博雅教
育方式，再加上向香港浸会大
学借鉴的办学经验，UIC为内
地的高等教育注入了一股新
鲜力量，而最先感受到的必然
是身在其中的学子。目前就
读于 UIC 全球化与发展专业
的香港学生赵港成对此深有
体会。“我觉得这里的教学模

式和香港差别不大，多用英文教
学，教授也十分注重讨论而非灌
输，外籍老师也很多，专业课都
是小班教学，阅读量很大。”

谈起香港高校对内地高
等教育的影响，徐扬生则认为

“国际化”与“融合”是两个关键
词。“我们不能依赖引进国际化
人才，而是要想我们如何培养
自己的国际化人才。”徐扬生认
为，想要办成一所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化大学，并不容易。一
所国际化的大学大到管理体制
和学术水平，小到它的大学校
历，都需要跟国际衔接，“比如
说国际上其他大学的学生想要
来学校交流，但是学校却放假
了，这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徐扬生认为，
国际化的大学也离不开国际
化的教师和优质的学生。截
至 2022 年 12 月，学校已面向
全球招聘引进了520余名国际
知名优秀学者和研究人员，其

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5名，图
灵奖得主2名，菲尔兹奖1名，
各国院士近30名。同时，学校
学生的生源质量在广东省内
也是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是
成功。”徐扬生说，“我希望学
校的青年教师在未来 10 年、
20年可以出一个诺贝尔奖，我
希望未来我们的毕业生也能
被国外的顶尖高校当作人才
引进，这才是成功。”

港中大（深圳）带来的另
一个关键词就是“融合”。而
融合首先就是文化的融合。

“香港的文化与内地并不完全
一样，在办学过程中所带来的
挑战跟困难可能比大多数人
想象的要大，也比我自己想象
的要大。”徐扬生指出，香港的
价值观、文化及其高等教育模
式的国际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而 内 地 仍 处 在 国 际 化 进 程
中。“这不仅要求内地的高等
教育要逐渐国际化，同时香港

的高等教育也要与内地融合，
要学贯中西。”其次，文理也要
融合。徐扬生表示，港中大
（深圳）通过采取书院制，打破
了学院和专业的界限，将不同
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聚集
在一起，促进师生密切交流，
朋辈一同成长。“把文科生当
理科生，把理科生当文科生。”

而对于刚刚成立的港科
大（广州）来说，它雄心勃勃，
怀揣着“推进世界高等教育界
前所未有的范式改革，为国家
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的梦
想，踏着青春风暴而来，用全
新的教育概念打造了一所全
新的高校，更“年轻”也更新。

港科大（广州）并不想在
内地复制一所港科大，而是在

“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的框
架之下，打造“港科大 2.0”。
因此，在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有
的学位，在广州将不再重复。

“整个‘香港科技大学 2.0’既

能够继续发挥在传统学科领
域的优势，又能在融合学科领
域发力探索，互相支持才能两
全其美。”倪明选说。

倪明选表示，在教师延聘
方面，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采
用与香港科技大学一致的学
术标准与学术机制，将在学术
成果认定、学科资源分配机
制、实验室及科研设施、课程
资源、学术资源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我想我们能够为内
地高等教育带来科研、教学、
知识转移等方面的系统性创
新思维，培养面向未来、适应
未来科技产业和社会发展的
尖端人才；培养具备创造性思
维、创新能力、新知识转化能
力的领军人才。”倪明选说。

港澳和内地之间的高
等教育交流非常早。新中
国成立的时候就有大量港
澳学生作为侨生赴广东上
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内
地（大陆）对港澳台招生渠
道有效拓宽，招收学生学
历层次不断丰富，招生规
模稳步扩大。2021 学年，
内地（大陆）高校共有港澳
台 在 校 生 3.82 万 名 ，较
2012 年的 2.53 万名增长了
51%。内地已连续多年成
为港澳学生赴港澳以外地
区升学首选。

港澳的高等教育机构
国际化程度较高，国际学
生 、国 际 教 师 比 例 比 较
高。香港很多高校的国际
学生和国际教师比例非常
高，香港高校设置的专业
方向与香港的重点行业关
联比较紧密，例如文化与
创业、医疗、教育、创新科
技、环保产业等等。但内
地高校一些专业设置与社
会需求有些脱节。从传统
上来看，香港高校比较注
重应用型研究，但他们现
在也开始强调基础研究和
应用型研究并重。

我认为港澳与内地高
等教育的 交 流 与 合 作 ，首
要目的是促进相互理解，
交流融合，这就要进一步
加 强 内 地 与 港 澳 高 校 师
生 的 交 流 。 人 才 的 成 长
需要更加开放的环境，不
应 仅 限 于 高 校 内 部 。 高
校 、企 业 、社 会 组 织 可 以
进一步加强合作，打破校
园的阻隔，引导内地和港
澳师生深入社会，了解各
行 各 业 人 们 的 生 活 样
态 。 通 过 多 层 次 多 渠 道
的人文交流，使内地和港
澳师生拧成一股绳，向着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共同迈进。

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
交流固然能够促进知识生
产和人才培养，但要真的
发挥对内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用，就必须加强与
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的联
系。港澳与内地在高等教
育领域的合作对粤港澳大
湾区经济发展来说是重要
的动力源。我们常将粤港
澳 大 湾 区 对 标 旧 金 山 湾
区。旧金山湾区之所以有
如此成就，源于大学与市
场 的 相 互 成 就 。 粤 港 湾
大 湾 区 的 形 成 则 是 由 政
府主导推进的，高校与高
科 技 企 业 在 产 学 研 深 度
融 合 上 还 有 很 多 问 题 需
要磨合。另外，港澳高校
可以作为国际人才的“缓
冲 带 ”：内 地 人 才 在 港 澳
高 校 可 以 获 得 国 际 化 的
熏 陶 ，进 而 走 向 全 球 ；外
籍 人 才 也 可 在 此 为 深 入
内地进行适应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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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在图书馆自习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校长汤涛教授
给北师港浸大（UIC）本科生上课

港科大（广州）校园

北师港浸大北师港浸大（（UICUIC））校园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