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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和香港 16所大学发
起的“沪港大学联盟”正式成立，成
为继“粤港澳高校联盟”和“京港大
学联盟”后，香港和内地高校筹组成
立的第三个合作联盟。“香港与内地高
等教育加强交流合作，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这是‘一国两制’优越性的
生动体现。”包括国家教育部港澳台办
主任刘锦在内的多名内地和香港高等
教育界人士认为，三大联盟相继成立
对促进两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
面具有积极意义，也会对内地和香港
科研发展产生双赢效果。

正逢其时

业内人士认为，香港高校具有广
阔的国际视野，雄厚的科研实力，在
多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居于全球领先位
置。而内地的高等教育总规模占世界
1/5，居世界第一，由大学牵头的国家
自然科学项目占 80%以上，依托大学
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 60%以上。
此时香港与内地成立三大高校联盟，谋
划教育领域交流合作，可谓正逢其时。

在2016年11月创立的“粤港澳高
校联盟”中，粤港澳三地共有 26所高
校入盟，参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协同创新深层次合作，打造“粤港澳
一小时学术圈”。

香港科技大学则是今年 4 月成立
的“京港高校联盟”香港院校牵头代表，
校长史维对联盟成效乐观期待。“联盟
的建立不仅能让我们能更紧贴国家最
新的发展及策略，也能让北京的伙伴对
香港院校的国际化背景加深了解。”他
希望通过合作，20所京港高校能推进教
育、研究等方面的发展，并提出学分互
认、政府高校企业合办等具体措施。

沪港两地高校的合作点同样不
少。“比如，香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
常严格，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用的保护
体系，可供上海的高校借鉴。上海的
高校汇聚了内地最优质的生源，可以
为香港输出人才。上海和香港的高校

可以联手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取
长补短，联合攻关，提升科研项目的
成功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
说，在“沪港高校联盟”的平台上，
16 所大学既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两
校合作，也可以实现“面对面”的多
校协作，通过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促
进各所大学共同发展。

青年融合

正如刘锦所说：“教育事业关乎香
港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
来。”三大高校联盟是校与校的联盟，
也是人与人的联盟。“搭建这个平台可
以促进香港与内地师生相互了解，深
入合作。一方面，让香港学生了解内
地，对内地形成全面、准确、客观的
认识，增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另
一方面，也让内地学生了解香港、认识

‘一国两制’的重大意义。”屠海鸣认为，
两地青年学生通过常态化的交流，建立
长久友谊，可以筑牢香港和内地长远合
作的基础，也为香港融入国家大局、共
同致力于民族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教育发展需要多元化，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为三地教育合作提供了
难得良机。”香港学者、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长建
议，粤港澳教育合作可以从联合举办
大湾区大学生运动会、艺术节等文体
活动做起，再逐渐探索高校学分互认、
师生交流交换等教育资源共享新模式。

“大家在体育场上交朋友，在教室里一
起学习，就可以真正实现‘人心相通’，
反过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中国事务
总监黄依倩也认为，对于港大学生来
说，高校联盟为他们搭建了很好的资
源获取平台，学生视野也将更为广阔。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
化学系讲座教授唐本忠以自己所在院
系为例说明，香港科技大学近年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高校有
很多接触和互动，大大推动了各自的

研究工作，也为青年拓展了工作机
会，达到双赢效果。他希望香港高校
强调国际化的同时，做好与内地的深
度融合，抓住大好的发展机遇。

前景可期

记者了解到，三大高校联盟在交
流合作方面，目前已相继取得不少实
质性进展。

据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介绍，
粤港澳高校联盟在短短 2 年间已开展
多项合作，包括举办年度校长论坛、
在联盟框架下成立“粤港澳高校图书
馆联盟”、促进三地图书馆资源共建共
用，成立“粤港澳超算联盟”“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以联
盟名义参与多个科技成果展览等。随
着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工程相
继通车运营，粤港澳之间的联系更为
紧密，教育资源加速流动，未来合作
前景更加可期。

而“京港高校联盟”在今年 10月

组织了两地大学校长参与一年一度的
京港洽谈会，在此期间举办“京港大
学校长峰会”等活动，将这个原为促
进京港经贸合作的平台，拓展至涵盖
两地高教界的高层次交流活动。两地
高校校长、教师、学生等近 300 人面
对面交流，在科研方向、大学课程改
革、教师评价、学生培养等领域提出
很多好的建议。

“点对点”的合作也在展开。比
如，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在
艺术、传媒、统计、大数据等领域正
开展深入合作，同时利用其珠海校区
的地缘优势，加大澳门学生招生力
度，培养更多澳门青年学者。

在“沪港高校联盟”部分，现在
联盟内部分上海的大学，已经与香港
高校合作推行交换生计划，或者参与
由国家教育部资助的“港澳万人计
划”。接下来，联盟还将在学生互派、
课程互认、学分互认、联合攻关重大
项目和课题、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共建
共享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

资源共享 课程互认 学生互派

香港内地高校合作别开生面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今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和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 （前右） 签
署“大湾区国际创新学院”合作备忘录后握手。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今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和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 （前右） 签
署“大湾区国际创新学院”合作备忘录后握手。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在这里，开放式工位、独立办公
隔间、咖啡休闲区、会议室、娱乐室等
一应俱全。台湾青年可以一站式拎包入
驻，这让我们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台湾青年范姜锋这样评价厦门自贸片区
的云创智谷园区。

云创智谷园区是国台办授牌的“海
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投资300多万元，
专门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孵化器——青创
时代，为台湾青年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从台湾桃园来厦门打拼近十年的范
姜锋既是云创智谷的一名“创客”，也
是园区与其他台湾青年的“牵线人”，
负责为园区的台湾企业举办路演、招商
宣讲、员工家庭日等活动：“我们希望

通过为台湾青年提供咨询辅导服务，为
他们顺利发展引路，同时吸引更多优秀
台湾青年登‘鹭’创业。”

厦门自贸片区的另一个国家级“海
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海沧两岸青
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则创新“一基地多
平台”新模式，同时享受自贸试验区制
度创新改革红利和台商投资区一流营商
环境，打造孵化、创意、体验平台。

台湾台中青年曾翊展从事文创产
业，2016年4月入驻海沧基地。“厦门就像
是一个‘试水’的地方，我们通过厦门已
经把业务拓展到内地一些省份。”曾翊展说。

目前，厦门自贸片区两岸青年创业
基地共入驻台湾企业 （团队） 190 个，

台湾创客约400人。
作为两岸交流的桥头堡，厦门自贸

片区近年来在促进两岸人才交流合作的
模式、领域、渠道等方面也不断取得突
破，通过健全完善对台人才政策等措
施，打造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先行区。

2017年4月，厦门自贸片区出台了首
个综合性人才政策——《中国（福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关于进一步激励
自贸区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吸引
高层次、专业化创新创业人才，其中有多
项举措鼓励台湾人才来厦门自贸片区创
新创业，打造台湾人才集聚高地。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在两岸人才
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在人才交

流实训领域，厦门自贸片区引进多家台
湾知名人力资源机构，推荐台湾地区产
业工人、青年来厦工作、实训；在航空
维修领域，推动太古飞机工程公司与台
湾 5 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训台
湾航空维修技能人才 400 多名；在旅游
文化领域，开放台资旅行社，推动“腾
邦欣欣旅游电商产业园”建设，提升赴
台旅游便利化，建立两岸旅游人员培训
基地，创建台湾文创体验空间……

据统计，自挂牌成立至 2018 年 10
月，厦门自贸片区累计新增台资企业
1198家、注册资本204.09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厦门11月26日电 记者
付敏）

厦门自贸片区

打造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先行区

福建泉州市木偶剧
团演员日前应邀在香港
表演，香港市民得以领
略到提线木偶戏的独特
魅力。

图为小朋友与木偶
互动。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福建提线木偶

吸引香港少年

新华社香港11月26日电（记者郜婕） 香港特区立法会九
龙西地方选区补选结果26日凌晨揭晓。陈凯欣当选为香港特
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填补了之前的一个议席空缺。

此次补选投票于25日7时30分至22时30分进行。共有5
名候选人获得有效提名，角逐一个空缺议席。此次胜选的陈
凯欣曾任职传媒机构，后加入香港特区政府，曾任食物及卫
生局政治助理，2017年6月30日任期届满后离任。

在 2016 年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有 6
人未按香港法例规定宣誓，被先后取消议员资格。由此造成
的6个空缺议席中，4个在今年3月11日完成补选，25日进行
的第二轮补选则是为填补余下2个空缺议席中的一个。

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除特区第一届立
法会任期为2年外，立法会每届任期4年，第六届立法会的任
期从2016年10月1日起。

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结果揭晓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结果揭晓

据新华社台北11月26日电（记者刘欢、吴济海） 台铁
“10·21”事故官方调查小组26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普悠玛列
车新马站出轨事故初步调查结果。调查小组认为，事故涉及
人员操作、作业程序、机械设备及组织管理等层面的问题，
多重因素与异常凑巧同时穿过每一道防护措施的漏洞，导致
事故发生。

台铁6432次普悠玛列车10月21日经宜兰苏澳新马车站时
出轨翻覆，造成200多人死伤。调查小组归纳事故原因发现，
当时列车超过速限 （时速75公里），以时速141公里进入半径
306米的新马站弯道，致列车前进方向第1节车厢右侧车轮浮
起后出轨并向左侧倾覆，随后第2至8节车厢也相继出轨。

调查小组指出，当天下午4时46分57秒起，司机员与机
车调度员、台北机务段检查员通联 （通话时间计 2分 09秒），
尝试排除列车异常状况，未操作刹车把手，列车未减速进入
弯道。下午 4 时 49 分 27 秒时，列车时速 141 公里，超过曲线
倾覆临界速度，列车出轨。

调查小组表示，事故列车行进中，因主风泵异常，发生
列车动力时有时无等异常状况，相关人员采取的运转决策及
应变处置，未排除异常状况；司机员于列车行进中，同时持
续通联，尝试排除列车异常状况，进入新马站弯道前未依规
定减速。又因“列车自动防护系统”（ATP） 被隔离，且普悠
玛列车的ATP远端监视功能未连线，导致相关防护措施均未
被执行。

调查小组指出，多重因素与异常凑巧同时穿过每一道防
护措施的漏洞，导致事故发生。如果问题或异常发生的时候
能够有效处置，事故就不会发生。后续将就各项事实发现及
事故原因，深入探讨潜在问题，研提改善对策。

人员、作业、设备、管理均有问题

台铁出轨事故初调结果公布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魏蒙） 来自澳门和珠海共105所学
校的 700多名中小学生，11月 24日参加了在珠海举行的机器
人大赛。

珠海市教育局局长林日团介绍，比赛设有 VEX 机器人、
IQ机器人、CHR机器人、新手赛、个人创意赛等5个组别共
21 个比赛项目，非常考验选手的创意和团队协作能力。其
中，初高中组项目要求学生编程让机器人自动完成系列动
作，涉及声波、光敏、碰撞传感器、电机转速、差速计算、
机器结构设计等，对设计者的综合能力是一次挑战。

记者在现场看到，开幕式主持人中有一名为“大壮”
的机器人，它不仅“学识渊博”还十分幽默，不时博得阵
阵掌声。

承办比赛的维思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力光
说，让珠澳两地青少年同台参加机器人竞赛，对培养他们创
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希望比赛能逐步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学创新活动的品牌。

25日，珠海还将举办机器人论坛，澳门、珠海学子将借
其学习制作和操控机器人的学习经历来展望未来科技世界。

珠澳青少年切磋机器人技术

新华社香港11月26日电（记者丁梓懿） 今年适逢中国现
代著名书画家丰子恺诞辰 120 周年，北京保利在香港举行

“真·善·美——丰子恺爱在人间”艺术展。展览展出丰子恺80
余幅不同题材的作品。

本次展览分为“童心无价”“努力惜春华”“爱的教育”
“人间冷暖”“万物有情”“漫教人生”等多个专题，较为全面
地展现了丰子恺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

在展览的一块展板中，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写道：“父亲作
画的题材，从儿童相、学生相、民间相、都市相、战时相、
古诗新画，一直到护生画，无不具有人间情味。正如俞平伯
所说：‘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到丰
子恺漫画所感。’”

展览当日，不少观众前来欣赏这些佳作。香港美协主席
萧晖荣说，丰子恺在中国画坛是独一无二的，他以漫画形
式、有力的线条将整幅画勾勒出来，使画作富有生活气息，
老少咸宜，其中也蕴含着他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感情。

据介绍，本次艺术展展期至12月4日。

丰子恺作品在港展出

图为观众在展览现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