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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周年。赴港采访时，最让人亲切的是，香港官员说普通话时，带着有点生
硬的儿化韵。候任特首梁振英说，香港回归，一直是双重回归，从法理到人心。十五年的回归，香港把背靠内地带来的
巨大优势，在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转化到了经济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内地和香港已经密不可分。

采访中，香港官员呈现出一个清晰、有序、法治的香港；谈及的问题，也都是内地同样会面临的：教育、文物保护、房
屋分配、贫富差距的解决、如何收集民意，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何坚持核心价值，如何完善法治。本专题通过这些访
谈，去寻求香港在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生成的内在原因，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些许启示。

谈奇迹
“可复制，但不容易”

新京报：香港科大历史
只有21年，去年和今年两次
成为QS亚洲大学排名第一，
有什么秘诀？

陈繁昌：首先定位很重
要。我们是香港第一所研究
型大学（即教授既上课又科
研）。全世界最出名的大学，
都是研究型大学。我们一开
始做的就是国际性的大学，
我们全英语教学。

新京报：其次呢？
陈繁昌：机缘方面也很

重要。香港 20 多年前经济
增长比较快，就像现在的内
地。香港政府当时就想在高
等教育方面投资多一些。

新京报：还有其他原因？
陈繁昌：大学创建时，教

授和学生最重要。我们找了
很好的教授。当时有批华裔
学者，在外国事业已有成
就。他们觉得亚洲经济增长
得很厉害，希望回国。考察
后发现，香港的教育制度和
学术自由是国际化的。教授
只要做学术，无须理别的东
西，容易适应。

新京报：香港科大模式
可复制吗？

陈繁昌：可复制，但不容
易。在管理方面，我们有校
董会，校长要对他们负责。

另外，我们教授升级系
统方面，受到国际承认。我
们比美国人的还要严格。这
个制度在管理方面效率比较
好，教授才会对学校有信心。

城市也是很重要。外国

人要来这个地方他要看这个
地方的整体，比如子女教育，
国际化程度等等。

新京报：南科大曾说要以
香港科大为标杆，你知道吗？

陈繁昌：南科大是一个
很重要的实践。全国都希望
看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但
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单是要
看学校的环境，大环境也很
重要。

新京报：你 认 为 南 科
大的最大困难还是大环境
问题？

陈繁昌：多少都有吧。
我听说他们要向教育部申请
批准。举一个例子，内地学校
要设博士点，不是一开始就可
以。香港科大一创立就可以
设博士点。如果你要等几年
才有博士生，才有硕士生，等
十年，很多研究就很难办。

新京报：南 科 大 建 校
时，也有香港科大的老师过
去，但后来因为理念不同退
了出来？

陈繁昌：主要是个人的
办学理念不同。在香港科大
也是如此，大家经常会有不
同的意见，最终会在一个框
架下讨论。

谈底蕴

“文化不是校长给的”

新京报：香港科大参考
了很多国外的经验？

陈繁昌：对。比如我们
有本科生研究计划，就是参
考了麻省理工。我们最好的
本科生去参加研究团队，这
个团队里有研究生、博士生，

这些本科生与他们合作，做
实验，若做得好，文章有机会
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这个比
你课程拿到A有意思得多。

新京报：你曾提到过名
教授给本科一年级上课，这
是硬性规定吗？

陈繁昌：有这个想法，
但没有硬性规定。有很多
学生，他一上大学，对工科
理科没有概念。他们和教
授讨论一下，也许对今后选
择有帮助。

新京报：在选专业前，
对他来说有一个消化和选
择的过程？

陈繁昌：对。你认识了
以后再去选择，而且即使最
后没有选择这个专业，这些
东西对你的事业也有帮助。
比如你是学电脑的，但是你
也学了心理学，可能以后对
于人工智能就会有用。世界
变得飞快，这样，你才能够适
应不断的变化。

新京报：你有没有遇到
人说，香港科大只有 21 年，
没有什么文化底蕴？

陈繁昌：我不反对这种
说法。文化不是校长和副校
长给大家的，而是学生孕育
出来的。所以我们给学生一
个空间，让他们慢慢地去做。

新京报：但你也说香港
科大现在有了一些文化？

陈繁昌：香港科大的学
生思想比较独立，对社会发
展很注重。

新京报：香港科大没有
校歌校训？

陈繁昌：对。我曾提议
过。但有的同事说不要，所
以现在还没有。

谈教授治校
“一定要学者办学”

新京报：在教授治校方
面，你有什么经验和内地学
校分享？

陈繁昌：全世界最好的
大学，都是学者办学，很少有
校长不是教授出身。我只有
懂学术，教授才会相信我。

新京报：除了懂学术，校
长还应懂什么？

陈繁昌：还要善于和其
他人沟通。要把学校的理念
和成就带到社会上；也要看
预算，处理财物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大
学是一个公司，校长是老板，
教授是员工。你认为呢？

陈繁昌：不是这样的，校
长不能找 MBA 去做。大学
校长要做过学术教育，也要
有些行政经验。

新京报：你有没有崇拜
的好校长？

陈繁昌：不好说。但我
觉得现在内地校长和我们越
来越接近。内地很多校长都
比我年轻，他们都接受过西
方教育，所以我觉得内地的
大学会越来越好。

新京报：香港中文大学
和深圳有合作，香港科大是
否考虑和内地合作？

陈繁昌：我很主张香港
政府和深圳政府能一起做
事。深圳比香港有很大的优
势。深圳科技创新方面比香
港好很多，人口比我们多，科技
公司很多。我们也跟香港政
府说，香港和深圳合起来，就
会是个竞争力很强的地区。

“奇迹可复制，但不容易”
香港科技大学建校21年已排名亚洲第一，校长陈繁昌谈办校秘诀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香港报道

陈繁昌：香港科大校长，数学和计算机工程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助理署长，每年管理近百亿港元科研经费，有极
强的行政领导能力；喜爱创新，跨多个专业读书；今年60岁生日时，许下生日心愿，希望学生中能出第二个乔布斯。

5 月 28 日，英国 QS 亚洲
大学排名公布，香港科大第二
次 成 为 亚 洲 排 名 第 一 的 大
学。21 年的历史，香港科大创
造了一个传奇。

香港科大，这所香港公立
大学，值得骄傲的地方有很
多。它的年轻，它的国际化，
顶尖的教授，还有环视四周，
全是碧海蓝天的美景。副校
长翁以登说，这景色，也能让
研究者的心胸更开阔。

香港科大树立的榜样，给
很多人以信心。不需要上百
年的历史，也可以迅速成长，
跻身一流。所以，内地南方科
技大学成立之初，多次提到以
香港科大为榜样，一个如此优
秀又近在眼前的实例。

校长陈繁昌回忆香港科
大初建，也感叹当时的天时地
利人和。他说，当时香港经济
发展，恰如现在的内地。但一
个好的大学，更需要一套完备
的制度。

香港科技大学的制度好在
哪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奇
迹是否可以复制？如何复制？

与校长陈繁昌的对话，希
望能够探究出成功的轨迹和我
们距离这种轨迹究竟有多远？

如何打造
亚洲第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10月，是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