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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为中国高教国际化表率 
 

——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 
 

本报记者   刘慧  张孔娟 
 

  “为何中国没有苹果？”郭位认为学生不但要读书，还要善于将读书所得运用于实务。 
  香港高校日前在北京招生，包括北京理科状元梁思齐在内的四名文理科状元均选择赴港就

读。香港大学在内地录取 17名省级和市级状元，香港城市大学在京录取 20人。 
  近日在北京的香港赛马会会所，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过

去 20 年来，香港的高等教育获得长足进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
市大学等五所高校进入世界 200 所最佳学府之列，其中，香港大学位居第 24 名，在亚洲仅次于
日本东京大学。”郭位说。 
  “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只满足于面向香港，更要服务于整个国家，成为着眼于全球、具备高

度国际视野的人才。香港可为中国高教国际化表率。”在郭位看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不仅是在形式上，由各学府签约合作，互派学者和交换生，而是以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运用有效

的教学与研究方式，培育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应体会出教学和研究合一

的必然性，以及如何以教研评估提升品质，追求卓越。” 
  记者眼中的郭位教授，温文尔雅，思路明晰，能言善辩。他在台北出生，1972年取得台湾清
华大学核子工程学士学位，1980年取得美国堪萨斯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拥有中国工程院、美
国国家工程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国际品质学院的院士头衔，2008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之前任美国田纳西大学工学院院长。 
  “在世界各地，许多公司录用员工时，都要看应聘者毕业于哪所学校。在欧美国家，学生选

校不选学科的情形较少发生，硕士、博士生应选择与自己兴趣专长相似的优良导师为主，而避免

过多考虑大学甚至学系的排名。”郭位说，在香港，如选商科，可首推科大；若论工科，则非城

大莫属。城大的创意媒体是香港唯一的同类专业，在亚洲也非常少。 
  郭位告诉记者，香港的企业家陈瑞球、田家炳、蒋震等与人相见时常谦逊说“自己没读过什

么书”，但在各自的事业领域十分成功，绝非无知者所能达到。 
  比如，内地的刘永好、台湾的郭台铭、蔡衍明、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和戴尔的迈克尔·戴

尔等人，也没有高级学位，有的没念完大学，但他们研究、从事的却是高科技，其成就有目共睹。

谷歌的创办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雅虎的杨致远和大卫·费罗等都没有完成博士学位，

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甚至连本科学位课程亦没有完成。 
  “这类事例再次印证了学位绝不等同于学识才能。有报道称，中国内地培养的博士人数已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博士最多的国家。然而，中国内地的科学技术实力、人文社科研究等是否因此

可居世界前列？博士人数短期内跃居世界之冠，或许只是为华人社会崇尚头衔之风气再次提供一

个例证而已。”郭位对记者说。 
  “有学位没学识者，令人扼腕，却随地可拾。”他感慨道，“我们必须不忘学以致用的原则，

秉此精神去求学和做事。现在谈起国际化，就强调必须学好英文，有人能用华丽的辞藻写出漂亮

文章，然而别人读了不知所云。修得深厚的语文功力，但言之无物或言不及义，失之于舍本逐末。” 
  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的他，看到有些英语讲得流畅甚至典雅的教师，教学却最差。“香港城

市大学刚聘请一位专家 Jeffrey Shaw来领导创意媒体学院。他没有博士学位，但在学术界贡献巨
大，专业成就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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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中国没有苹果？”这是郭位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学生不但要读书，还要善于将读书所

得运用于实务。尽管中国人常说学以致用，但内地对学生对于成绩非常重视，与其背字典不如做

研究。文理不分科比较好。在美国读大学很有趣，就考两科，但是中国不一样，香港、台湾、内

地都考得很多。 
  “走向世界的一流大学需具备充足的教学和研究经费，先进的图书数据和仪器设备，优秀的

教学研究人员和优质的生源等。还要与国际先进学府及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及有与国际接轨的

规章制度以执行大学教研行政事务，这是硬件。与人事行政制度相关的事务是大学的软件。”郭

位说，“硬件”、“软件”终究要靠人去运作使用，沟通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