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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校監、校董會主席、校長、各位嘉賓： 

 

本人十分榮幸，今天能代表諸位榮譽學位領受人，向嶺南大學表達衷心的謝

意，感謝大學對我們的認同。獲授榮譽學位，是我們莫大的榮耀，在此，感謝

嶺南大學嘉惠之舉、溢美之辭。 

 

今天，藉著這個機會，我希望與在座各位集中談談香港高等教育進程中的兩個

重要元素。我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已有相當時日，不能不指出，香港高等教育

在過去十五年間可謂成就驕人，我們終於能夠切切實實地昂首挺胸，與其他世

界一流的教育體系平起平坐。如此豐碩的成果，全賴高等教育界同儕辛勤耕

耘，以及政府可觀的資助，令大學有所憑靠。在成功背後，我認為有兩個重要

元素，對保持香港高等教育的世界級水平，推動我們繼續向前發展是至為關鍵

的，那就是國際化和質素保證，而我在這兩方面，有幸能參與其中，薄盡綿

力。 

 

高等教育國際化，一向是我感興趣及關注的。我認為，假如香港社會希望培育

學生成為心智成熟、視野廣闊的新一代，使他們在面對內地以至世界各國的合

作伙伴和競爭對手時，不僅充滿自信、揮灑自如，且能有效處事，那麼，香港

的高等教育就必須走向國際，讓學生接觸其他文化，體驗其他生活。這對香港

整個社會以至學生的個人發展，至為重要。造就國際化的校園環境，給學生到

外地學習交流的機會，對成長的重要不容忽視。教學人員在這個進程中，發揮

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需要確立國際化發展的主要方向，為配合發展而調整

課程，清楚瞭解不同背景學生的文化需要。 

 

我在擔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期間，開始推動國際化，也很高興教資會在

最近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中把國際化



列為重點。的而且確，這是我們大學發展的焦點之一。嶺南大學是一所小型大

學，師生關係密切，在實踐國際化方面，具有出類拔萃的潛力。因為你們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師生，互相溝通交流；你們為大多數學生提供宿舍，讓本地生和

外來生共同生活；你們為本地學生創造大量機會往海外交流，這方面大概比其

他大型院校做得更好。凡此種種特色，都讓嶺大培養的學生更勝一籌，品格更

完整。 

 

質素保證是所有教育體系賴以成功的關鍵，高等教育自不例外。對大學而言，

這一範疇的工作更為複雜。大學其中一項重要特質，就是可以自行決定課程內

容和評核標準，但也必須向社會公眾保證，大學訂立了適當的目標和預期成

果，並能如實達致成功。教育投資浩大，公帑不斷投入，無數學生的事業和機

遇將繫於嚴格謹慎的質素保證之上。可是就實況來看，大學和教學人員皆傾向

把研究質量和成果而非教學質量和果效，作為自我衡量的標準。質素保證局集

中評核大學開辦的修課式課程，對於平衡研究與教學所作出的努力，可謂舉足

輕重。 

 

長久以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與高等院校共同努力，追求教研質素。然而，

我相信數年前質素保證局的成立，堪稱一大突破。這個相對年青的機構甫一成

立便做出成績，著手檢討所有受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課程質素，而最近一次檢討

已剛剛完成。質保局與高等院校是合作伙伴，推動院校精益求精，以學生的裨

益為重。 

 

學生的裨益，是嶺南大學無時無刻不關注的。我們喜見香港有這樣一所真正推

行博雅教育的大學，正如貴校使命所言，以「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獨立思考、

判斷、關懷他人和勇於承擔責任，立足於香港、亞洲地區以至全球瞬息萬變的

環境中。」 

 

我想不出一句更適合的說話，可以總結我代表諸位領受人對貴校授予榮譽學位

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