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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偉大的社會領袖，必須高瞻遠矚，且要擁有出色的執行能力，但能兼具這

兩種特質的人少之又少，因此超凡領袖實屬不可多得。吳家瑋教授則擁有上述兩種

特質。就前瞻性而言，吳教授率先於1990年代提出「香港灣區」的概念，這一構

想是今天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雛形；在執行能力方面，他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

長，任內帶領大學蓬勃發展，在短時間內讓科大一躍成為一所世界一流學府。

吳教授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其後負笈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他在肯塔基州

佐治城學院取得物理與數學理學士學位，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獲得物理學碩士

及博士學位。吳教授曾在西北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和聖迭戈加州大學任教。1979

年，他擔任聖迭戈加州大學熱菲爾學院院長；1983年，他以45歲之齡擔任美國舊

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成為首位美國著名大學的華裔校長。

吳教授在物理學不同領域論著頗豐，並因其專業成就而屢獲殊榮，被評選為

美國物理學會院士、加州科學院院士、艾爾弗•斯隆研究獎得主，並獲頒復旦大

學、中國科學院、深圳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名譽教授。他對社會貢獻卓越，獲得多

項榮譽，包括聯合國協會的羅斯福夫人人道獎、三藩市的金鑰匙、深圳市榮譽市

民、華盛頓大學理學榮譽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榮譽博士學位、英

女皇頒授的大英帝國司令勳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的金紫荊星章以及法國

總統頒授的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團勳章。

在 1980 年代中期，吳教授接受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應邀在香港創立一

所全新的大學，即香港科技大學。那時正值香港的移民潮，吳教授不得不逆流而

上，遊說許多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一流學者來港。那些學者明白他們不是在一

個穩定的環境加入一所知名的大學，而是要從零開始，在一個陌生城市及飄搖的環

境中創建一所大學。憑着其熱誠和人脈，吳教授最終說服了科學、工程和商業等界

別的眾多世界一流學者加入他的團隊 ，完成了不可能任務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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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頂尖人才，只是打造頂級大學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充份條件。誠然，挑

戰往往與機遇並存。全新的大學沒有歷史包袱，如同一張白紙等待吳教授和他的

同事在上面描繪五彩的圖畫。而種種困難更是此起彼落──香港科技大學名不見

經傳；教職員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香港教育體系與大多數教職員所熟悉的美國

教育體系大相徑庭等等。儘管沒有人對科大抱有太大期望，但它竟成為世界上發

展速度最快的年輕大學。在許多領域科大都獲得很高的排名，引起了國際關注，

從而促進了香港和亞洲多個地區的高等教育質素的提升。 吳教授因此完成了不可

能任務的第二部分。

在全球層面，中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區域層面，中央政府

於2017年宣布成立由香港、澳門和廣東省九個城市組成的大灣區。就後者而言，

大約在 30 年前（1990 年代初），吳教授就提出了香港灣區的概念，藉以帶動珠

三角的經濟發展。這一概念深受深圳領導層的青睞，及後被稱為「深港灣區」，

吳教授則被稱為「深港灣區」之父。

吳教授不遺餘力，現在正構思如何為中國的博雅教育作出貢獻，而這與嶺南大

學所肩負的使命正好相契合。主席先生，為表彰他對社會，特別是對這地區高等教

育的重大貢獻，本人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吳家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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