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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4 年 4 月 29(一) 

媒體：大公報 

 

「我的志願·我的夢」座談會舉辦 深入探討 DSE 與教育改革 

 

編者按：《大公報》3 月份推出「JUPUS 學科透視」系列報道，為文憑試(DSE)考生介

紹現時香港最需要、最有發展潛力，以及最有前景的學科，報道受到廣泛關注。有學

生來電要求「加料」，《大公報》於 27 日舉辦了「我的志願·我的夢」座談會，目的是讓

更多「不知道」者知道，鼓勵年輕學子追逐夢想。 

 

出席座談會的嘉賓踴躍發言，範圍涉及 DSE 選科，也涉及教育改革，內容豐富，是為

學生服務，也是為教育把脈，發人深思。《大公報》今天起一連三日刊出座談會內容，

敬請關注。 

 

今年文憑試(DSE)已近尾聲，為了提供更專業和全面的選科資訊，《大公報》於今年三

月推出「JUPAS 學科透視」系列報道，反響熱烈，大受歡迎。徇眾要求，《大公報》於

上周六(27 日)舉辦「我的志願·我的夢」座談會，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及專家學

者和應屆 DSE 考生，就 DSE 與教育改革展開深入探討。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余風）今年 DSE 考試臨近尾聲，為了提供更專業和全面的選科

資訊，大公報於今年三月推出「JUPAS 學科透視」系列報道，反響熱烈。循眾要求，

大公報於上周六（27 日）舉辦「我的志願·我的夢」座談會，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以及部分專家學者和應屆 DSE 考生代表，就 DSE 與教育改革展開深入探討。梁振英

強調，很多畢業生雖然「學有所成」，但不能「學以致用」，讀書和就業嚴重錯配，他

認為香港要發掘更多內地所需、香港所長的產業和工種，協助年輕人成就夢想。 

 

梁振英：發掘更多內地所需、香港所長的產業和工種」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座談會上表示，大公報此次 JUPAS 學科透視系列報道提供了

很多選科資訊，減少了行業與學界的信息差。「我是學測量出來的，在入大學之前，我

以為測量是在馬路上測量什麼地圖之類的，也是非常不了解。」他指出，很多資訊隔

閡致使許多大學畢業生雖然「學有所成」，但不能「學以致用」，讀書專業和就業嚴重

錯配，這促使學界和業界審視人才培養和輸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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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分析，導致錯配現象的原因也跟香港的單一經濟結構有關，他認為在現有基礎

上要發掘更多內地所需、香港所長的產業和工種。他以檢測行業為例，香港的檢測技

術位於世界前列，且誠信度受世界高度認可，可幫助內地農產品、小商品出口的認

證，根據經驗，在認證後的商品價格和銷量亦會上漲。加之檢測中心不需要很大的土

地資源，對於寸土寸金的香港而言適合發展，這樣的行業非常需要生物、化學、電子

等專業的年輕人才。 

 

他又以海事服務業為例，指我國在海事方面需要用到的高端服務都要靠西方國家的公

司去處理，然而香港擁有「面向世界、背靠祖國」的優勢，理應有條件將與海事法律

相關的配套完善起來。「香港到現在都沒有自己的海事保險公司，沒有自己的海事法律

師事務所，有的話也是我們中國人給西方的律師事務所打工。」他補充，香港雖然有

海事法律和中國籍的海事法律師，但卻沒有香港人開的、較有規模和競爭力的、專攻

海事法律服務的中文律師事務所，而海事融資類公司亦只是在近年才成立起來。「現在

我們鼓勵官產學研投結合，其實這個行業也應該結合起來，將來能夠為國家服務，也

能夠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帶來比較好的事業發展前途。」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社長李大宏表示，這個座談會舉行的

同時，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考試仍然在緊張進行之中，50800 名考生正為自己的未來

全力以赴。他們即將面臨如何選科、如何選大學的重要的人生抉擇。這次座談會，就

是希望為廣大考生，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鑒。 

 

「選什麼學科，既要結合個人的志趣理想，更要結合國家、香港發展的需要。」李大

宏表示，只有掌握更多信息，才能有助於考生作出更適合自己的選擇。他舉例說，科

技是第一生產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戰略。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

間裏，與創科相關的學科都將是炙手可熱。香港全力建設「八大中心」，包括國際創科

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這些是香港

的優勢所在，也是未來提升競爭力的關鍵。把準這些發展趨勢和動向，胸懷國家和香

港之所需，個人的前途自然是無可限量。 

 

李大宏表示，以往受制於各種因素，不少考生未能把握住當今學科發展的方向，不了

解香港高校的學科信息，以致於錯過更佳的選擇。例如，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高校開

設航空航天工程、數據和人工智能這類高科技學科，也不知道香港的海事法服務、中

https://dw-media.tkww.hk/dams/dwproduct/image/202404/29/662e7835e4b01604b4abb40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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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和檢測類學科的實力位列世界頂尖水平等。他形容一些市場急需的學科和專業

「好酒香在巷子裏」，少了人報讀，這既是考生的損失，更是大學發展的損失，也不利

於香港相關行業發展。 

 

有鑒於此，《大公報》在剛過去的三月份，開設「JUPAS 學科透視」系列報道，李大宏

表示，相關報道以獨特的視角，向讀者介紹香港最需要的學科、最有發展潛力的學

科、最有前景的學科，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他強調系列報道只是一個開始，通過有

關座談會以及各嘉賓分享真知灼見，期望能給考生、家長和學校，乃至社會各界，帶

來更多的啟示，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他也希望以此系列報道和相關座談會為契機，

讓《大公報》在中學和大學以及考生、家長和學校之間架起有效溝通的橋樑。 

 

出席今次座談會的嘉賓還有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主任孫勁、立法會議員兼教聯會會

長劉智鵬、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香港最高法院律師蕭詠儀、香港理工大學物

流及航運學系實務教授（海運管理及法規）鄒盈穎、香港科技大學（科大）機械及航

空航天工程系工程教育副教授馬諾宏、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法律官員宋輝、華仁書

院（九龍）應屆 DSE 考生陳浩然同學，以及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應屆 DSE 考生周凱熙

同學。 

 

誠信公認|檢測業香港有優勢 前景亮麗 

 

「學有所成、學以致用，同時又不用離鄉別井到外地謀生，這是比較理想的狀態；比

如香港的一些學科，是不是在香港真有可能，讓學生完全按照他們的志願和夢想，去

發展這些事業？目前確實沒有。」梁振英以化學專業舉例，由於土地等原因，在香港

很少見到化工廠，但是很多學校有跟內地的化工廠保持合作，推薦港校畢業生到內地

化工廠工作。然而港人到內地，其薪酬、生活習慣、文化、家庭和社交生活等方面需

要適應，未必所有人都能適應得好。 

可成為內地產品質檢基地 

 

不過，香港的檢測行業卻比化工廠更有條件在港發展，而且非常需要化學、生物、電

子類的人才。梁振英舉例，香港的 STC（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是香港首間獨立、非

牟利的測試、檢驗及認證機構，於上世紀 60 年代為了滿足歐美出口市場的質量方面、

安全方面的要求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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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 STC 在內地亦有基地，且與內地質檢合作得很好，梁振英建議，香港可以成為

內地產品出口的集中質檢、認證基地，一來內地的市場非常大，二來這種檢測中心不

需要很大的土地，在香港適合發展。「我最近在內地提倡這個，不管是產紅酒的，還是

產瓜果的，新疆在夏天一公斤賣 20 塊錢，太便宜了！我們現在講究高質量發展，好東

西沒人買，賣不到好價錢，原因之一就在最後一公里：我們沒有把這個品牌檢測、市

場營銷等工作做好。所以這個檢測可以在香港解決。」 

 

他續指出，香港的檢測除了技術領先，誠信度亦受世界認可，消費者有信心保障。「就

像審計報告一樣，香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發展非常快，有很多畢業生念完商科後去做

審計，因為香港的審計報告可以說是比較有公信力的，不會做假賬。同樣香港出檢測

報告，消費者是放心的。」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與出席座談會的學生親切交流(大公報記者 何嘉駿 攝) 

 

一試不會定終身 掌握資訊勇追夢 

 

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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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高度發展，高度發達，也導致高度分工，因此有很多細分的就業資訊學生都

未必了解。學生可多去了解選科和就業資訊，減少錯配悲劇。 

 

劉智鵬（立法會議員、教聯會會長）： 

 

香港的大學水平是世界級，優秀的中學生也是世界級，但中學整體需要提升，以更有

效連接大學。我們的中學生未來在什麼專業發展，應該是有很大的空間。 

 

孫勁（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主任）： 

 

學生們不要隨大流，要想想你的夢想和愛好是什麼，以及你在這麼多年學習中，有沒

有積累起自己的特長？一定要有自己的特長，最好是把你的特長跟愛好結合起來，這

更有利於你的發展。 

 

蕭詠儀（香港執業律師）： 

 

我曾經的夢想是音樂家，成為律師是實踐媽媽的夢想，但我現在不後悔；有時父母的

話還是要考慮的，他們都是過來人。 

 

王則左（香港執業大律師）： 

 

大學讀書只不過是一個開端，隨着經歷的增加，你的思想也在不斷地變化，夢想也會

在每個階段有所不同。人生是不斷學習、不斷更新的過程，不斷調整你的目標的過

程，所以並不是說念了一個大學就要定終身。 

 

鄒盈穎（理大物流及航運學系實務教授<海運管理及法規>）： 

 

我們可以將胸懷、眼光放得更遠大，香港可以為我們提供機會。大灣區是一個機會，

國家是一個機會，年輕人不要害怕去更廣闊的世界。 

 

馬諾宏（科大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工程教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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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了解一些新興專業的學習內容時，要更主動去了解資訊。除了參加招聘交流

（recruitment talk），還可以去大學網站上找學院的聯繫方式發郵件詢問，學院老師都

很熱心、很樂意解答。 

 

宋輝（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法律官員）： 

 

一場考試並不會「定終身」，希望考生多了解最新資訊，多留意政府最新文件，關注市

場變化，以及行業領頭人物動態，從中會有啟發。 

 

吳寶城（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 

 

考生可多留意大學學科新方向、新趨勢；中學老師應即時了解升學及就業最新資訊，

全校共同參與，做好家長教育，為 DSE 考生揀選科目做好服務，讓他們找到適合自身

的專業。 

 

參考資料: 「我的志願·我的夢」座談會舉辦 深入探討 DSE 與教育改革 

 
https://www.tkww.hk/a/202404/29/AP662e7b98e4b0e3971d6dcb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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