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法學博士馮國經博士講辭 

素稔香港中文大學乃本港優秀學府，自一九六三年成立以還，向為莘莘學

子心馳神往之學術殿堂。香港之享教育樞紐令譽，中文大學與有功焉。中

大歷史悠久，根基深厚。今蒙授以榮譽學位，俾能忝居台上，不勝欣幸之

至。 

香港中文大學既為亞洲大學之翹楚，復懷鴻鵠之心，矢志躋身世界級頂尖

學府之林。古云：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中大今仗人才之盛，據碩彥

之眾，大展鴻圖，丕奠偉績，指日可待。 

面對當前金融危機，人人皆有感於經濟前景堪虞。然而，中文所謂危機者，

有危自有機。我想藉此機會與各位共勉：你我居此香江福地，實應引以為

幸。茲試以探討本地雄厚潛力為引，激發畢業同學樂觀之思，期使各位珍

惜生於港、長於港之福氣，排除憂思，為剛起步之事業積極奮鬥。 

想當年負笈哈佛，家父囑我學以致用，從事營商。撫今追昔，旨哉斯言。

惟不期而然者，乃經商之歷練使我更重視教育之價值，對教育議題尤為關

切。我生於斯地，深盼香港能充分發揮其潛力，成為亞洲以至世界之教育

樞紐。 

眾所周知，香港在教育以外許多領域，早已成為舉世公認之國際樞紐。環

球金融中心之優勢，使我們得以徹底邁向全球化，建立強而有力之國際網

絡。如今全球化之風已吹及教育事業，香港必須把握時機，使本地大學致

力於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裨成教育樞紐之懋業。而政府以放寬海外學生

來港求學之限制，示其支持香港邁向教育國際化之決心，殊堪稱許，蓋此

舉有助本地大學繼續加強與海外人士之聯繫，對提升香港之國際形象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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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益。每位學業有成之畢業生，無論其珍惜者是在校之美好時光還是在校

之所學所聞，均會成為宣揚香港之力量。由是觀之，環球教育樞紐之日於

焉可期。 

儘管目前經濟前景不明朗，各位同學仍有樂觀之理由。香港之國際聯繫不

僅足為尋找就業良機之資，更可謂香港人成為世界公民之終南捷徑。各位

宜善用香港之國際聯繫，爭取到海外工作之機會。 

又我們應鼓勵本地高才生參與海外交流，開闊眼界，他日學成歸來為香港

引入新思維。人才雙向交流是未來發展之關鍵，不但有助香港發展成為教

育樞紐，更能鞏固國際城市之當然地位。 

如此雙向交流亦可加強香港另一主要優勢，即東西文化之調和共融，促進

中英並茂之學術研究。香港人中英兼擅之能力、四海一家之精神，向為僱

主所重。我等必須致力壯此特長，方能保持在亞洲教育界領先之勢，進而

更上層樓。忝為香港大學校董會主席，平素與友校同人過從之間，喜見本

地各大學皆以香港成為教育樞紐為共同抱負。 

我們放眼天下，卻勿忘立足斯土，北顧神州。蓋香港乃中國不可分割之要

端，香港之前途，繫祖國是賴。兩地關係日益密切，內地對香港金融商貿

之發展更是影響至鉅。 

中國人對教育之重視，你我皆知。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理念相通，自能和衷

共濟。中央政府以吸納海外英才、給予教研機構充裕撥款諸舉，改善高等

教育素質，足見其對高等教育之重視。忝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

員會成員，該校經費十居其八由公帑資助，即為一例。 

 2



本港大學更應積極與內地院校結成夥伴，與之分享經驗和對世界之認識，

從而參與建國大業，為建設一個繁榮興盛、對外開放、與世界接軌之中國

貢獻力量。 

值茲全球化之大時代，眼見寰宇畛域漸泯，融為一體之勢益熾，我們宜多

懷「與中國內地一起進步」之思。我謂畢業同學對前景應感樂觀，中國內

地乃另一大理由。今天諸位為事業前途規劃籌謀，如能以神州赤縣之巨大

潛力為念，則驚喜於豐盛收成之日可期。 

今自母校畢業，各奔前程，諸位固當感謝師長之諄諄教誨，更須感念雙親

養育之恩。昔者家嚴曉我以教育之大義，今天謹以同一信念與各位踔厲風

發之年輕人共勉：學無止境，當以所學為本，自強不息，精益求精。 

願與各位一同珍惜香江斯土之優勢，抱持樂觀積極之精神，時刻以半杯水

為半滿而非半空。祝各位畢業同學鵬程萬里，前途似錦。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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