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葉錫安博士
讚辭

今日，香港中文大學將要表彰一位為香港社會貢獻良多的知名
人事──葉錫安博士。葉博士所作的卓越貢獻，與他出類拔萃的領導
才能息息相關，不論在法律專業或公益事業上，別人常以各種理由推
辭的工作或挑戰，葉博士往往都樂於接受，展現出捨我其誰的領袖胸
襟。而無論擔當哪一種領袖角色，葉博士都擅於結合領導與服務，為
領袖的定義賦予更實際的意義。以葉博士自己的話形容，「領導並非
統治的權力，而是可以服務他人的榮幸」。

葉博士的領導和服務往績顯赫，實建基於他在法律專業的成就。
1971年，葉博士獲得英格蘭和威爾斯事務律師執業資格，翌年回流
香港，加入當時行內龍頭大行孖士打律師行（Johnson Stokes ＆ 
Master）。葉博士從低做起，由助理律師步步晉升至高級合夥人，更
於1996年起擔任孖士打律師行主席，直至2004年退休為止，他將一
生事業奉獻予同一間律師行，更成為同輩中最炙手可熱的訴訟律師之
一。

（在大學修讀和教授法律的我們，如果留意到葉博士的成就並不
依靠一個法律學位來開展的話，一定會百感交集。事實上，葉博士是
透過司法學徒制度，當了五年法律實習生才成為執業律師，一般人認
為這是獲得專業資格最艱巨的途徑，但葉博士卻視之為「最實際的門
路」：除了可以邊做邊學，還有不俗的報酬，對於有家室的年輕人來
說尤為重要。）

葉博士不久便於法律界嶄露頭角，不但工作表現深受客戶稱許，
法律界同儕亦開始對他的才幹青睞有加。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葉博
士先後出任多個領導職銜，但律師行的繁忙工作他一樣應付自如。

1985年某日，葉博士突然接到香港律師會電話，邀請他出席理事
會議；儘管對會議目的毫無頭緒，葉博士仍欣然赴約。他當時心想：
難道我犯了甚麼專業失當？當知道真相後，葉博士如釋重負，同時也
大吃一驚──原來理事會出乎意料地邀請他擔任香港律師會會長。葉
博士以缺乏經驗及律師行事務繁重為由婉拒邀請，但答應出任副會
長。兩年後，葉博士以38歲之齡當選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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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博士擔任香港律師會會長後，即要著手處理不
少迫切的難題。例如，當時法律界正面臨美方巨大壓
力，要求開放香港市場，容許美國律師在未取得香港
執業資格及認證之前在港執業。除了關係香港法律從
業員的切身利益外，開放市場顯然亦會對其他專業構
成壓力。為了滿足各界需求，找出令人滿意的解決方
案，葉博士尋求多個專業團體的支持，並確立了彼此
的共同利益。而通過這次經驗，葉博士還學會了攜手
合作和互相理解的實用價值。

同一時期，香港法律界亦面臨制訂基本法的敏感
議題，法律工作不容馬虎。作為香港律師會會長，葉
博士親自擔任一個基本法起草工作小組的組長，以確
保基本法條例不會違背香港的法律精神，並符合香港
市民的意願。葉博士亦成為由中央政府成立的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成員。

葉博士於1991至1995年期間，出任香港立法局
議員（法律界功能組別），他至今仍是唯一出任過該
職位的事務律師。於立法局內，他的重要職責之一是
主持法案委員會，審議香港設立終審法院這項既敏感
又關鍵的議案。

葉博士對香港法律界所作的貢獻多不勝數，但因
篇幅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列舉。簡單而言，葉博士通過
不同形式，於香港法律界服務了超過二十個團體。

葉博士於1993年收到另一個意外邀請，當時的
教育局長力邀他擔任香港教育學院的籌備委員會主
席，此舉再一次肯定了葉博士的領導才能。葉博士小
時候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個人經驗談不上美好，這亦是
他選擇到英國生活及升學的原因；事實上，英國的教
育模式更適合葉博士的求知態度。葉博士認為，成立
一所具大學規模的學院以培訓更多本地教師，是改善
香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一步。

葉錫安博士讚辭

成立新學院過程殊不簡單。當時香港已有五所
獨立的教育學院，各自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教育方
式，而五院合併更會為一眾教職員帶來裁員的憂慮。
葉博士再一次展現了非凡的領導能力，順利帶領五所
舊學院合併為香港教育學院，為日後升格為香港教育
大學打下良好基礎。新學院成立後，葉博士順理成章
成為創校校董會主席，於1994年至2003年的九年間
為學院服務。

葉博士的眼光和魄力，造福香港法律界和教育
界，僅僅在這兩個界別的貢獻，已令人欽佩不已。但
葉博士在成功之後，不忘透過香港賽馬會（馬會）的
工作貢獻香港慈善事業。於擔任馬會主席期間，葉博
士領導馬會推行多項改革措施，一再展示他的創意和
領導才能。 

 
馬會是香港最大的機構之一，不但反映了葉博

士所說香港人「對賽馬的熱情」，更透過旗下的慈善
信託基金造福社群，躋身國際十大慈善組織之列，並
且每年為政府庫房貢獻逾二百億港元的稅收。近年，
馬會每年均捐款約四十億港元，資助二百多個慈善及
社區項目。香港中文大學多年來厚蒙馬會慷慨捐獻，
包括於2014年獲得馬會一筆十三億港元的資助，成
立全新教學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該畢捐款當
時是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成立一百三十年以來最大筆的
單一贊助。

這些驕人記錄令馬會慈善工作提升的空間好像
不大。英諺所謂的「沒有損壞，就不要修理」雖是常
識，但也往往成為自滿不前的借口。領導不只是稱職
的管理人；傑出領袖可以在成功的基礎上精益求精。

出任馬會主席後，葉博士對其提供慈善贊助的
機制作出了重大改革，令馬會向來備受好評的社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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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一步得到完善。馬會傳統上扮演「被動」的
贊助人角色，即在接到團體的資助要求時才作出回
應。而在葉博士的領導下，馬會發展出一套更高瞻
遠矚的策略，從而更全方位、更大力度地造福香港
社會。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採取更主動的贊助策略，
透過與一系列政府和非政府團體的合作，集中支援
四個範疇的發展：培育青少年、建立長者友善的社
會、推動「全民運動」風氣，及支持藝術、文化和
保育發展。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改革，是葉博士致力為社
會各界促進更多合作機會的成果。事實上，馬會僅
僅是被動地回應贊助要求，已可以作出重大貢獻，
但葉博士根據個人經驗，認為只要我們群策群力，
特別是將為了自身利益尋求資助的潛在競爭者，變
成為有著共同目標而和衷共濟的夥伴，那麼我們所
能達致的成果，必然更大更可觀。葉博士的策略是
將馬會定位成一個「值得信賴的中立方」，建立一
個可供不同團體追求一致目標的平台，從而將真正
合作的障礙一一清除。

葉博士憑藉出眾的公益服務，贏得無數榮譽和
獎項，令人心悅誠服。葉博士於1981年成為太平紳
士，1997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香港教育學
院、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亦向葉博士頒授
榮譽博士學位。2017年，葉博士獲授香港特別行政
區金紫荊星章。

葉博士深信「領袖必須先學會服務社群，體
察別人的困境，體諒他人的難處，並積極施予援
手。」毫無疑問，葉博士在其公益事業上一直奉行
此原則，絕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領袖楷模。

為了表揚葉博士對本港公益事業的非凡貢獻，
以及葉博士帶給香港社會的卓越領導和傑出服務，
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
葉錫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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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理學博士
邱勇教授
讚辭

「光」字，早見於甲骨文，上面的部件是個「火」字，下面的
部件像一個跪坐的人形。東漢許慎撰作《說文解字》，認為「光」字
「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火在人之上，取其光明照耀之意，為
人類帶來光明，帶來希望。普羅米修斯冒著極大風險，甘願觸怒宙
斯，從上天偷取火種，為的就是給人類帶來光明。古人以火取光，今
人科技進步，取光不必依賴火，也用不著冒險從上天偷取火種。我們
已有的多種技術，能發光發亮，照耀眾生，不僅應用在地球上，甚至
能用於天上，帶到太空。有機發光顯示技術，就是屬於這些當代先進
技術的一種。

邱勇教授是有機光電材料研究的專家，長期致力於有機光電材料
與器件研究，研究重點包括有機半導體材料、有機電子學基礎理論、
有機發光顯示材料和器件。

邱教授祖籍四川榮縣，1964年7月出生。1983年考入清華大學化
學與化學工程系，本科畢業後，免試攻讀該校化學系研究生。1994
年博士畢業，留校工作。從化學系輔導員開始做起，歷任化學系系主
任、理學院副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副校長、校黨委常務副書
記等職。2015年，邱教授獲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管理這所著名的百
年學府，培養人才，面向國際學術前沿、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任
重道遠。從當年剛踏入校園尋夢的學子，到今天帶領全校師生尋夢的
校長，邱教授一直都在母校學習工作，至今剛好三十五個年頭，可謂
名副其實的「老清華」。

邱教授在博士畢業後兩年，選擇了有機發光顯示技術作為研究
課題，踏出了學術生涯重要的一步。有機發光顯示技術，英文簡稱為
「OLED」，是一種全固態的發光器件，既有高亮度、高清晰度等來
實現高品質圖像，又有柔性的一面，具有輕便的優點。目前用於電
子、家居等產品，提升生活享受，預期未來更將廣泛應用到各個領
域，也應是創造人類美好未來的前瞻技術。因此，這種技術又喻為
「夢幻般的顯示和照明技術」。邱教授當年以這種新興技術作為研究
方向，認為有機發光顯示技術有無窮的研究潛能和應用價值，對社
會、對國家都有幫助，獨具慧眼，別出心裁，立志高遠，啟夢未來。



邱勇教授讚辭

邱教授致力促進科研、材料開發、成果轉化，開
創了新型交叉學科研究，把實驗室和企業研發平台整
合起來，打通了科研通向產業化的道路，口碑載道，
譽滿士林。邱教授培育後輩，對莘莘學子循循善誘，
啟迪人心。科研的創舉、教學的熱情，為他帶來許多
榮譽，獲獎無數，如2003年獲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
金資助、2006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
特聘教授、2007年榮獲教育部全國模範教師稱號、
2011年榮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2013年當選為
中國科學院院士等。現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會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邱教授在2015年3月就任清華大學校長，九個月
後，即同年12月，就來訪本校，續簽兩校學術交流
協議，鞏固雙方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延續過往三十年
兩校緊密的合作關係。由此足見，邱教授對兩校所建
立的優良傳統，尤為重視和支持。邱教授於2017年
6月再次來訪本校，為雙方共建的「中國經濟聯合研
究中心」主持成立典禮，接受本校理學院榮譽教授聘
書，並出席「清華－中大聯合交響之夜」聯手演出，
跟兩校師生歡聚一堂，體現了兩校情誼之深，為人津
津樂道。

邱教授言傳身教，春風化雨，孜孜不怠，力
求突破。提倡交叉學科研究，推動學術和產業的結
合，帶動社會新風氣，視野高遠，胸襟廣闊，海納
百川，故能成其大。為學為人，充分體現了清華大
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身體力行，躬
先表率。監督閣下，為表揚邱教授在學界和社會的卓
越成就，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
邱勇教授。

此讚辭由鄧思穎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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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任志剛教授	大紫荊勳賢
讚辭

明代才子楊慎感慨三國英雄逐鹿中原，嘗言:「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九十年
代國際金融機構狙擊亞洲貨幣市場，在東南亞多國經濟相繼重創後，劍
指香江，覬覦香港貨幣、股票及期貨市場。在那危急存亡之秋，風高浪
急之際，成功穩住香江開埠以來的百年基業，力挽狂瀾於既倒，俾維港
兩岸山青水綠、夕陽依舊的，正是一位慣見風浪的睿智英雄。

任志剛教授祖籍廣東，197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並於1974年獲
荷蘭海牙社會學院統計與國民會計文憑。他於1971年加入香港政府擔
任統計主任，1976年調升為經濟主任，1979年出任首席助理經濟司，
1982年出任首席助理金融司，參與香港的貨幣與金融事務，1985年升任
副金融司。1991年獲委任為香港外匯基金管理局局長，1993年香港金融
管理局成立，任教授出任首任總裁。任內所制訂的香港聯繫匯率制度，
自1983年起實施，一直沿用至今，期間並推出多項改革措施，鞏固香港
的貨幣制度，並成功發展香港的債務市場。這些措施使港幣在數十年來
保持穩定，並協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他於2009年榮休，然
而，市民迄今仍以「任總」敬稱，可見任內佳績，早已深入民心。

任總任內佳績，自以1998年成功捍衛港元及股票市場，擊退喬治．
索羅斯（George Soros）最為世人津津樂道。索羅斯於七十年代成立
量子基金，專注全球貨幣投機與股票投資活動，憑藉投資眼光與雄厚財
力，幾近戰無不勝，無往不利。1992年沽空英鎊，迫令英倫銀行大量
購入英鎊穩住匯價，終亦無法挽回劣勢，英國政府不得已宣佈英鎊退出
歐洲匯率體系，量子基金一戰功成，獲取逾十億美元的暴利。1997年
7月索羅斯沽空泰銖，泰銖匯率和泰國股市重挫，觸發亞洲金融風暴，
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貨幣先後貶值，股票市場動盪不安，價
格急跌。東南亞國家經濟相繼受創之後，索羅斯以席捲亞洲之勢乘勝
追擊，大量拋售港元及沽空港股期貨，恒生指數由一萬七千點，瞬間
下挫至六千餘點，市場恐慌，民心虛怯，那是亞洲金融風暴的終極之
戰，香江經濟盛衰的關鍵時刻。任教授時任金融管理局總裁，決意釜底
抽薪，背水一戰，與索羅斯正面交鋒。他與時任財政司曾蔭權先生決
定動用一千二百億元的外匯儲備大舉入市購買港股，同時大量購入港
元。任總以敏銳的金融觸覺，精準的市場判斷，成功掌握市場逆轉的
契機，絕地反擊，奇謀奏功。索羅斯始料未及，方寸頓失，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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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期指結算，沽空港元港股，皆蒙損失，鎩羽而
歸。索羅斯及後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坦言承認狙擊
港元失敗，並讚揚香港財金官員當時制定的捍衛措施
奏效。任總此役痛擊國際金融炒家，既讓亞洲各國經
濟體系得以休養生息，而捍衛行動中所購入的香港股
票，市值急速回升，為香港外匯基金賺取近千億元的
可觀盈利，市民認購為此成立之盈富基金，亦獲豐厚
回報。任總運籌帷幄，制敵致勝，更贏得無數稱譽，
國際財經雜誌Euromoney選為「1996年最佳亞洲中
央銀行家」，「1997年最佳中央銀行家」及「2009
年終身成就獎」，Asiamoney亦選他為「1998年最佳
中央銀行家」，以表揚他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後的卓越
貢獻。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更盛讚任總判斷正確，實為效率最高的
央行行長之一，難以取代。

亞洲金融風暴轉趨平靜，才歷十載寒暑，2008年
復有金融海嘯，此因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投
資者對抵押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多間金融機構
及旗下投資基金蒙受重大損失。次按風暴觸發金融海
嘯，最終掀起滔天巨浪，多國金融體系重創，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損失總額超過四兆億美元。然而
任總當時所管理的約近一萬六千億港元的外匯基金，
卻無分文投資於次按貸款、債務抵押債券或貸款抵押
證券。任總睿智過人，慧眼高瞻，故能趨吉避凶，沉
舟側伴，揚帆而過；枯樹前頭，草木青蔥。

風暴驟起之先，任總更親自撰文，以「字母湯」
形容市面上結構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金管局亦多次
提醒銀行及市民，在銷售及購買相關金融產品時，必
須注意風險。然而，銀行急於營銷，市民趨之若鶩，
對任總由衷的勸誡，置若罔聞。及後雷曼兄弟投資銀
行倒閉，相關迷你債券頓成廢紙，市民面臨損失，金
管局被指監管不力。立法會上，議員惡言質詢，任總

坦然面對，仔肩獨任，展現胸懷經緯、心納山河的英
雄氣概。及後，任總建議政府加強投資者風險管理，
俾臻完善。

任總於2009年榮休，結束近四十年的公職生涯。
任內屢獲殊榮，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
星章及大紫荊勳章，1995年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並獲香港銀行學會頒授年度銀行家獎。歷年來，他獲
香港多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任教授與中大關係
尤其密切，自2006年起擔任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榮譽教
授，並自2010年起出任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
所傑出研究員。他以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為中大學
生講授經濟學及工商管理學，亦為就讀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的學生授課，本校莘莘學子，多蒙沾溉，如沐春
風，受惠無窮。

官場引退，壯心未已，任教授依舊關注香港社
會經濟，多次撰文闡述高見，近年國際熱錢湧入，他
一再敦促本地資本市場中介應該提供多元貨幣選擇，
避免大量資金進出香港，對港元匯率及金融體系構成
不良影響。去年，任教授在現屆特區政府的誠意邀請
下，臥龍再起，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持續就香港金融
及財經事務，提供真知灼見，彌足稱道。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半世紀以來，
任教授領導香港貨幣金融體系抵禦國際金融市場的疾
風暴雨，多番出謀獻策，臂助香江經濟破浪乘風，揚
帆邁進，成就卓越，功在千秋。監督閣下，今天讓我
們向這位服務香江半世紀的睿智英雄，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與最真摯的謝忱，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
社會科學博士銜予任志剛教授大紫荊勳賢。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