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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本港科研發展，研資局推出「研資局
高級研究學者計劃」和「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大

力支援本地大學優秀學者的研究工作，並培養新晉研究人
才。研資局至今已完成首兩屆計劃的遴選工作。

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 / 
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詳情

研發創新 惠澤社群 提拔新人
 　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於2019年同時推出了「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和「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每年各頒
發10個獲獎名額，為正教授級和副教授級得獎學者提供教學及行政職務的持續支援，使他們可專注於研究及發展工
作。計劃涵蓋所有學科，每名得獎者可於為期60個月的資助期內，獲發放經費來聘任替假教師及支付研究項目開支。
　　研資局就每名得獎者冠予「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或「研資局研究學者」名銜，並向其所屬大學發放約
港幣$780萬元或$520萬元經費。得獎學者經計劃獲得支援以專注於研究及發展工作的同時，研究生及年輕研究人員
亦得到機會參與計劃下的研究項目，讓他們師承教授的指導和累積研究經驗，從而成長為新晉研究人才。以下為數名
應屆「研資局研究學者」，分享各自研究項目的願景，以及獲取計劃資助對他們的重要性。

獻身前沿研究工作 培養新晉研究人才
   馬桂宜博士 （香港大學）
　　馬桂宜博士熱愛研究，其工作的初心正是做研究，「很高興接下來的五年能有更多時間埋
首研究，『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讓我能擴大研究團隊，更有信心開展長遠及創新的研究項
目」。她表示計劃為其研究項目提供很大的幫助，因為經費可用以聘任替假教師，減少她要兼
顧教學和行政的時間。
　　馬博士知悉肝癌在香港和東南亞十分普遍，而現時的醫治方法以化療和標靶藥物治療為
主，惟癌症往往很容易復發。免疫療法是治療癌症的新趨勢，但用於醫治癌症卻只能幫助到少
數肝癌病者。從過往的研究成果積累顯示，腫瘤內有一種具抗藥性和促使復發的肝癌幹細胞。
馬博士開展是次研究項目，主要是研究肝癌幹細胞和免疫細胞的關係。她期望在計劃的支援
下，能研究出突破性的治療方法，令更多肝癌病者受惠。她指出是次研究項目屬嶄新領域，所
以要下很多功夫作調查研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馬博士勉勵科研人員需要不斷學習去推動自
己，在他們的研究領域裏尋找新的突破。
　　近年政府倍增對研究發展的資助，研資局亦協助年青科學家起步，意味着新晉研究人員得
到更多機會，馬博士指出「現在是科研最好的時代」。她深知科研的道路十分艱辛，冀望藉着
政府對創科的大力投資，年青人才從而得到鼓勵，讓他們看到更多的出路和晉升機會。「研資
局研究學者計劃」正是為新晉研究人員提供機會的好例子。在她的團隊中不乏年青科學家，包
括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她亦時常與團隊的年青人才分享研究心得，「研究並非一般的穩定
工作，有志以此為終身事業的人，必須賦有熱誠，才有興趣和動力來不斷思考」。她寄語年青
人投身研究事業前，需先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並跳出舒適圈，勇於嘗試和挑戰自己，
才能在研究中取得成果。

  王聰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王聰教授表示：「很榮幸自己的研究得到研資局的肯定和信任，更感謝『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
對我研究的資助，以及學系、各位同事及各個學生對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幫助。」他認為這項計劃對
本地研究生態有很大的效益，可以支援五年的長期研究項目和減輕得獎者的教學及行政負擔，從而讓
他們有更多時間來專注自己的研究。
　　近年來數據洩露事件時常發生，社會大眾對數據安全問題存有很大的疑慮和困擾。王教授在計劃
下的項目，主要是研究數據安全保護，目標是打造加密的數據庫系統，令攻擊者即使入侵系統後，也
無法盜取加密的數據。其團隊致力發展加強數據保障的方法，冀能惠及數據產生者和擁有者，並讓其
他平台將這項新技術提供給用戶。王教授分享現時數據加密的趨勢：「現時的數據保護技術大多能處
理好儲存和傳輸時的數據加密，但我們希望能擴展到支持使用和運行時的數據加密技術，以保障數據
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他認為研究人員應不斷自求進步，關注與大眾息息相關的問題，並致力尋找適
切的解決方法，發展實用的新技術，努力不懈地推展知識前沿。
　　隨着社會和科技的發展，數據安全的研究愈趨重要。王教授喜見不少年青學者對此課題感到興
趣，而計劃正提供良好的平台，希望能吸引更多年青人才參與數據安全系統領域的研究，讓不同的研
究生和學者一起合作。他認為香港具有優秀的研究前境，能吸引並培養年青研究人才。「研資局研究
學者計劃」正是研究發展的強大動力，可以提供更多空間和多元化的資源，讓學者開展更為遠大的長
期研究項目。王教授同時鼓勵想投身研究的本地年青人，希望他們放膽地去尋找機會，因為「香港有
上佳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對年青研究一輩愛才若渴，加上現時有研資局推出適切的資助計劃，提供很
多寶貴的研發機會，對他們開展研究事業極有幫助。」

  彭剛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彭剛博士衷心感謝研資局
的資助，包括以往多個研究項
目在內，研資局的資助對其
研究至關重要。彭博士指出，
「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一方
面為其研究項目提供可觀的資
金，另一方面豁免其教學和主
要行政事務，讓他無後顧之
憂，於五年內有更多時間和精
力專注研究。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居
民的母語背景多樣化，而香港
亦是全球人口最長壽的地方，
不少長者要面對老化而產生的
語言障礙問題。彭博士的研究
項目主要是針對粵語的聲調，
利用磁力共振造影技術，探索
不同居港人士對各粵語聲調特
徵的相應腦神經模式。彭博士
的研究對象包括以粵語為母語
者、第二語言學習者和本港長
者等不同背景的居港人士，而
他們對聲調加工的腦神經模式
各有不同。他希望藉着此項研
究，能找出改善學習粵語聲調
的有效方法，以及減緩長者在
聲調加工方面的退化，保持他
們的語言交流能力。
　　彭博士對香港的研究前景非常樂觀，指出「香港的語言資源非常豐富，秉承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是
研究語言的理想環境」。香港具有深厚的研究根基及底蘊，既有中國語言學的傳承，亦有西方語言學的理
論和成就，因此本港學者能左右逢源地集其大成，這種優勢亦同樣適用於其他研究領域。他樂見計劃能有
系統地培養年青研究人才，例如其項目將從兩方面各培養一名博士生，以及大數據分析方面的博士後專
才。他認為「做研究需要具有三個心，第一是好奇心，要有效地發現問題並自己着手尋求答案；第二是恆
心，因為研究時會面臨不少難題而不能輕言放棄；最後是責任心，研究人員一定要實事求是，並且考慮如
何以研究成果回饋社會。」

  黃凱斌博士 （香港大學）
　　黃凱斌博士表示：
「能獲得『研資局研究學
者』殊榮和計劃的資助是
莫大的榮幸和鼓勵」，指
計劃對其研究提供實際的
幫助。「我的研究項目於
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和時間」，計劃除可釋放
其教學及行政時間以投入
研發工作上，更重要的是
能吸引年青研究人才參與
其研究項目，成為團隊之
一員。
　　現時5G技術已逐漸普
及，學者正開展6G的研
究項目，期望能提升移動
網絡的連接密度和速度。
黃博士談及其得獎研究項
目，開發6G技術涵蓋多個
範疇，包括計算、存儲、
聯合通訊及感知等。他認
為開展研究項目的推動力
正是未知的將來，6G結
合了很多他未嘗試過的領
域，期望能開拓出前所未
有的方向，「6G將會推動
AI，發展網絡控制的無人
駕駛編隊、物聯網的數位對映實現、遙距手術、支援建設智能城市等等。」
　　黃博士認為「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有助培養年青研究人才，「計劃吸引了不少研究人員加
入我的團隊，包括大灣區的教授、歷屆的博士生和研究生，還有來自不同大學的現屆學生，當中
更有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頂尖人才」。黃博士直言「團隊的多元組合令研究項目
可循很多新方向探索，着實令人十分鼓舞」。透過計劃讓各方的優秀人才匯聚香港，分別探索不
同的理論，例如AI、芯片和感知等，把不同領域的研究結合一起而得出成果。
　　黃博士喜見香港正適逢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加入大灣區，可受惠於與深圳和大灣區的互
補作用，因而出現更多的機會和方向，讓科研可以成為這個城市的發展重點」。香港有世界領先
地位的大學，深圳則有世界領先的高科技企業，而創科企業需要頂尖科研人員的知識來實踐科研
技術。所以他對香港的研究前境充滿信心，並鼓勵香港年青人才好好把握科研方面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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