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澄兒博士透過計劃找到事業發展新方向

「換跑道」投身研究 探索更多可能性
研資局新晉學者計劃（JRFS）

計劃每年頒發60個獲獎名額，每名獲

獎者將於教資會資助大學受聘為全職博

士後研究員，為期24個月，並可因應需

要申請延長計劃期（上限為12個月）。

現時每年津貼額約港幣42萬元（包括其

基本薪金的資助和會議及研究活動交通

津貼）。獲獎者若在計劃期內於教資會

資助大學晉升為助理教授或研究助理教

授，則會獲得每年約港幣14萬元的研究

資助金，用以支援其研究工作（例如出

席學術會議、出版論文、申請專利、實

地考察等），直至24

個月的計劃期為止。

計劃涵蓋所有學科，

科學、醫學、工程及

科技、人文學、社會

科學及商科博士畢業

生均可獲大學提名。

查詢：JRFS@ug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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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及研資局鼎力支持教資會及研資局鼎力支持
助年輕學者閃耀學術舞台助年輕學者閃耀學術舞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下稱「研資局」）於2019年推出「研資局博士後獎學金計劃」（PDFS），鼓勵來自世界各地及本地的博
士畢業生在教資會資助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計劃自推出以來吸引了不少年輕且具潛質的博士畢業生，我們訪問了當中四名獎學金得主，他們各有研究專長和興趣，
矢志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發展。PDFS最近（2025/26年度）更名為「研資局新晉學者計劃」（JRFS），並延展支援至於計劃期內晉升為助理教授或研究助理教授者，繼續
為具潛質的研究人員在學術研究事業早期提供支援，致力培育及擴大香港研究人才庫，積極推動研發及培養研究文化。

來自內地的石晶昱博士先後在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完成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現於理
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任職研究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項目是運用新型納米材料製成多功能納
米探針，並應用於生物檢測和疾病診療方面。石博士指出，現有的分子生物診斷技術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流程複雜、反應時間長等。她目前專注於開發基於多功能納米探針的新
型平台，旨在實現複雜樣品中或體內生物標記物的快速、高靈敏度檢測。這項研究有望顯
著提高包括癌症在內的疾病檢測準確性，並為綜合治療方案的實現鋪平道路。

肯定研究成果 增強科研信心

石博士表示，研資局PDFS是一個廣受認可的評選計劃。她非常高興成為得獎者，並認為
這是對其研究成果的一種肯定，讓她更有信心踏上科研道路。此外，石博士早前亦曾獲得
教資會／研資局的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HKPFS）的資助，在理大修畢博士課程。
她表示兩項計劃均為年輕研究人員帶來不少機會，計劃提供的資助有助減輕經濟壓力，讓
他們更專心進行科研。

石博士表示，目前正與內地醫院合作，利用多功能納米探針進行臨床樣品檢測。她認為
其研究項目十分具潛力，日後將會繼續致力研發更新型、全面的納米探針，為人類健康作
出貢獻。同時，她亦積極參與及組織學術會議，與不同地方學者、各領域專家深度交流，
建立夥伴關係，推動研究項目發展。

近年香港科研氣氛更趨濃厚，石博士認為，「 香港與國際交流密切，並在國際學術界上
具有一定影響力。此外，政府不斷推出相關政策支援初創，促進轉化研究成果，現今整體
環境十分有利創新及科技產業的發展。 」她鼓勵有志投身科研工作的年輕人把握機遇，勇
於嘗試，實現科研目標。

范澄兒博士一直醉心古典音樂，專長是演奏巴洛克大提琴和現代大
提琴，並曾在美國波士頓多個著名古樂團工作，常赴哈佛、耶魯等學
府演出。然而，一場世紀疫情令其演藝事業被逼暫停，范博士回到香
港重新思考日後路向。她透過計劃得到於母校——香港浸會大學（浸
大）音樂學院任職博士後研究員的機會，在事業上找到新突破。「 從
前我只專注於演出，並沒想過從事研究。計劃讓我明白到自己在音樂
領域上原來還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更多的可能性，可以作出更大的貢
獻。」
范博士的研究項目有兩大焦點，第一是嘗試解構不同母語如何影響

人對聲音、語感和語音特徵的敏感度，從而影響弦樂演奏的效果。這
項研究源於她在樂團工作時發現，不同國籍和母語的演奏者即使拉奏
相同曲譜，演繹效果和呈現的音樂感覺總是存在微妙的差異。她希望
循研究找出箇中底蘊，為改進演奏技巧留下註腳。至於第二個研究焦
點，在於范博士致力聯繫世界各地知名的巴洛克弦樂演奏家，了解他
們專用琴弓的設計特性，盼能集各家之大成，研發適合各家使用，同
時能提升演奏效果的琴弓，鼓勵更多人接觸和學習巴洛克大提琴。

香港擁優良研究環境 具充足支援配套

范博士透露，目前已分析了包括粵語、英語和日語等五種語言，並
有意進一步跟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合作，開展跨學科研究；至於琴弓
方面，她亦得到不同生產商和開發者的正面回應，期望於明年研發出
成品。「 研資局PDFS提供充裕的資助，讓我專注研究和跟各地演奏家
交流。 」她又讚揚，香港擁有優良的研究土壤，匯聚國際頂尖學者。
「 以浸大音樂學院為例，我們匯集了世界各地和不同研究專長的精

英，在日常交流過程中彼此互相啟發；透過他們的人脈聯繫海外專
家，我們也能促成更多的合作。」
范博士十分鼓勵博士畢業生透過研資局PDFS（現為JRFS），晉身研

究的道路。她強調，「 從事研究並不只限於鑽研學術，因為在研究過
程中可能會發掘到意想不到的方向，開拓新空間，為事業發展帶來新
契機。」

◀石晶昱博士矢志將
科研成果造福社會

▶Mendoza博士享受
在港從事研究工作

特約專輯

生於港、學於港的鄭澤廣博士於香港城市大學生物

醫學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目前正研究衰老和心血管

疾病的相關作用，期望通過研究發掘新的血管衰老基

因指標。他指出，隨著年齡不斷增長，腸道益菌的種

類和數量會產生改變，於是透過腸道族群移植技術，

來測試腸道菌群對身體系統衰老速度的影響。

鄭博士早在攻讀博士期間已確立研究方向，其後成

功獲得研資局PDFS資助，令他選擇繼續留港發展。

他認為，香港是一個適合投身研究的地方，「 本地研

究空間及自由度很大，近年政府也不斷加強給予學者

進行研究工作的支援。此外，教資會資助大學具備豐

富的資源及實驗設備，適宜進行大規模研究。」 ▲鄭澤廣博士認為在港從事研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計劃有利推動研究進展

鄭博士認為研資局計劃提供博士後津貼，支援充足，有

助推動下一步的研究發展。最近他發表一篇學術文章，闡

述在年長的老鼠身上移植年輕老鼠的腸道族群後，年長老

鼠的心血管功能、血管舒張功能等身體機制和表徵上均有

明顯改善。文章發表後得到眾多關注，令鄭博士更有信心

日後可完成更大型的研究項目。

除了專注於研究，鄭博士閒時亦會在網上分享研究經

驗，與不同國家地區的研究人員建立聯繫，促進學術交

流。鄭博士期望將來可發表更多研究文章，同時亦會留意

本地市場機遇，尋求與初創公司合作的機會。

鄭博士亦鼓勵內地研究人員來港發展，「 香港學術排名

高，每年均有不少學者造訪，互相交流專業意見。同時，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可發揮自身優勢，成為學術交流

的橋樑，為高端人才提供更多機會發展研究項目。 」

來自菲律賓的Norman Mendoza博士於2022年在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完成哲學博士
學位後，選擇留港發展。在2022至2024年間，他獲得研資局PDFS的資助，讓他深入研究
社會心理機制對學生自主學習行為的影響，和評估這些行為對適應性學習產生的成效。
Mendoza博士指出：「 過去幾年的疫情逼使學生在家自學，我的研究目的是通過教育評
估與心理教育的介入，來協助學生在混合教學模式下更有效地學習。 」Mendoza博士今
年開始更在教大課程與教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專注教育心理學與評估的研究。
Mendoza博士表示：「 香港是一個重視人才和充滿機遇的地方，只要是優質的研究計

劃，就有機會獲得相應的資源和支援。 」研資局PDFS的遴選過程競爭激烈，他很珍惜這
個研究機會，讓他實踐夢想。他也十分欣賞這個獎學金計劃甚具彈性和自由度，「 我的
研究計劃為期3年，我們可以根據社會和全球局勢的變化調整研究方向，這樣我就可以更
靈活地安排研究項目和進程。 」

香港——全球學術交流中心

Mendoza博士選擇留港發展，除了因為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毗鄰各東南亞國家；更重
要的是香港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者，是全球學術交流的樞紐，這種文化共融的
學術環境大大擴闊他的國際視野和思維。他強調：「 在香港，我很容易就可以與世界各
地的學者進行交流，教大和學系亦為我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推動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
上不斷進步。」計劃獎學金亦讓他可以專注學術研究，發表更多高質素的學術論文。
在港學習和生活了5年，Mendoza博士早就視香港為第二個家。展望未來，他希望繼續

在香港進行研究工作，為亞太區的學術領域帶來創新和突破。

剖析學生心理 促進自主學習

發掘衰老基因 尋找長青奧秘

研發納米探針 革新醫療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