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19

法學榮譽博士

廖長城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SC, JP
讚辭

法學榮譽博士法學榮譽博士

法學榮譽博士   

廖長城先生 大紫荊勳賢 , GBS, SC, JP 
讚辭  

 

廖長城先生一生力臻卓越，與科大的信念不謀而

合。他心繫高等教育，擔任科大校董會主席八年

期間帶領大學推行不少重要項目，為科大的發展

寫下多個里程碑。與此同時，他熱心服務社會，

是推動香港知識產權法例及制度的先驅，對本地

爭取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影響深遠。    

 

廖先生為執業資深大律師，個性堅毅，積極進取。

少年時，他憑著為前程打拼的決心，成為了英華

書院的領袖生，得以學習組織及管理技巧，為他

日後擔任多項要職打好基礎。 

 

廖先生勇於嘗試的精神驅使他於 1969 年入讀香

港大學當年新成立的法律系，成為該系首屆法學

士學生，畢業後負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法律

碩士，進修當時仍屬新興領域的知識產權。回港

後，作為本地首批知識產權法專家律師之一，他

為有關法律的發展出謀獻策。當中最為人稱道的

成就，包括他參與制定香港首條專為保護版權而

設的實體法，促成該法於 1997年起實施。此外，

他自 2010 年代起推動知識產權貿易，及後於

2019年協助本港引進原授專利制度。  

 

廖先生歷任多項公職，貢獻良多，包括曾出任高

等法院暫委法官、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

守議員，並服務多個不同範疇的公共機構。 

 

雖身兼多職，他卻從未言倦。2015年，他獲委任

為科大校董會主席後，旋即展現對大學長遠發展

的願景。他在任內成就斐然，當中三大舉措，最

能彰顯其對大學長遠發展的遠大抱負。   

 

科大校董同為社會翹楚，各具所長。廖先生就任

校董會主席後，首先革新大學管治架構，務求善

用校董會不同成員的專長，監督科大的策略發展

和問責制度。新架構清晰界定校董會的結

構、程序以至職權，足堪成為其他院校

模楷。    

 

作為世界頂級大學，要培育新一代領袖，必須為

學生提供全人教育，豐富其學習體驗。廖先生深

諳藝術蘊含的創造力，這對以科技立校的科大尤

為重要。在廖先生帶領下，逸夫演藝中心於 2021

年 11 月正式啟用。這幢設計嶄新的獲獎建築不

單成為大學另一新地標，亦作為藝術表演及活動

場地，讓學生全面發揮潛能。此外，科大一直期

望透過一流環保藝術文化場地，加強與社區的聯

繫，隨著逸夫演藝中心落成，這目標亦逐步實

現。  

  

宏觀而言，如何將科大的影響力拓展至香港以

外，一直是廖先生的雄心抱負。2017年出現的一

個機會，讓科大得以在廣州辦學。廖先生堅信雙

校互補的架構，可將香港的先進科研基礎設施與

大灣區的廣闊市場結合，因此他大力支持在南沙

興建新校區，成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發展一所如此完備的高等學府，實踐前所未有的

「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概念，絕對是一項艱

鉅挑戰。新校區的設計旨在與清水灣校園發揮協

同效應，促進科學及科技發展之外，也同時培育

創意氛圍與人才。在他的領導構思下，港科大將

繼續其高水平的基礎研究，而港科大﹙廣州﹚則

採用嶄新的「樞紐與學域」跨學科架構，聚焦可

轉移的應用研究。 

 

如此全新辦學模式，需要各方合作夥伴緊密溝

通，同心協力。身為此大型項目掌舵人，廖先生

特別重視項目的整體策略方針、協作模式及管治

架構。即使施工期間受新冠疫情影響，但他運籌

帷幄，確保工程順利完成。2022年 9月，彰顯創

意與可持續發展的港科大﹙廣州﹚盛大揭幕，創

先河的新嘗試終夢想成真。  

  

回首前塵，廖先生直言科大歲月乃其事業上最感

滿足的時光。卸任校董會主席後，他隨即獲政府

委任為科大最高諮詢機構——大學顧問委員會

主席至今。香港特區政府就廖先生多年來對社會

——特別是對建立港科大（廣州）與推動知識產

權法的貢獻，於 2022 年向其頒授最高榮譽大紫

荊勳章，以資表揚。   

  

校董會主席，我謹代表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恭

請閣下頒授法學榮譽博士予資深大律師及科大

顧問委員會主席廖長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