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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營業務為基因檢測、質譜檢測、生物信息分
析等。

 服務對象：科研機構、企事業單位、醫療機構、社
會衛生組織等。

 華大基因秉承“基因科技造福人類”的願景，致力
於加速科技創新，減少出生缺陷，加強腫瘤防控，
抑制重大疾病對人類的危害，實現精準治癒感染，
全面助力精準醫學。



日期 地點 內容

5/3/2021
(五)

華大基因總公司

1. 與企業代表會面，了解華大基因的成
立、歷史背景、營辦理念、企業架構
等

2. 參觀實驗室、了解新冠肺炎樣本跟進
流程及化驗程序

19/3/2021 
(五)

1. 粉嶺和興社區會堂
BGI社區檢測中心

2. 荃灣沙咀道遊樂場
流動採樣站

1. 了解在不同環境設置下，採集檢測樣
本的安排和行政運作

2. 針對人才培訓和行政管理作深入交流

19/4/2021 
(一)

1. 華大基因總公司

2. 氣膜火眼實驗室

1. 與企業副總裁曹蘇杰先生會面，分享
領導華大基因的工作經驗

2. 參觀氣膜火眼實驗室





 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曹蘇杰先生

 華大基因健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副經理 張東先生

 華大基因健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劉星博士

 華大基因健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實驗室經理 王世華先生





人性化的營辦理念

 「基因科技，造福人類」

 「想中央所想，急人民所急，辦抗病之所需」



 植根的理念對員工的工作態度、對公司歸屬感等都有正面
的影響，遇有重大或突發事情，員工亦會全力支持公司的
決定和安排。

 共同理念、歸屬感、認同感等個人感受相關的心理因素，
在學校行政管理上，是政策制度以外不容忽視的軟資產

 應多與同工溝通和分享學校的

辦學理念、校訓、以至政策和

制度背後的擬定基礎和長遠目

標，旨在提升整體學校正面的

工作氛圍。





前瞻的人才培訓計劃

 在原有工作外，安排不同崗位的工作予員工經歷，
務求所有員工都有應急、預備的能力，可隨時按情
勢，與同事互相補位擔任不同的角色。

 突發事件發生期間，員工需由日常的研究室轉往戶
外的工作間，當中對員工的

適應性、工作效能和感受都

是很大考驗，成功與否全在

於日常的訓練、對領導層的

信任和團體的默契。



 近年社會事件、疫情、國安教育、高中課程優化措
施等，對學界的衝擊和挑戰很大，學校須建立堅實、
互信和包容的團隊，人才培育必須具前瞻性，一方
面可針對學校發展需要，提升個別有潛質同事擔任
主要崗位，又要為長遠發展建立第二梯隊，傳承領
導學校的任務。

 做好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讓同工帶領著學校成為一所

學習型的機構



 為促進公共衛生傾注努力作研發 (博學多能)

提升防控疫情
的可行性



 為促進公共衛生傾注努力作研發 (博學多能)

促進對防治
疫情的理解



 塑造學習型組織 (啟發別人)

◦華大非常重視員工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知識建構，
達致員工之間的共知(shared mentality) 

◦華大成功以共同理念、目標激勵同事奮發向上

◦面對充滿未知數的當下及未來，員工亦願意付
出額外時間及心力。



 「停課不停學」方針：
◦快速的應變(網上課堂)

◦對同工造成的壓力(教學範式轉移) 

◦工作模式轉變(在家工作)

 以身作則，循序漸序：

◦先由自身科目起步，嘗試網上課堂，逐漸推而
廣之。

◦於3月設工作坊(由已進行網課的科目分享經驗
及注意事項)並同時提供實務手冊

◦ 4月份起，全面以網課時間進行全校授課

◦隨後開始探究/開發混合教學模式(blended 
learning)



 未來計劃

 目標：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及終身學習者

 於下一個學校三年發展計劃(2021-24年度)以
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習動機為重心。





 高效率回應當前問題 (開拓創新，企業精神)

華大基因營運7間社區檢測中心，
為市民做新冠病毒採樣檢測



 建立火眼實驗室 (開拓創新，企業精神)



 首間提供採樣貨櫃車的企業 (開拓創新，企業精神)
◦ 負壓控制  保障採樣員安全



 支援其他國家的基因科技發展 (開拓創新，企業精神)



 教育新政策或措施：
◦優化高中核心科目 (新高中)

◦國家安全教育框架及各科的規劃與落實

◦第三週期微調教學語言政策

◦….

領導需要擁抱有危亦有機的理念，
預視未來社會的挑戰，
嘗試不同解難方法，

為學生潛能發展創建更多機會。



 未來計劃

 目標：(1) 擴闊學生的全球視野；

(2) 培養學生對基因科技的認識及興趣

 未來一年與相關機構(如：猛獁基金會)合作，設計

適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關於科技發展對人類健康及
公共衛生相關的議題，或邀請其到校進行講座。





尤漢基博士

許為天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