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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審計風暴」

令一眾直資學校形象「插水」，亦令外界對直

資校的信心動搖。代表全港逾9成直資校的直

資學校議會，執行委員日前開會討論審計報告

內容，初步歸納出7大建議，包括設立完整

《參考指引》供學校參閱，及為直資校辦會計

培訓班，助學校前線員工處理帳目，避免出現

「左右袋不分」情況；而針對獎、助學金使用

率不足，議會建議放寬有關款項用途，如擴闊

至資助清貧生參與交流團及課外活動等。議會

主席林建華指，下月中將與全體會員學校開會

討論各項建議，尋求共識後再呈交教育局。

直資議會7大建議
1  教局為直資校訂立完整的《參考指引》

2  為直資校前線員工提供《會計培訓課程》

3  直資校須向全校家長發通告說明加費理據

4  直資校須於網頁及章程內章程內說明獎助學金計劃

5  當局可向直資校額外提供非經常開支津貼，或將有
關部分分開列明

6  放寬獎助學金計劃款項的使用模式，如：以課外活
動資助等方式支援清貧學生

7  學校應每年按實際需要檢討學費，避免累積加幅

原來香港學生每月花費高達近3億港元補習！

8成學生每周補習3小時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今年首7個月，訪問了898名學生，

結果發現，每10個人當中，就有8人補習，平均每人補
2.4科，每周補習超過3小時，每月支出953元；由此推

斷，全港46萬中學生，每月補習費，高達2.6億元！兩
年下來，近60億港元的巨額學費支出，已足夠支持港府
申辦亞運了！
目前最多學生補習的科目，分別是英文、數學、物理

及中文。但有連鎖補習社已經預見，新加入成為必修科
的通識，勢將成為下一輪補習熱門科目。
在我讀書的年代，補習之風並不熾熱，一般只有成績

欠佳的學生，才願意付上每小時50至100元的代價找補
習老師。成績稍佳的學生，不會花錢補習之餘，反而自
找門路上門當補習老師去！到超級市場門口貼免費廣告
招客，相信是許多我這一代學生的集體回憶。我的經驗
是，賺取的零用錢，足夠吃好多餐「扒餐」！哪像現在
連名校生都補習去了？

但話說回來，現在要求學生不補習，似乎不太可能。
一來，補習之風實在太盛，在「人有我有」心態下，同
學都希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一些名校生坦言，上補
習班是但求安心而已。另方面，近年教改頻仍，像今個
學年推出微調方案，改變實施多年的母語教學政策，容
許部分符合資格的中學，在校內開設中文班、英文班，
無疑加重了老師的負擔。加上學生發展課外活動成風，
不少老師需負責幾個比賽項目的訓練，還有大量校內行
政和文書工作堆在案前，難怪老師越來越吃不消。但老
師們的一天，也是只有24小時而已。分心處理課外活動
和行政工作，無可避免會令教學時間和精力減少。學生
到補習社，學習學校老師未及照顧的授課內容和答題技
巧，也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若說每月補習費3億，則我們是否需要思考一
下，學生有否過分依賴補習社呢？目前絕大部分補習課
程，都集中教授考試技巧。最受爭議的一次，莫過於有
同一補習社的考生，因為補習老師預先貼中試題，人人
「背出」幾乎一模一樣的作文！學習原為知識啟蒙，現
竟淪為「作文COPYCAT」，是否已違背了教育意義
呢？其實，從政府將通識納入必修科一事可見，教育局
對學生的要求，已經不再是只懂得交出樣板答案了，而
是需要學生經過獨立思考和消化，整理出有意義的解
答。這也是社會對未來人才的要求。因此，與其花錢學
習考試技巧，不如多上有關思考方法、左右腦運用的學
習班，讓學生真正掌握一套屬於自己的自學方法，那才
是終身受用的「補習課程」。 (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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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憶學總會

總幹事林建東

林建華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直資議會早前已
成立工作小組跟進審計報告，上周五議會執委亦開會討
論審計署的多項指控，仔細商討改善方案。林建華認
為，事件反映教育局有需要深入了解直資校運作的具體
困難及需要；以指引為例，他指當局應設立一套完整的
《參考指引》，讓學校清晰掌握財務及行政管理，「當局
在11月曾發通告說明投資及買樓等相關事宜，有助學校
財務安排更清晰，但仍存在不少『灰色地帶』，如教師帶
學生出外培訓及交流團等，亦有助學生學習，費用可否
利用學費等資金支付，其實值得商榷」。

需增透明度 加費列理據
為恢復家長對直資校的信心，林建華認同直資校未來

有需要增加透明度，如加費前先諮詢全校家長，並以通
告列明加費理據；對子女仍未入學的家長，則須透過章
程、網頁等途徑讓他們了解學費減免及獎學金機制，
「過往已有部分學校會做，但未來希望全部都做」。就有

學校被指獎、助學金使用率不足問題，林建華認為當局
應考慮放寬機制，讓已撥備的款項，能同時支援清貧學
生參與交流團等課外活動。
審計報告批評，部分直資校將未經認可的支出納入政

府帳目內，林建華指，議會希望當局能為學校員工提供
更多「會計培訓班」，「有些帳目連校長亦不清楚應放入
哪個帳內，員工清楚後亦可避免帳目混亂的情況」。針對
審計報告指，個別學校有大量儲備仍向家長加費，他表
示，現時直資校須面對很多突如其來的開支，如維修保
養、教師公積金或強積金供款，以及遣散費等，令學校
難於預算；建議當局可給予額外支援，讓學校在減少儲
備下，仍安心運作，「一些供學校非經常性開支，希望
當局能額外提供，如已包括在直資按人頭津貼額中，也
要分開列明，讓學校更易估算」。

加費倡漸進 避免幅度大
有部分直資校被批評加費幅度驚人，林建華解釋，過

往部分學校每隔數年才考慮調整學費，令加幅累積，家
長易誤以為學校無理大幅加費，為了避免類似情況，建
議學校可每年因應通脹等因素考慮逐年調整，避免一次
性大幅加費。

辦會計班免「左右袋不分」 倡資助貧生參加交流團

慎選補習班

■林建華建議當局放寬獎、助學金用途，包括資助清貧學
生參與交流團及課外活動等，以提升獎學金的使用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版面設計：馮自培特 刊

啟動典禮上，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UIC校長吳清
輝、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秦紹德、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部長潘永華、上海市政協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孫正心分別致
辭。
陳新滋在致辭中表示，中國正處在經濟騰飛、創意倍出的發展

時期，浸大的發展也需要背靠祖國，與內地進行密切的交流合
作。長三角既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龍頭，也是國家教育發展的重
鎮，那裡聚集了多所涵蓋文、理、醫、商、工的綜合性大學，在
浸大的發展藍圖上，長三角地區是浸大內地發展的重點方向。
上海辦事處所肩負 的職能，除了要致力提高浸大、UIC在內

地的知名度，亦將與在滬及華東地區眾多高校進行合作交流，發
展創意研究。陳新滋透露，近年來浸大在長三角發展收穫頗豐，
不但與上海中醫藥大學等內地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近日又獲
得常熟市政府支援，在常熟設立研究中心，邁出了與長三角地區
密切合作的重要一步。而上海辦事處的成立，更為浸大架起了另
一座便捷溝通的橋樑。
前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現任UIC校長吳清輝認為，對於上海

及長三角地區的學生而言，浸大及UIC上海辦事處的設立，將為
他們接觸港式高等教育，體驗全人、博雅等創新教育理念，提供
更加暢通、更為直觀的管道。同時辦事處還將與上海當地及周邊
地區的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為兩校的畢業生建立廣泛的就
業管道。
近年來，港校在內地的發展步伐明顯加快，除了擴大招生規

模，亦爭相在內地各城市設立辦事處，在此方面，浸大可謂是早
先機。2009年3月，浸大及UIC已經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個聯合

辦事處，如今上海辦事處又誕生在璀璨的「東方明珠」。陳新滋
透露，隨 浸大在長三角、珠三角研究中心的擴展，明年1月，
浸大在廣州的辦事處也將投入運行，浸大的「內地戰略」正在逐
一細化。
「百代千秋教育夢，英才齊聚商共贏，如此溫馨如此夜，教

人常念不了情。」在啟動典禮上，浸大校長陳新滋更賦詩一
首，表達對各界友好及來賓的答謝，同時期待未來與長三角高
校及教育同仁有更好的合作，為香港及內地教育事業的發展貢
獻力量。

成立於2005年的北京師範大學—香港
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是首家
中國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創辦的
大學。儘管在課程設置、教學品質考核
等方面依照浸大學術標準，但UIC校長
吳清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特別強
調，UIC並沒有完全照搬浸大模式，而
是立足內地有所創新，旨在滿足內地市
場對人才的需求。
吳清輝表示，香港、內地兩地環境有

所差別，港生、內地生亦各有所長，在
內地辦學，自然要根據內地的實際情
況，作出適當調整。他舉例說，在專業
設置方面，UIC就不是悉數照搬浸大，有
些專業為UIC特有，根據內地市場的需求，為內地生「量身定做」。
吳清輝指出，UIC是一所獨立的大學，而不是浸大分校。至於近

來不少港校計劃在內地設立分校，吳清輝則擔憂，在很長時間內，
內地分校的地位或許都趕不上在香港的「母體」。他認為，克隆產
生的「子體」品質可能永遠都落後於「母體」，新個體還是要有自
己的創新與特點，才更有生命力。
UIC目前的在校生約有4000人，吳清輝透露，未來將逐漸擴大本科

生的招生規模，令在校生人數增至約6000人。他亦透露，目前浸大
正在與內地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進行接洽，UIC模式有望在內地推
而廣之。

吳清輝：UIC並非「克隆」浸大

校長媒體見面會
長三角地區校際合作交流會

■ 吳 清 輝 特 別 強 調 ，
U I C 並 非 「 克 隆 」 浸
大。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長三角
地區校際
合作交流
會吸引來
自長三角
地區高校
近40位代
表出席
香港文匯

報上海傳
真

■在新聞發佈會上，浸會大
學校長陳新滋向大家推薦濃
縮了浸大內地生學習與生活
真實體驗的「智慧寶典」—

《浸大情．香港夢》。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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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夢，英才齊聚商共贏，如此溫馨如此夜，教人常念不

了情。」近年來，隨 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日

益深化，港校在內地的發展亦進入全新階段。本月10

日晚，香港浸會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

合國際學院(簡稱UIC)上海辦事處啟動典禮假上海復旦

大學復宣酒店舉行。來自長三角地區高校、中聯辦、上

海市政府教育部門的主要領導，浸大、UIC校友、學生

家長近二百人出席了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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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
新滋、上海市政協教科
文衛委員會主任孫正
心、中科院院士李大
潛、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部長潘永華、UIC校長
吳清輝、復旦大學校務
委員會主任秦紹德、上
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常務副主任馬銀芳

（從左至右）出席了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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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兩校還舉行了校長媒體見面會及長三角地區校際合作交流
會。在媒體見面會上，浸大校長陳新滋、UIC副校長徐是雄分別對兩
校的最新發展作了介紹，並就媒體關注的浸大內地發展、三三四改
制對內地招生的影響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解答。新華社、中新社、人
民日報上海分社、東方早報、新聞晚報、上海教育電視台等近二十
家媒體參加了媒體見面會。
長三角地區校際合作交流會由浸大協理副校長湯濤主持，主題為

「創新及創意研究」。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戲劇學院、浙江大學等來自長三角地區的數十所名校參加了交
流會。各校與會校長及代表聽取了香港浸大校長陳新滋及UIC校長
吳清輝的報告，並就高校的創意研究進行了交流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