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拔尖結果
入學年度 港大取錄人數 中大取錄人數 科大取錄人數 總數

2003 231 167 34 432

2004 202 194 53 449

2005 190 192 36 418

2006 191 190 37 418

2007 174 189 41 404

2008 170 206 44 420

2009 226 173 24 423

2010 214 188 25 427

2011 235 207 35 477

歷屆總數 1,833 1,706 329 3,868

資料來源：大學聯招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沈祖堯女拔尖 承父業讀醫助人

吐苦水爭支持 「教改後年年蝕錢」

記者會上嚇呆行家 商會盼教局接納分階段方案

願今年分拆定價
有書商離群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明年舉行的首屆中

學文憑試，將有7.7萬人應考。考評局昨日公布各科
考試費用：語文科目收費540元，非語文科目收費
360元。倘以修讀4個必修科及2個選修科的學生為
例，在新制下，大學入學公開試收費為2,520元，較
舊制下兩個公開試總和便宜近千元。不過，由於文
憑試應考人數較高考大增，預計首年可為考評局帶
來近2億元收入。考評局表示，在舊制下，每年公開
試虧損高達2千萬元；期望中學文憑試可達至收支平
衡，5年後把財政儲備提升至逾1億元，爭取更多資
源改善文憑試。

語文科$540非語文$360
剛在本月1日上任的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日與

傳媒進行上任後首次茶敘，並公布明年文憑試考試
費：語文科及非語文科收費，分別為540元及360
元。考評局解釋，前者收費較高，主要是因為涉及
較多考卷，除了中、英文2個必修科外，語文科也包
括6種其他語言科目。而其他選修科及應用學習科
目，則屬於非語文科目。以一名典型考生為例，應
考4個必修科加2個選修科，費用為2,520元；與舊制
考生參與兩個公開試相比，文憑試費用便宜954元。

考評局冀累積1億儲備
在舊制下，考評局於會考及高考，每年虧損約2千

萬元。但隨 新制應考人數增加，預計首屆文憑試
可達至收支平衡。該局表示，期望能逐步爭取盈
餘，儲備可由現時能應付2個月開支，增至5年後能
應付3個月開支（即全年25%），用作改善及優化文
憑試。以09年考評局總開支約4億元推算，該局期望
可累積1億元儲備。考評局財務委員會副主席石玉如
補充，文憑試費用主要依考試開支、考評局整體財
政狀況等因素而定，未來不會因為應考人數改變而
輕易調整。

擬擴大考試費資助範圍
另外，唐創時又引述學資處文件指，考試費減免

計劃將擴大資助範圍，包括新增半費資助模式等，
可望令更多學生受惠。

對於在大學教研及處理行政工作多年後，突然轉
職考評局，唐創時昨日笑言，每天均非常充實，感
到時間過得很快，「簡直是度年如日」。他表示，因
為家長擔心文憑試資歷及國際認可；學校學生又擔
心評核準則，考評局須平衡不同持分者同步處理。
未來，他會繼續爭取歐洲及內地對文憑試的認可，
計劃本月中赴歐洲院校作宣傳。

7.7萬人考文憑試
收費平舊制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日前炮

轟書商，指其要求政府須為教材生意「包底」才肯執行「教科

書、教材分拆」措施，做法不合理。據悉，教育局與書商將於

本月中旬開會。而兩大教科書出版商會昨日搶先舉行記者會，

聲言若政府「資助」學校買教材，業界願意把新出版書籍「分

拆」，但辯稱此舉不等於要求政府「包底」。商會雖然表面上

「企硬」，但「新亞洲」董事總經理徐方正態度明顯軟化，指不

論教育局是否撥款學校買教材，今年也會跟隨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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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教科書商會本周初「搶閘」公布，新一年加價3%至5%，又拒絕分
拆安排。翌日，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高調反擊書商，指書商要求教

育局「包底」，「他（書商）減多少價，我們（教育局）要『一蚊換一蚊』
畀番學校，指定學校『專款專用』一定要用來買教材」。事件惹起軒然大
波，外界矛頭直指書商。

兩大教科書商會昨日召開記者會回應事件。發言人李家駒表示，會方從
無要求、也無意要教育局「包底」，只是希望教育局給予額外撥款，讓學校
有足夠資源購買教材。李家駒指，兩會最新向教育局呈交的方案，為「分
階段」推行「分拆定價」，首先分拆11/12學年新版書及修訂書。

當被問及若教育局拒絕資助學校購買教材，商會會否落實「新版課本分
拆定價」，香港教育出版商會會長王偉文未有正面回應。王偉文只表示，待
與局方真正達成共識後，即可以為新版書分拆定價，以回應社會訴求。至
於新版書分拆後的定價準則，李家駒則表示，「須待局方『鬆 』，方可具
體定價」。

商會就是否分拆態度含糊，但作為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副會長兼「新亞洲」
董事總經理的徐方正卻於席間說，不論教育局撥款與否，公司旗下大部分
教科書，如小學中文課本、初中科學及中史教科書，一律將於新學年「分
拆定價」。他有信心分拆後，課本定價將比現時低。

徐方正指出，其決定可能與兩大商會立場「不盡相同」。他也多番強調，
決意分拆新書屬「個人意願」。就現場所見，其餘書商聞言皆木無表情。王
偉文及後急忙解釋，指徐的做法與兩會意願沒有衝突；重申目前最希望局
方接受「分階段」方案。

教局對書商建議有保留
對於商會「有條件、分階段分拆建議」，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如果「分

拆定價」政策，只局限實施於今年新版課本及新修訂課本，則只佔「適用
書目表」內500多套課本中約5%，認為未能真正減輕家長經濟負擔，不符
合公眾和家長期望。

書商暫無意撤加價決定
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透露，教科書商會將於本月中再與教育局會面，

討論「分拆定價」事宜，但表示書商暫無意撤回加價決定。

民建聯促達共識前凍價
書商搶閘宣布加價，引起社會譁然。民建聯昨日向書商代表遞交請願

信，要求對方在未與教育局達成共識前，凍結新學年書價。民建聯教育政
策副發言人鄭泳舜指，新學年書價普遍上升3%至5%，反映書商罔顧家長
承擔能力，令人失望。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則促請書商聯手減低「奢華」開支，停止贊助學校校
慶刊物及學校活動，也不要再向學校贈送花籃及小禮物，把減省的開支落
實降低書價，減輕家長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兩大教科書商
會昨日舉行記者會，除了回應教育局副局長陳
維安的「包底」言論外，各大書商也趁機「大
吐苦水」，細數經營苦況，爭取輿論支持。其
中，「新亞洲」董事總經理徐方正指，其父於
60年代創立該公司。在輝煌時期，市場佔有率
於香港排行第二，僅次於「朗文」。但隨 當
局推行教育改革，公司教科書生意自03年起，
年年虧損，最嚴重一年錄得虧蝕逾2千萬元。

最嚴重試過蝕2千萬元
徐方正指，03、04年期間，「新亞洲」出版

的小學常識課本，原本佔全港小學生市場中

1/3，但由於課程要求不斷改變，公司雖即時
改革課本內容，但卻無法通過「送審」，致當
年虧損逾2千萬元。至去年，虧損實在非常嚴
重，徐方正決定把公司賣盤予新加坡出版社

「Times Publishing Group」。

稱允「分拆」基於良心
在昨日記者招待會上，徐方正是唯一「拍心

口」做分拆定價的書商。他指，現時教科書出
版業相當「難撈」，他決定按教育局指示進行

「分拆」，是基於「教育良心」，「如果對教育
沒有熱誠，不可能在67歲退休之齡，仍選擇繼
續留在出版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周婷）大學4年制明年
實施。而每年廣受注目的「中六生優先取錄計劃」（拔
尖），今年也踏入最後一屆。總結9屆拔尖結果，全港共
誕生3,868名尖子，港大及中大分佔47.4%及44.1%；餘下
8.5%則被科大取錄。至於是次「末代拔尖」，共取錄了
477名尖子，為歷屆之冠。醫科幾乎每屆都成為會考尖子
首選，今年15名參與拔尖的10優狀元中，8人獲港大醫科
取錄。至於中大醫學院，也取錄了57名尖子，包括該校
校長、沙士英雄沈祖堯女兒沈詠恩，她將「繼承父業」，
讀醫助人。

港大醫科最受狀元歡迎
「末代拔尖」取錄結果，今日會於大學聯招網站公

布，申請人須於12日或之前，於網上確認資格。今年拔
尖除港大醫科最為10優狀元青睞外，中大及科大的環球
商業課程，也分別取錄了3名及2名狀元；餘下2人將入讀

中大數學系及港大工管及法學雙學位課程。

沈祖堯不想增女兒壓力
去年會考獲8A1B的沈詠恩，已獲中大醫學院取錄，即

將「繼承父業」，為該校醫科取錄的57名尖子之一。由於
父母均是醫生，詠恩自小已對醫科感興趣。去年會考放
榜後，她便表明有意進大學醫學院。其父沈祖堯亦曾透
露，暑假會帶女兒到醫院實驗室幫忙，以及到癌症中心
做義工，讓其接觸醫護工作。但他強調，對女兒選科一
直持開放態度，不想因自己的校長身份，加重女兒壓
力。

沙士一役帶動尖子學醫
除了為女兒種下行醫種子外，在03年沙士一役，沈祖

堯及其他本港醫護人員，多次展現專業精神，造就了不
少尖子讀醫的決心。當中，包括了05年會考10優狀元之

一、翌年拔尖入讀港大醫學院的梁文杰。他與沈同為皇
仁書院畢業生，指經過沙士後，深刻體會到醫護人員在
危難關頭擔當的關鍵角色。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內科醫
生，服務基層病人。

梁文杰又表示，雖然自己會考有佳績，但醫學院內
「個個是精英」，同屆同學4成是會考尖子。而中七入學的
同學，更曾克服艱深的高考課程，水平極高，入學首兩
年讀得相當痛苦，「一些解剖學理論、加上無數專用詞
彙，通通要死記硬背。成績曾一度下滑，甚至想放棄」。
但熬至第3個年頭，文杰開始在瑪麗醫院跟隨在職醫生實
習，目睹無人照顧的孤獨老人、遭受家暴的青年或兒童
入院，令他重拾從醫的決心。

即將畢業的文杰，目標成為一名內科醫生，專長於心
臟科或血科。他笑言：「現代人生活繁忙，不少人心臟

『出事』都不自知。」他又指，將來行醫最希望做到「醫
治每個有需要的人」，所以矢志於公營醫院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城市大學專上學
院昨日公布2010年度畢業生出路調查。去年就業市
場蓬勃，更多副學士畢業生選擇投身社會工作。自
從2009年政府認可副學位資歷後，專上學院去年度
加入公務員行列的畢業生，較之前上升10%。不
過，畢業生平均月薪未見起色，與前一年度相若，
約9,500元。

選擇就業者較上年度多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於去年12月以網上問卷及電話

訪問形式，成功訪問2,109名畢業生。調查發現，約
72%畢業生繼續升學；24%就業。與上年度相比，
選擇升學的學生減少5%；就業則上升5%。

畢業生月薪未見有起色
去年經濟復甦，就業市場活躍，近6成畢業生在1

個月內成功找到工作。他們多數從事文職，最多投
身貿易、批發及零售行業；其次為政府工、社區服
務等。其中，加入政府機構的畢業生有上升趨勢，
由09年度只佔6%，到去年度佔16%。至於畢業生薪
酬，平均月薪為9,576元，較09年度微升0.59%（56
元）。選擇升學的畢業生中，有35%成功銜接資助學
位，較之前減少3%；升讀自資課程的學生則愈來愈
多，佔29%。

專上學院副院長（策劃）蔡耀權表示，去年經濟
轉好，部分行業需求增加，令選擇就業的畢業生較
多。他認為，政府在過去兩年都有招募副學位學
生，涉及職位有4,300個，刺激更多畢業生加入政府
機構，也增加了副學士認受性。

學院去年度獲得最高薪酬的畢業生，為一名兼修
中文傳意的工商管理副商學士學生，月薪17,000
元。商學部主任傅智明表示，該課程除了教授基礎
商科知識外，也會培訓學生寫作能力；相信學生如
果擁有良好語文能力，就業會較為吃香。

城大專上學院應用心理學副學士二年級生卓詠怡
稱，希望畢業後銜接學位課程，將來再報讀碩士，
目標是成為一名心理學家。她表示，參考學系畢業
生過往的經驗，認為升學率有保證；加上院校提供
了很多升學講座及諮詢，也有傳授面試技巧的工作
坊，對銜接學位有信心。

■聞及徐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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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民建聯昨日向
出版書商代表遞
交請願信，要求
書商在未與教育
局達成共識前，
凍結新學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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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婷 攝

■梁文杰矢志投身公營醫院，目標是成為一
名內科醫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沈祖堯長女詠恩(前)獲中大醫學院拔尖取錄，有望
「繼承父業」行醫濟世。圖為沈祖堯一家早年的全家
福。 資料圖片

■蔡耀權(左二)昨公布上年度畢業生出路調查，兩
名應用心理學副學士二年級生卓詠怡(中)及周定國
(右一)均表示，目標為升讀學位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城大專院畢業生
任公僕升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