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㠒質疑書商 因應撥款額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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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教琴學音樂 澳門少女獲港獎學金

目前，直資校資助額會因應校齡而分成兩個撥款組
別：校齡16年以上的學校，撥款額較多，以支付

校舍維修費。教育局日前發現，於08年撥發直資津貼
予學校時「計錯數」，早前向有關學校發信，將於4月
底向部分學校補發津貼，其餘則須「回水」。

校齡滿16年未轉組失誤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昨日解釋，當局於08/09

年度更新電腦系統時發生技術錯誤，把16年以上及以
下兩個校齡組別的直資校調亂。另外，有部分剛滿16
年校齡的學校未有自動「升呢」，造成錯誤撥款。她強
調，當中並沒有牽涉人為錯誤，而此次錯誤由當局自
行發現，已主動發信予直資校承認失誤。她又指，從
學校收回多撥津貼後，教育局仍須額外支付逾千萬
元，補發予當年撥款不足的直資學校。

教局重設工序流程助查
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是次涉事35所校齡16年以上

的直資學校，多收了10萬元至80萬元津貼。另外，有
46所16年以下校齡的學校，少收了7,000元至200萬元津
貼。當局會在4月底，向直資學校發放今年第二期直資
津貼時，作出相關調整。另外，當局也會重新設計工
序流程，並印發監察報告，可助有效查核。

林建華籲教局增透明度
據了解，當局早前已去信所有直資學校，闡述個別

學校情況，並已獲得回覆。而獲「額外」撥款的學校
中，只有一所要求分12期退還，其餘均可一次過還
款。

當局發現電腦系統出錯後，已經轉用另一系統。直
資學校議會主席、福建中學校長林建華表示，已接獲
當局通知，須繳還75萬元多收款項，對日後營運有影
響，「有關款項可聘請3位教學助理，希望當局日後計
算撥款時可增加透明度，以免再次出錯」。

是次「計錯數」涉及直資校08/09年津貼額，也正值
審計報告調查直資校帳目年期，或引起連鎖效應。身
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成員
的李慧㠒表示，如查明審計署採用的資料與教育局

「計錯數」有關，不排除審計結論也會出錯，希望向當
局再作了解。

培僑動用儲備回繳58萬
培僑中學須向當局回繳58萬元，校長招祥麒指，會

動用儲備處理。他又表示，審計報告曾批評部分直資
學校低估盈餘作加費理據，當中資料會否出錯，值得
商榷，「如有學校原預算沒有盈餘，其後審計署指學
校有。但如涉及當局電腦程序出錯，當年的『盈餘』
現時須回繳教育局，應否『翻案』，便須再作研究」。

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浸大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校長陳偉佳表示，該校中小學部，將共額外獲取80萬
元津貼。他認為，是次「計錯數」，反映當局處事不夠
嚴謹，希望其汲取教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踏入4月底5月初，全港學校便開始
決定新學年的書單。但各教科書商迄今只承諾新學年分拆新版教科
書，現版書則仍未有定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㠒昨日
出席一電台節目時，炮轟書商在討論教材分拆事宜上，遲遲不肯定
價，質疑其一直「望㠥撥款（額）而定價」，有「睇住㝯食」之嫌。
兩大教科書商會代表麥嘉隆則回應指，只要分拆後能確保1.5億元教
材市場，以及解決版權問題，教材定價有望在1至2個月內完成。

現版書加價5%家長叫苦
課本、教材分拆定價方案商討至今逾2年，雖然新學年如期落實，

但書商僅承諾新學年只有5%新書能實行教材分拆，意味㠥新學年佔
大部分的現版書仍要加價3%至5%，令家長叫苦連天。李慧㠒昨日出
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批評，教育局已公開承諾會與學校商討教材分拆
後的撥款機制，基本上已回應學界關注。但書商一直不肯提供相關

定價，質疑書商只是希望「望㠥撥款（額）而定價」。

書商期望確保教材市場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和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成員麥嘉隆在同一電

台節目上回應指，分拆教材定價要順利進行，須先解決分拆後教材
市場及版權問題。而商會曾多次與學校商討，對方均稱無意購買分
拆後的教材，意味市場並不存在。

麥嘉隆又指，商會曾估算順利分拆現版書前，須聯絡90萬個版權
持有人，需要花1年至2年時間才能完成。至於現時約1.5億元的教材
市場，麥嘉隆則表示，未能提供有關成本，「如果要計算，找會計
師1至2個月應可完成。但計畢後，教育局是否會辦事（撥款）？」
身兼牛津大學出版社副區域董事總經理的麥嘉隆表示，如果當局願
意為學界提供專款購買教材，該出版社願意在一星期後定出英文科
分拆教材的定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音樂是我的終身理想，即使再辛
苦，我都會為夢想捱下去！」來自澳門的21歲少女楊敏枝，現於
演藝學院修讀弦樂系學位課程一年級，主修「中提琴演奏」。雖
然家人一直對她的「音樂夢」頗有微言，認為拉琴「搵唔到
食」，但敏枝仍努力朝夢想進發。她修畢中五後，隻身來港，於
演藝修讀文憑課程，逢周末返回澳門教琴賺外快，支付在港的生
活開銷。敏枝直言，最希望學有所成、在音樂世界創出一片天，
向家人證明自己的決心。

家人勸做公僕安穩度日
楊敏枝自4歲開始接觸鋼琴後，便與音樂結下了不解緣。其

後，她更學習小提琴、豎琴、中提琴等多樣樂器，已經考取8級
鋼琴、演奏級小提琴及中提琴資歷。敏枝表示，大約於中四、中
五時立志投身音樂界，可是澳門並沒有相關的音樂或藝術學院，
因此希望來港就讀演藝學院。她坦言，當時家人對此頗為反對，
認為「搞音樂」沒有出路、朝不保夕，只期望她投考公務員，安
穩度日便算。

獲「鬧住撐」來港攻讀
雖然家人未能理解敏枝的「音樂夢」，但仍然「鬧住撐」愛

女，容許她來港攻讀「中提琴演奏」。家境平平的敏枝為應付日
常開支，多年來兩地奔波，平日在港上課、周末回澳門兼職教
琴。忙碌的日程令敏枝直呼「有點累」，但為了實現音樂夢，她
認為「幾辛苦都值得」，相信他日會為自己感到驕傲。

一路走來，敏枝對理想的堅持，令她漸漸獲得家人認同。而她
在音樂方面的出色表現，讓她成為今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
學基金」獎學金得主之一，獲頒發8萬元獎學金。她表示，這筆
獎學金足以支付來年學費、生活費等，有助減輕家人經濟負擔，
也可讓她更專心增進琴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今年撥款2,900萬元，頒發獎
學金予514名來自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及香港演藝學院的優秀學
生。當中，包括獲發4萬元獎學金的294名本地學生，以及獲發8
萬元的220名非本地生。評審準則包括學業成績、領導才能、溝
通技巧、對社會貢獻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城市大學宣布設立「跨學科專
業發展獎勵計劃」，以推動校
內創新教學與研究。教研人員
若擬訂出新的跨學科研究計
劃，或設計出能激發學生探索
創新的通才教育課程，可獲得
高達25萬元的獎勵。

城大昨日舉行大學發展交流
會，學務副校長Arthur Ellis表
示，創新課程是該校2012至
2015年學術計劃的特色內容，
是次獎勵計劃為推動有關發展
的重大舉措之一。他表示，明
年開始實行「三三四」新學
制，是引入創新課程的良好契
機。城大將藉此進一步推動專
業教育，從而促進香港高教發
展。

可為教員供校內進修假
該新設的獎勵計劃可為教研

人員提供校內進修長假，以便
他們擬訂新跨學科研究計劃，
或為學生設計出可拓寬視野、
打好基礎的新通才教育課程。
而該等課程更可望有助學生選
定主修科。

在大學發展交流會完結後，
城大又舉行題為「建設探索創
新課程」研討會，邀請美國明
尼 蘇 達 州 大 學 學 者 B a r r y
Kudrowitz，以及麻省理工學院
研究生親身分享。前者又會於
今明兩日主持多場工作坊，協
助城大教研人員開發創意新課
程。

35校多收津貼最高達80萬 教局須付逾千萬「補飛」

審計報告疑釀冤案
08年直資撥款計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為助未來升學、
就業鋪路，不少中學生均會選修數理、商業科
目。而實用性不高的中國文學科，慘淪為「冷門」
科。以高考中國文學科為例，報考學生人數由高
峰的4千多人，降至現時只有2千、3千人左右。
有見及此，中文大學將於2012年334學制下，推出
全新大學中文教育，以「學院為本」模式、運用
古今文學經典作為範本，培訓大學生文學鑑賞能
力。中大副校長楊鋼凱指，希望學生明白大學並
非「職業訓練所」，讀大學更要注重文化修養，
並非只為就業鋪路。

必修中文課增至6學分
現時中大學生必修3學分的中文課程，新安排

將倍增至6個學分，涉及共2個課程。中大中國語
文及文學系系主任何志華指，於中學文憑試報考
中國文學考生少之又少。他知悉部分學校更因資
源有限，棄辦此科。他坦言，對中國文學淪為

「冷門」科感到擔憂。他續稱，現時中國語文科
考試較㠥重語文技巧，對文學作品的賞析則較為
缺乏，因此欲借大學「3改4」契機，加強中文教
育。

因應院系修讀相關經典
中大新中文課程採用「學院為本」模式，不同

院系學生會修讀不同主題的文學經典。以法律學
院為例，將修讀關於中國法律、法治的文章，如
分別由唐代陳子昂《復讎議狀》、柳宗元《駁復
讎議》等，從中探討中國古代禮教、法治與文學
之間相互關係。中大又會配合文學作品內容，為
學生安排校外考察，如到張愛玲小說提到的淺水
灣飯店、蕭紅的骨灰埋葬地等，作實地參觀，親
身體驗文人生平點滴。

重日常考核考試佔分少
何志華表示，新課程比較注重日常考核，如專

題報告、習作等，考試佔分比重不會多於4成。
而為了籌備有關課程，中大將會增聘1、2名語文
導師。楊鋼凱則指，以往大學生可能只須寫實用
文章，中大希望藉㠥鑑賞文學經典，培養具文學
素養的畢業生，令學生明白大學並非「職業訓練
所」，而是提高個人學術修養的地方。

中大「學院為本」
教鑑賞中國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周婷）「直資審計風波」平息至今不出兩個月，教育局再

被揭發在2008年直資學校撥款額上「計錯數」：有35所直資學校多收津貼額，最多高達80

萬元，也有46所學校少收7,000元至200萬元不等，當局須額外支付逾千萬元「補飛」。由於

當局「計錯數」的年度，正值審計報告調查直資學校帳目年期，有直資學校直言，審計報

告可能根據錯誤資料，令學校被「枉蓋黑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㠒則指，如查明審計

署當日採用的資料有問題，不排除審計結論也會出錯，會向當局再作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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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學商學院
日前在校內舉行慈善賽跑活動，籌得善款逾港幣
5.7萬元，捐助香港紅十字會2011年日本大地震賑
災工作。是次慈善賽跑活動是本月中舉行的「科
大侍學日」活動項目之一，也是該校商學院「群
組杯」競賽的壓軸賽事。

院長帶領教授參與活動
科大商學院去年9月成立「學生社群」（Business

Cohort Community），由商學院一年級生組成10個
群組，高年級生任領袖。各群組均以諾貝爾獎經
濟學獎得主命名，透過多項競賽活動，鼓勵同學
全情投入豐盛均衡的大學生活。是次慈善競跑全
長1.5公里，當中包括3個中途站挑戰遊戲。學生
都穿上色彩繽紛的服飾競賽，為日本大地震災民
送上溫暖。而學院多名教授也在院長鄭國漢帶領
下，參與了是次慈善活動，與學生打成一片。

科大賽跑助日災民籌5.7萬

理工大學日前舉行「產品及技術設計比
賽」作品介紹暨頒獎典禮。是次比賽共有

94位理大學生參加，組成37支隊伍參賽。他們
運用創意、科技知識及營銷技巧，為年輕人構
思耳機產品設計。就讀該校工程學院三年級的
黃烯楠、沈秋雁、陳寶麗，憑於耳機上安裝紅
外線傳感器，以感應人體體溫變化而自動關機
的設計，贏得比賽冠軍。他們除了得到獎金及
獎座外，並獲得由飛利浦提供在香港區辦事處
實習的機會。■撰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中文大學將於334學制下，推出全新大學中文
教育。左為何志華、右為楊鋼凱。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科技大學商學院師生日前在校內舉行慈善賽
跑活動，共籌得逾港幣5.7萬元善款，捐助日本
地震賑災工作。 科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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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
府獎學基
金」今年撥
款2,900萬
元頒發獎學
金。圖為教
育局常任秘
書長謝凌潔
貞與得獎學
生代表對
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周婷 攝

■楊敏枝最希望學有所成，在音樂
世界創出一片天，向家人證明自己
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李慧㠒炮轟書商在討論教材分拆
事宜上，遲遲不肯定價，質疑其一
直「望㠥撥款（額）而定價」。

資料圖片

■林建華表示已接獲當局通
知，須繳還75萬元多收的
款項，認為對日後營運有影
響。 資料圖片

■招祥麒認為，審計署曾批
評部分直資學校低估盈餘作
加費理據，當中資料會否出
錯亦值得商榷。 資料圖片

■陳偉佳認為，當局「計錯
數」，反映處事上不太嚴
謹，希望當局汲取教訓。

資料圖片

■謝凌潔貞表示，當局於
08/09年更新電腦系統時發
生技術錯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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