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歷史最悠久的香港大學，在研究生人數及研資局優
配研究金所獲金額上，都處於8大的最高水平。該校副校長
兼研究院院長譚廣亨認同，競爭理論上可激勵院校進步，
但他亦直指若教資會在「Zero-sum Game」（零和遊戲）原
則下，要求院校回撥資源再競爭，恐怕問題多多，「報告
建議院校將現有資源逐步回撥，院校不得不捨棄已擁有的
資源，一方所得的，就是另一方損失」。他認為，此舉可能
引致院校間，甚或校內的惡性競爭。

爭資最多仍感不足
現時研資局已設有由8大自由申請競逐的優配研究金，今

學年港大獲得金額達1.51億元，較成功率相同但只獲280萬
元的嶺南大學多出達53倍（表二）；而研究生方面，10/11
年該校有近2,100人（表一），以每人單位成本約52萬元
計，該校從中便可獲約10.9億元，研究實力及「財力」均
最為雄厚。雖然如此，但譚廣亨指該校研究資金不足問
題仍然嚴重，「校內不少教授即使成功申請研資局撥
款，但很多時候都要校方再補貼，拉上補下才『夠使』」。

促定長遠支援政策
港大研究院內部在約6、7年前已引入競爭機制，現時

有7成資源為「分派式」，按過往經驗所得的「方程式」，
將學額及津貼撥予各院系，其餘3成則由各部門競逐，以
爭取進步，「校內各個院系每年都要交計劃書，說明來
年有何發展項目、計劃等，研究院會考慮一籃子因素，
將學額及資源分配」。但他指，要學系以至院校「回吐」
已有資源並非上策，認為政府應制訂長遠支援科研的政
策，同時以額外增撥資源作為供院校競逐的「籌碼」，才
較易令人接受。

今學年，教育學院才首次獲分配10個研究生學額，有關
方面起步明顯較遲。該校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鄭燕祥認
為，過去多年8大的分工成果甚佳，有研究型大學和綜合
型大學，亦有專注文學或博雅教育，可說百花齊放。他以
各類運動作比喻，質疑新增的競爭機制：「有人擅長跑，
有人擅長跳，也有人游泳叻，如果『一刀切』要大家一起
跑步決勝，無疑是不公平，因大家的起跑位置，根本不在
同一線上。」

舊制已含競爭元素
鄭燕祥認為，現時教資會已有按往績，決定各院校獲分

的資源，「這是間接的競爭，做得好未來就分得較多」。
而新機制將「按成績分錢」，變成「按計劃書分錢」，對於
本身研究成果較好，或新晉院校而言均不公平。他又指，
現有研資局優配研究金亦提供競逐途徑，擔心進一步加重
競逐元素，未必能行之有道。

文科難量化較吃虧
教院致力發展教育和人文等學科，鄭燕祥指，這些學科

與數理科不同，研究成果較難量化，「數、理、工科的研
究成果，可登在某某國際期刊上，但對於文科而言，會較
難衡量成果有多重要、多好」。他擔心，這變相成為計劃
書的比試，「學者為撰寫振振有詞的計劃書花費太多時
間，對教學工作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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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研挑戰之

有競爭才有進步？

10/11年8大研究生、教學人員人數及比例
院校 研究生*人數 教學人員 教學人員：

(佔總數比例) #人數 研究生比例

香港大學 2,096 (32.1%) 960 1:2.18

中文大學 1,763 (27.0%) 982 1:1.80

科技大學 1,083 (16.6%) 484 1:2.24

城市大學 660 (10.1%) 697 1:0.95

理工大學 616 (9.4%) 941 1:0.65

浸會大學 238 (3.6%) 316 1:0.75

嶺南大學 59 (0.9%) 134 1:0.44

教育學院 10 (0.2%) 277 1:0.04

總計 6,525 (100%) 4,791 1:1.36

* 研究院研究課程(Research Postgraduate)學生，不包括

修課式研究生

# 為高級、初級教學人員(Academic Staff)，不包括教學

輔助或研究人員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由於8大分別在年資、定位和軟硬件上

的差異，一直存在「貧富懸殊」問題，教

學人員數目相若的港大與理大，研究生卻

相差2.4倍。 資料圖片

■李行偉認為，對比起增加院校間的競爭，港府現時更優先

的應該是增加整體資源，才能有效提升本港科研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衛炳江表示，理大獲分配的研究生額近年雖略有增加，

但與各歷史較長的大學比較，仍明顯居於下風。理大提供

政府的資助是本港大學主要研究經費來源，教資會提出「回收再分配」機制，以9年

時間逐步將8大每年獲取經常性研究資助的其中一半13.5億元回撥，再供各院校競逐。

不過，8大因年資、定位、軟硬件上的差異，一直存在「貧富懸殊」情況：教學人員數

目相若的港大與理大，研究生就

相差2.4倍；而現有的競逐研究經

費，8大所獲最多相差更達53

倍。當下香港科研資源「競爭」

主導的傾向越見明顯，要如何落

實以推動院校力爭上游，帶來整

體進步，或會否反造成「強者越

強、弱者越弱」的惡性競爭，都

是未來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尚有相關分析評論刊A28版)

就香港科研前景，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多所院校
主理研究的高層，進行探討分析。其中，剛榮升亞
洲第一的科技大學，自93/94學年以來，於由8大爭
逐的研資局優配研究金申請成功率已累積「18連
霸」，而就支援學術研究「核心分子」研究生名
額，其比例亦為8大中最高，平均1名老師可指導
2.24人（表一）。該校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教育）
李行偉認為，對比起增加院校間的競爭，政府現時
更優先的應該是「加大個餅」，即增加整體資源，
才能有效提升本港科研水平。

新競爭制難佔優勢
李行偉指，由於科大在創校時已定位為研究型大

學，此目標既獲接納，政府固然需要提供資源，支
持其研究工作。雖然該校競逐研究資源方面「處處
稱冠」，但李行偉指，該校並未佔有特別優勢，主
要與往日高等教育發展策略有關，「2002年教資會
提出，要8大做好『Role Differentiation』（角色分
工），傾向將研究資源集中於幾所研究型大學，即

港中科3大」。他表示，近年有感教資會的傾向似有
所改變，有意將資源更平均分配在不同院校，增加
競逐撥款比重便為一例。

3改4更趨僧多粥少
對於新的競爭機制，李行偉表示，英、美等主要

西方國家也一直以競逐方式分配政府研究資助，科
大對此亦感歡迎，期望能保持公平競爭環境。但他
認為，增加競爭並非最切合香港現況的首要工作，
特別是大學學制正處於「3改4」階段，各院校正積
極增聘教授，至2012年教學人員將大增1/4，即約
1,000人，「加碼」才是迫切所需。

「大學都積極聘請有份量的教授，就應確保有足
夠資源讓其進行研究，不然就是『有人才，無得
做』。」李行偉指，現時教資會按學額分配予8大的
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其中1/4即約27億元供
研究之用，在教師將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當局應
更積極考慮先將金額「加大個餅」，之後再研究競
爭機制推行細節。

現時理工大學擁有1,050名教學人員，為8大最多，該
校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表示，該校於94年才正名
為大學，時間並不算長，但校方致力發展多個專長學
科，如工程已打進全球百名內，可見已做出成績。但他
亦慨嘆指，在現有研究資源分配上，卻未能充分反映該
校的良好表現，希望能於新的競爭機制扭轉頹勢，壯大
科研實力。

研究生額相對遜色
教資會數字顯示，8大研究生人數分配極不平均，港

大、中大及科大每名教師對研究生幾乎可以「1拖2」，但
其餘各校研究生人數均比教師少（表一）。以理大為例，
該校教學人員與港大及中大相若，但只有616名研究生，
港大及中大分別是其3.4倍及2.9倍，而以平均計，該校每
名教師更只「分得」可憐的0.65人。

衛炳江表示，理大獲分配的研究生額近年雖略有增加，
但與各歷史較長的大學比較，仍明顯居於下風，亦令該校
整體研究工作方面確實顯得「弱勢」。就教資會提倡以競
逐方式重新分配研究資源，一直深信「有競爭才有進步」
的衛炳江直言看到「絕地反擊」的機遇。

積極部署力求爭勝
有競爭就有輸贏之分，衛炳江笑言：「校長（唐偉章）

都有問過我，是否有信心可在競逐中『爭贏』？」他坦
言，並非有十足信心「爭贏」，但最重要是「有得落場
跑」，又認為引入競爭是鼓勵各院校突破框框、尋求進步
的最佳方法，「希望藉㠥改革研究資源分配機制，讓理大
作好部署，扭轉現時分配不均情況」。

各校科研經費續懸殊 差距最高53倍

?

理工大學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

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教育）李行偉：

競爭造就反擊良機

資源回撥此得彼失

一刀切新制不公平

提升科研須增撥款

最近5學年各院校獲取研資局優配研究金額(港元)，括號內為申請成功率
學年 港大 中大 科大 理大 城大 浸大 嶺大 教院

10/11 1.51億 (32%) 1.37億 (34%) 8,800萬 (41%) 7,170萬 (22%) 6,380萬 (31%) 2,570萬(30%) 280萬 (32%) 430萬 (16%)

09/10 1.40億 (36%) 1.28億 (36%) 9,690萬 (47%) 7,070萬(25%) 5,340萬 (31%) 1,990萬(27%) 150萬 (25%) 730萬 (33%)

08/09 1.48億 (42%) 1.19億 (38%) 9,330萬 (60%) 6,800萬 (37%) 6,120萬 (40%) 1,840萬(28%) 220萬 (25%) 250萬 (17%)

07/08 1.38億 (36%) 1.08億 (36%) 9,650萬 (56%) 5,870萬 (32%) 6,030萬 (34%) 2,320萬(34%) 260萬 (26%) 0(0%)

06/07 1.46億 (46%) 1.12億 (41%) 1.03億 (61%) 5,820萬 (36%) 4,940萬 (34%) 1,860萬 (32%) 230萬 (36%) 0(0%)

資料來源：研資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表一

表二

香港大學副校長 / 研究院院長譚廣亨：

教育學院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鄭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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