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新高中學制推行近3年，教
育局經常被批評錯估學時。調查顯示，近9成老師曾經安排補
課；約8成半教師反映未能於正常教節完成課程，並認為有需
要刪減課程內容。該會指，師生於新課程下疲於奔命，有違
教育精神，建議教育局及考評局重新規劃各科課程及考核，
亦要檢視課程深淺度，以免學生跌入「無底深潭」。

僅3成人稱學生能應付
教評會早前成功訪問500名中學老師，以了解他們對高中課

程規劃的意見。調查顯示，84%老師未能在正常教節完成課
程；90%老師曾安排補課；更有86%老師認為須刪減課程內
容，反映教時不足，有需要刪減科目內容。另外，僅30%老
師贊同任教學校的學生有能力應付新高中課程，其中近4成任
教第3組別的教師中，僅1成人認同有關說法。

教評會主席鄒秉恩表示，新高中課程中，以通識、化學等
教時不足情況最嚴峻，認為當局應盡快重新規劃課程，建議
可刪減課程內容及重訂考核要求，並要求當局重新審視課程
深淺程度，否則恐學生難以應付。

教局稍後將作全面檢討
教育局及考評局發言人表示，會於2012年首屆中學生完成

高中課程後，嚴謹地參考多方面意見和數據，全面檢討新高
中課程及評核實施情況。

八大學額得失
院校 提交學額數目 獲分學額數目 增減數目

香港中文大學 153 261 +108

香港大學 138 236 +98

香港科技大學 112 139 +27

香港城市大學 122 122 0

香港嶺南大學 22 22 0

香港教育學院 0 0 0

香港浸會大學 68 34 -34

香港理工大學 109 0 -109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Non-means與Grant Loan比較
以1名學生於新制下申請貸款4萬元為例

Grant Loan(貸款部分) Non-means

標準還款期 5年 15年

總借貸年期 9年(在學4年加5年還款期) 19年(在學4年加15年還款期)

貸款利率 2.5% 1.674%

利息計算年期 5年(由還款開始日，即畢業後開始計息) 19年(由貸款發放日，即在學期間開始計息)

利息總額 2,675元 7,045元

平均年利率 1.23% 1.674%

資料來源：學資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浸大55周年慶籌款超額完成

理大爭學額慘敗 中大港大成贏家

學界批政策本末倒置 交足文件審查息口竟更高

窮生反要捱貴息
免審貸款倡減息

政 府日前就「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提出10項改善措施，包括
把當中1.5%風險調整利率下調至零，令貸款年利息由現時

3.174%大幅下降至1.674%，並於3年後再作檢討。有關措施正進行
諮詢，並於今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進行討論。

新招數原意為減輕借款學生負擔。然而，卻同時帶來「窮人反捱
貴息」的荒謬情景。事緣現時就讀合資格課程的大專生，可以經家
庭入息及資產審查，獲批學費、學習開支助學金，及生活支出貸
款，但有關貸款年利息卻設定為2.5%，竟較毋須通過審查、中產以
至富豪家庭子女亦能申請的Non-means新息率高近7成。

張民炳籲應作相應調整
就有關情況，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Grant Loan

申請人是經家庭及資產審查的學生，他們有實際經濟援助需要，批
評新措施令整體資助政策本末倒置。他又表示，現時拖欠還款以
Non-means較嚴重，金額超過2億元，但通過入息審查申請貸款的學
生明顯較少拖欠，質疑當局根本無意公平處理問題，只「為賬面做
好條數」，減低拖欠和爛賬數字。他認為，當局應就兩計劃年息作
相應調整，「起碼不會『懲罰』真正有需要的學生」。

學界稱新策違計劃原意
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倩瑩亦指新措施「好有趣」：「申請

Grant Loan即是經濟有壓力的學生。能通過審查，為甚麼利息反而
會較高呢？」她又指，上述兩計劃年息差距不但對有需要學生不
公，而且違背資助學生貸款計劃原意。因此，她認為，最低限度兩
計劃年息需統一。而學聯稍後將向學資處直接提出意見。　　

教協會長馮偉華指，Grant Loan申請人更需要政府支援，建議當
局應同時調整兩計劃年息，「至少調整到相同」，否則會令計劃原
意自相矛盾。他又希望政府劃一兩計劃還款期，並豁免Non-means
申請人在學期間的利息。

香港文匯報就上述問題向學資處查詢，該處回應指，因Non-
means與Grant Loan還款年期及利息計算機制有異，在「調節」比
較後，平均年利息仍以Grant Loan較低。不過，有關解釋仍被批評
為「狡辯」及「無道理」（見另稿）。

A26
【責任編輯：李暢熹】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辛卯年十月十九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經濟條件較差的大學

生，現時須通過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獲批年息

2.5%「低息」貸款（俗稱Grant & Loan）。但上星期政

府針對不論貧富都可申請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俗稱Non-means），提出把有關風險調整利率下調至

零，總年息大降至1.674%，導致Grant Loan利息竟較

Non-means高7成，有經濟壓力的學生變相「捱貴

息」。有學界人士批評，政策本末倒置，質疑政府為減

低拖欠數字，「懲罰」窮學生接受較高息率。此外，

有大學生組織反指該建議「有趣」：「交足文件通過

審查的學生，有甚麼理由要付較貴利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就新建議
檢討措施令Non-means貸款息率較Grant Loan
計劃低，學資處向香港文匯報解釋指，兩計
劃還款機制及年期有別。學資處稱，如加入
有關條件並作調節後，一般情況下，Grant
L o a n 平 均 年 息 僅 約 1 . 4 % ， 較 N o n -
means1.674%低。同時，該處提供比較例
子，指同樣向兩個計劃借款4萬元，Grant
Loan經調節後，平均年息僅1.23%（見表）。

本報證學資處理據不足
不過，香港文匯報按照學資處例子推

算，借取Grant Loan的學生，5年還款期共
需繳付2,675元利息，即平均每年535元。
而借取Non-means的學生，15年共需繳付
7,045利息，即平均每年469.7元。倘若稱
Grant Loan「低息」，理據似乎未夠充分。

應針對還款能力非年期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直言，

當局解釋難以接受：「根本就是狡辯，利
息是應該針對學生還款能力，而非與還款
年期掛 。真正有需要的學生需付利息較
高，十分不合理。」

學聯秘書長陳倩瑩同樣認為，還款年期
不應被視作利息調整最大考慮。她強調：「根本
不是時間問題，家庭收入及個人還款能力才是最
重要。當局解釋沒有道理，不能說服人。」

就新措施被指對真正有需要的學生不公，學資
處則指，若收到有關意見時，會再作考慮，但現
階段未有計劃調整兩個需要入息及資產審查的
Grant Loan計劃還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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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無止橋慈善基金
昨日假大潭水務文物徑首次舉辦步行籌款活動「無
止行2011」。1,600名本港大專院校師生及市民參
加，共籌得180多萬元。活動獲得不少院校高層支
持，包括8大院校中6大校長，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
及珠海學院校長張忠柟，場面熱鬧。

除了有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活動外，尚包括
一眾大學校長，如港大徐立之、中大沈祖堯、科大
陳繁昌、城大郭位、公大梁智仁、嶺大陳玉樹、教
院張炳良、珠海學院張忠柟。另外，理大副校長阮

偉華、浸大行政副校長李兆銓及仁大學生事務主任
葉秀燕，也是開幕禮嘉賓。

林鄭：如此「齊人」難得
無止橋慈善基金主要推動香港和內地大學生合

作，為內地貧困地區修建橋樑，更希望藉此增加兩
地交流，從而建立「心橋」。無止橋慈善基金每年
會興建6條「無止橋」。現已召集超過800名大學生和
義工，在5個省份完成21個建橋項目及1個重建項
目。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要邀約8大

院校校長合作做慈善很困難，但這次活動竟如此
「齊人」，實在難得。

學生赴貧困地區建橋
理大設計系畢業生林沚嬈，自大學一年級起，已

開始參加無止橋活動。她曾到甘肅、陝西和四川建
橋。2007年，她首次到甘肅和陝西建參與活動，由
設計橋樑至搬抬都親身體驗，建橋過程大約需1星
期。她最難忘的是，與村民合作和交流，彼此建立
良好關係，有最大滿足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昨日舉行
55周年校慶壓軸主題慶祝
活動「濃情大匯演」，160
名校友、嘉賓傾力演出。
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
王英偉致辭時表示，2009
年成立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時，訂立55周年校慶籌款
1.55億元的目標，現已超
額完成，籌得金額逾5.5億
元。

大匯演開幕禮由王英
偉、校長陳新滋和協理副

校長暨55周年校慶籌備委
員會主席傅浩堅聯合主
持。著名DJ麥潤壽為是次
節目製作總監。

其中，浸大校友、傳媒
界高層趙應春，率領一眾
新聞主播及記者陳凱欣、
趙麗如、周嘉儀、何翠
萍、洪綺敏、吳子敏、王
春媚等獻唱《幸運是我》
和《我的驕傲》，掀起活
動高潮。另外，「乒乓孖
寶」之一李靜則以學生身
份，與陳新滋切磋球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八大院校早
前需上繳2012學年至2015學年6%大一學額，然
後再作競逐。教資會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
交的文件顯示，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分
別遭削減109個和34個學額，可謂「損失慘重」。
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在
學額角逐戰中則成為贏家，分別增加了108個、
98個及27個學額。至於其餘3間院校方面，學額
沒有增減。

教資會為了鼓勵院校策略性地訂定自身學術發
展優次，以及提升高等教育界國際競爭力，要求
八大院校提交非人力需求學科學額6%，再讓院
校提交學術發展建議書，角逐上述學額，以實行

「優配學額」機制。其中，香港教育學院因為學
科大多屬於政府人力需求的科目，所以不用撥出
學額。香港嶺南大學則因規模較小，只須撥出
4%供競逐。

城大嶺大教院學額不變
教資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理大在是次

角逐戰中，損失最慘重：回撥的109個學額被全
數沒收。而浸大所提交的68個學額也少了一半，
只收回34個學額。港大和中大則成為大贏家，分
別獲額外增加98個及108個學額；科大額外取得
27個學額。至於城大、嶺大及教院學額經分配後
沒有增減。

參照4準則評審建議書
教資會指，評審各院校學術發展建議書時，主

要參照4大準則，分別是策略、教與學、深層次
學問研究及與社會各界關係。教資會強調，院校
在「優配機制」下撥出的學額，只佔未來3年第
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一小部分。隨 高年級學
士學額增加，各院校學士學位總學額最終將大幅
增加。

9成教師要補課
86%倡刪新制課程

學聯遊行抗議教育「商品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私立

大學發展，近日又透露有意檢討大學學費。香港專上學生聯
會昨日發起「反教育商品化遊行」，抗議政府濫加大學學費
及鼓吹私大，把公共責任推卸給私人市場，使本港教育日趨

「商品化」。
約30名學聯代表，昨日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該會

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反對濫加學費、增加大學學額、尊重
本土學術、撤回自由競爭學額機制等。學聯代表兼中大學生
會副會長黎銘澤，向政府代表提交貼滿「陰司紙」的請願
信，寓意「大學已死」。

另外，學聯又批評大學「假國際化」，認為當局在評分機
制上只 重吸引海外教職員及學生、學術研究於國際刊物刊
登次數等，完全壓抑、忽視本土學術研究。

■政府日前就學資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提出把有關風險
調整利率下調至零，計劃總年息大降至1.674%，導致Grant Loan
利息竟較Non-means高7成，有經濟壓力的學生變相「捱貴息」。

資料圖片

■張民炳形容當局的解釋是
「狡辯」，並指利息是應該針
對學生的還款能力，而非與
還款年期掛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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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橋慈善基
金昨日假大潭水
務文物徑首次舉
辦步行籌款活動

「無止行2011」，
共有13間大專院
校參與。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偉邦 攝

■浸大校長陳新滋（左）與乒乓孖寶之一的浸大碩士
生李靜切磋球技。 浸大供圖

「無止行」籌款 6大校長齊步行

■鄒秉恩（中）指，新高中課程中，以通識、化學等教時
不足情況最嚴峻。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