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中文大學將
於本周四舉行第七十屆大會，典禮上將頒授榮譽博
士學位予4位傑出人士，以表彰他們對促進文化學
術、科技和社經發展、增進人民福祉，以及對中大
發展的傑出貢獻。4名獲嘉許者包括：中大著名雕
塑地標《仲門》作者朱銘，將獲頒榮譽文學博士。
泌尿科專科醫生何子樑、腎病學專家余宇康及企業
家李和聲，則一同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朱銘雕塑作品遍布世界
朱銘是著名雕塑大師，世界各地都有他的作品，

「太極系列」及「人間系列」最廣為人知。現時豎
立中大圖書館門外的大型雕塑《仲門》，就是出自
「太極系列」。朱銘作品融合傳統與現代特色。近
年，他與學校積極合作，推動兒童藝術教育，致力
於藝術品修護工作。

何子樑捐資建教研設施
泌尿科專科醫生何子樑多年來四處行醫，把收入

捐贈香港、內地和英美多間大學，推動高等教育及
醫療服務科研發展。近年，他管理何善衡慈善基金
會，捐資建設多項教研設施。

余宇康增醫生教育水平
余宇康現為律敦治醫院及瑪嘉烈醫院名譽顧問醫

生，過去曾協助成立香港腎科學會，多年來致力提
升本港醫生教育及醫院服務水平，現為高級內科醫
生培訓委員會主席。

李和聲捐資助中大建設
企業家李和聲捐資中大成立科研技術中心及歷史

資源中心。2007年，李和聲弟弟為表揚李和聲對本
港教育的貢獻，捐資中大成立和聲書院。

名人校友歌曲短片賀港大百年

質疑自資校勁賺 議員促貸款設限

自願增監管換取「仿直資」模式 盈餘億元家長批獨裁

英基無允減學費
想政府增津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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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英基爭取以近似
直資模式接受政府資助，並有意實行「兩級收
費」，即非本地生收取更貴學費。但有教育界人士
質疑，英基此舉「計數計盡，目的為賺錢」。而香
港文匯報就英基提供數字作統計，發現即使改以按
學生人數接受津貼，英基每年所需津貼額只較現時
增加7,000萬元，而並非其所提出的3億元，似有
「報大數」之嫌。

根據英基提供2010/11年度學生人數，小學學生
總人數6,106人，中學學生總人數6,749人。校方聲

稱，校內7成學生或學生父或母擁港人身份，若以
直資模式接受資助，即以學生單位成本計算資
助，每位本地英基小學學生每年所得資助額為3.5
萬元，合共1.5億元。而每位中學學生所得資助額
為4.4萬元，合共2億元，即所需津貼總額為3.5億
元，較校方所提出的5.8億元少達2.3億元。另外，
英基約2,900名學生屬於教育局「私立獨立學校」
計劃下，現時未獲政府營運資助。
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在會上表示，若以直

資模式接受政府資助，那英基或要推行「兩級收

費」，非本地生學費較高。

「兩級收費」 被批不可行
英基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鄭秀娟回應時指，「兩

級收費」根本不可行，因為這樣會造成不公平情
況，非本地生家長會有很大怨言。

張民炳憂有賺仍索津貼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實行「兩級

收費」，只會讓英基賺得更多，所以必須制定合理
非本地生和本地生比例，「我擔心英基未來會多
收非本地生賺錢。但另一方面，又繼續向政府要
津貼」。

3億涉「報大數」教界憂計盡賺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英基學校協會10多間

屬校，現時每年接受政府共2.8億元資助。政府早前提

出，要就有關資助模式作檢討，詳情仍與英基商討

中。英基協會昨日主動提出，願意接受更多監管，換

取政府以「仿直資」模式，即以學生單位成本計算提

供資助，預計每年有關津貼須額外增加3億元。英基屬

校過去12年多次加學費，累積加幅達24%至35%，

2008年至2010年盈餘分別約1億元及9千萬元。不過，

協會指，屬校仍面對龐大財政壓力，希望增加資助。

當被問及加大資助額對家長的影響，英基稱，學費要

從多方面考慮，未承諾調減學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
大學百周年紀念，多位知名校友送上
獨一無二的賀禮。《歲月神偷》導演
及監製羅啟銳和張婉婷，會親自執導
電影短片，紀念大學百年變遷，並配
上被淡忘70年、近月「重新活化」的
創校校歌作背景音樂。此外，「歌神」
許冠傑與著名填詞人林夕及音樂創作
人周博賢合作，送上紀念歌曲《明我
以德》，由校友謝安琪、學生許廷鏗等
主唱。另外，港大將於本月18日（周
日）舉行逾5,000人出席的校慶晚宴。
除了多名前校長外，更邀得比大學
「輩份」更高、年101歲的老校友蒞臨
共慶。

遭遺忘校歌 重見天日
港大版《歲月神偷》製作人羅啟銳

和張婉婷為港人熟悉，但其背景音樂
卻甚少人聽聞。該音樂其實是港大

1912年創校校歌，由當時聖約翰大教
堂一位管風琴手創作，曲風與聖詩相
近，大意是希望學生追求智慧與德
性，只有拉丁文及英語版本。上世紀
40年代，香港經歷二戰，港大一度停
辦，該曲在檔案室內遭遺忘，最近才
「重見天日」。為慶祝港大邁入百周
年，校歌重新編曲，由香港小交響樂
團演奏、港大學生會合唱團聯同男、
女拔合唱團灌錄成拉丁文原版，再成
為紀念短片配樂。

演藝界校友跨世代合作
另外，多位演藝界校友進行「跨世

代」合作，以校訓「明德格物」創作
《明我以德》，由許冠傑作曲、林夕填
詞、周博賢編曲、謝安琪等主唱。負
責籌備的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
監、百周年校慶副秘書長黃月妙表
示，4人分別是上世紀70年代、80年

代、90年代及千禧年代畢業生，加上
在學的許廷鏗和其他18名同學一起演
出，是次合作別具意義。

下周辦晚宴 唐梁將出席
至於下周日舉行的百周年校慶晚

宴，陣容則更鼎盛，包括：鄭耀宗、

王賡武、黃麗松等多位前校長將到
場。同時，特首參選者唐英年和梁振
英獲邀出席。黃月妙指，校友對晚宴
反應熱烈，有約6位、7位90歲以上校
友將會出席，包括：何東女子中學創
辦人、現年99歲的謝琮賢。最年長者
更達10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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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
資院校盈利問題備受各界關注。昨日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不少議員質疑
自資院校盈利過高，要求政府發放建校
及課程發展貸款時，為自資院校宿費及
盈利方面設限，並監察有關盈餘是否用
於學生。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承認，目
前貸款計劃並沒有在院校盈利或宿費方
面設限，主要是每個課程成本不一，訂
立有關水平限制有很大難度，也不太適
合。
教育局早前披露，8大資助院校開辦的

各級自負盈虧課程財政資料。當中顯
示，有關學費收入2010/11年度達50億
元，其中盈利更達10億元，全城譁然。
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
文件提到，將向財委會申請擴大自資院
校貸款計劃，引起議員就有關議題提出
質詢。
除了議員李慧㠒向教育局提問會否監

察院校宿舍收費外，不少議員關注到，
部分院校有24%盈利，牟利情況明顯，質
問政府會否監察及規管自資院校盈利。
陳維安回應提問指，自資院校收費方

面有一定自主性及彈性，但教育局會敦
促自資院校把盈利回饋學生，亦相信市
場會調節院校收費。
不過，議員對陳維安的回答不盡滿

意，認為自資院校課程變質，只看哪個

課程較易賺錢，要求教育局貸款予自資
院校的同時，設定有關學費水平。有議
員更指，如果教育局不作監管，將會在
財委會否決擴大自資院校貸款計劃。

陳維安：設限制難度很大
陳維安指，教育局要平衡院校自主，

而每個課程成本不一，訂立有關水平限
制有很大難度，也不太適合。

林煥光批非華語生支援少
此外，非華語生教育問題在昨日會議

中引起激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
光炮轟教育局，指責當局對非華語生支
援不足，對於目前已有的支援，也沒有
進一步評估成效。林煥光又指，綜合中
等教育證書（GCSE）中文科程度認受性
「等同二年級學歷」，導致少數族裔兒童
在主流教育體系中失敗率高，難以升讀
高中及大學。林煥光建議，教育局要提
早在幼稚園階段作出支援，並設立另一
套中文課程和認可資格。

教局助改善非華語生中文
陳維安回應指，若出現兩套課程，無

助提高非華語生中文水平，亦無助融
合，但認同可「設立不同的教學方
法」，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承諾會
就有關事項展開追蹤性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
科書價格問題已擾攘3年。由教育
局副局長陳維安領導的「學與教
資源檢討工作小組」，最快今日發
表報告，對當局「適用書目表」
運作方式，以及其他有關學與教
資源供應措施提意見。據了解，
報告將建議當局進一步開拓電子
教科書市場，又提出簡化教科書
審批程序：由以往多個年級全套
課程送審，改為可局部送審，以
減低書商投放成本。不過，就教
育局本年中提及的中央招標出版
教科書計劃，報告則未有詳細交
代。
教育局早在2008年成立「課本

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
並於翌年底提交報告，提出把課
本、教師用書及其他教材的分拆
方案，讓家長只需要支付課本及
所須教材價錢，創造減價空間。
不過，教科書出版商一直以難以
計算版權及成本為由，只肯於本
學年落實分拆5%新版書，迫使教
育局局長孫明揚今年中發出「最
後通牒」：一年內把主要教材分
拆定價，否則將考慮引入中央招
標等措施，相關問題細節交由上

述工作小組研究。

料建議難令書價即降
據了解，由於招標方案涉及有

否合適投標機構、是否免費等問
題，工作小組暫未有深入討論，
但亦會確認引入更多競爭的做
法，同時提出簡化審批程序、開
拓電子書市場等。有工作小組成
員透露，有關政策雖有改變，但
不代表招標方案「爛尾」。另外，
因小組建議都是長遠措施，估計
未必會令明年書價即時下降。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批

評，對於降低書價問題，當局決
策舉棋不定，令人失望及沮喪。
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擔心，開拓
電子教科書可能令家長百上加
斤。

書商倡分3年分拆定價
兩大教科書商會上月向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提出
按年級及科目，分3年逐步把教科
書分拆定價：即在2012年先處理
小學及初中的中英數等主科；其
他科目於2013年分拆；2014年則
處理新高中各科目。

教科書檢討報告
未細談中央招標

英 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昨日表示，相信長遠而言，當局有意
撤走對英基的津貼，「但若全面取消資助，校方最少需加學

費27%才可達收支平衡，最後只會把壓力完全轉嫁家長」。他表
示，若只能於直資、私校兩種運作模式二選一，英基傾向採用前
者。而在接受資助的同時，協會理事局十分歡迎相應監管。不過，
他強調，英基與其他直資校不同，所以應以「仿直資」模式營運，
期望與政府商討另一種「英基模式」。

「不給3億，1.5億也好」
唐家成稱，以現時英基學生人數及運作計算，屬校每名學生所獲

資助額遠低於直資中小學水平。如果有關資助額看齊，據推算，每
年津貼要額外增加3億元，「如果政府不能多給3億元，給1.5億元
也好。最起碼我們能爭取保留2.8億元津貼」。不過，唐家成稱，如
果獲政府增加資助，學費仍需要從多方面考慮，未承諾學費可減。
英基行政總監杜茵妮則表示，學校現時自我監察機制完善，有能

力提交財務報告、審計報告等予政府審查，相信能配合直資管理模
式。但她強調，監管不能影響學校課程發展以及師資培訓，這會削
弱學校獨特性及降低教學質素。

家長：轉直資易要求減學費
英基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鄭秀娟表示，家長同意英基轉為直資，認

為可加強監管，「學校管理問題千瘡百孔，高層又獨裁。轉直資
後，起碼要求減學費都較容易」。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指，近年政府曾批評英基管理和營

運方面頗混亂。而英基提出的條件似乎單方面有利於自身，相信教
育局在執行方面有一定困難。他認為，如果改以直資模式營運，政
府監管將更緊密，該校也不能再「自把自為」，是一件好事。

教局：資助理據須充分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一直有與英基就檢討交換意見，並確保現

有學生不受檢討影響。就英基要求增加資助，發言人表示，任何資
助必須有充分理據支持及長遠安排。當局期望英基展示如何配合政
府，及如何支援不同學生。對英基採用直資模式的建議，當局認為
英基與直資學校的理念和運作截然不同，故不能相提並論及比較。

英基12年來學費加幅
學年 小學學費 中學學費

1999/00 $45,100 $74,900

2000/01 $45,100 $74,900

2001/02 $47,300 $78,600

2002/03 $47,300 $78,600

2003/04 $47,300 $78,600

2004/05 $47,300 $78,600

2005/06 $47,300 $78,600

2006/07 $51,500 $82,600

2007/08 $54,300 $85,000

2008/09 $58,100 $89,250

2009/10 $58,100 $89,250

2010/11 $61,000 $93,000*

累積加幅 35% 24%

*註︰該校12至13級學費為94,000元，累積加幅26%。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左)、英基學校協會行政總
監杜茵妮(右)期望政府再撥3億元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英基表示，校方積極考慮以「仿直
資」模式，即以學生單位成本計算資
助，並接受政府監管。 資料圖片

■《明我
以德》由
跨世代港
大校友合
力創作。
左起：許
廷鏗、許
冠傑、謝
安琪及周
博賢。
港大供圖

■朱銘 中大供圖 ■何子樑 中大供圖

■余宇康 中大供圖 ■李和聲 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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