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力壓英美名校居首位
QS最佳求學城市排名榜以院校排名、

學生國際化程度、經濟負擔、生活質素及
僱主評價5大項目來衡量，每個項目的佔
分比例相等，並再細分為12個評分準則。
排名榜的首50名中有20個都是歐洲城市，
以巴黎居首，倫敦及波士頓緊隨其後，澳
洲則「爆冷」成為唯一一個國家有兩個城
市排名10大，分別為第4位的墨爾本及第6
位的悉尼。亞洲方面，除打入首20名的新
加坡、東京及香港外，尚有7個城市位列
首50名，包括韓國首爾(23位)、北京(28
位)、台北(34位)、上海(39位)、吉隆坡(44

位)及曼谷(49位)。

院校僱主評價排名傲人
香港多間院校世界大學排名

高企，較新加坡表現似更為出
色，不過作為「求學城市」卻
顯得遜色。關於香港的具體得
分，QS回覆香港文匯報的資料
顯示，於院校排名及僱主評價
兩分項中香港都取得傲人的分
數，以100分為滿分，分別取得
93分及92分，學生國際化程度
也有74分，成績亦不俗；不
過，於經濟負擔(Affordability)及
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ving)卻分別只得42分
及50分，成為這次排名偏低的主要原因。

對是次排名，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
張民炳直言，香港生活成本較高，令學生
經濟負擔較重實很難避免，但他亦認為，
政府及院校可以重新檢視資助制度，為學
生提供更多支援。張民炳又指，在國際化
方面香港亦有改善空間，「以往院校集中
向內地生宣傳，其實現在應多向美國、歐

洲等地宣傳，讓他們來港求學，令香港校
園真正有國際薈萃的情況。」

教授倡增宿位減非本地生負擔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

授吳迅榮則指，居住問題是香港高等教育
其中一個重點挑戰，有需要興建更多學生
宿舍，此舉可望避免非本地生支付高昂租
金卻只能租住環境較差的㜜房，一招便能
改善經濟負擔及生活質素的問題。

QS最佳求學城市排名榜
全球排名

1 巴黎

2 倫敦

3 波士頓

4 墨爾本

5 維也納

6 悉尼

7 蘇黎世

8 柏林

8 都柏林

10 蒙特利爾

亞洲城巿全球排名

12 新加坡

19 香港

19 東京

23 首爾

28 北京

34 台北

39 上海

資料來源︰Quacquarelli Symond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理大專院推「預先報名」 優待「雙重遴選」

港生研「光化霧影」助巴士商場降溫北區建新小學
料2016年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思諾）北區小學學額
不足情況日趨嚴重，教育局昨日宣布，上水清
河村已預留的教育用地，將興建一所設有36個
課室的小學，預計在2016年完成，共提供900個
學額。教育局發言人又強調，除了此建校項目
之外，在北區再沒有其他建校項目。

清河建校接受辦學團體申請
一批北區區議員日前投訴指，教育局無積極

解決北區學額不足問題，當局於2009年本已預
留上水清河村作教育用地，但至今上址仍是爛
地，未見動工跡象。教育局發言人昨回應指，
建築署在去年已完成該建校項目的技術可行性
研究，現時建校項目仍未分派予辦學團體，當
局將以公開競逐形式進行校舍分配程序，有興
趣的辦學團體屆時可提交申請。直至目前為
止，該建校項目的進度符合工程計劃的時間
表。

北區區議員藍偉良指，政府曾承諾於2014年
落成清河村新校，現時拖至2016年，「我們唯
有接受，始終有好過無。」他又指，建新校只
是長期的方案，當局應盡快制定短、中期措
施，以紓緩北區學額迫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

熙）香港空氣污染問題嚴重，
尤其夏天站在巴士站候車，又
熱又焗令人倍感難受。有港生
靈機一觸，發明「光化霧影」
超聲波霧化器，利用超聲波製
造涼爽空氣，幫助四周環境降
溫。負責研發的學生希望，將
來產品可裝置在全港的巴士站
及商場，讓市民有更優質生
活。

用超聲波製造涼爽空氣
「光化霧影」超聲波霧化器

是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9
位工程系三年級生的畢業作
品。整個裝置設計以「環保」
為主題，配置太陽能板發電，
並設有雨水收集系統，以提供

「霧氣」原材料，成本近1,500
元。

據介紹，霧化器設計成圓柱
體，底部的超聲波發射器會把
水分打成霧氣，並由頂部的抽
氣扇把霧氣「捲出來」，中間經

過頂部隔塵網及紫外光照射系
統，消除塵埃及細菌，令出來
的霧氣涼爽又乾淨。學生代表
鄺建宏指，「為加強抽風效
果，我們在圓柱體四側㜚出幼
長空隙，利用氣體力學原理，
令霧氣被『捲上去』時形成小
型龍捲風，視覺效果更佳」。

「龍捲風 + 霧氣 = 降溫 」
鄺建宏表示，原先他們的學

員只因學校快將舉行開放日，
「希望借機會展示本校的作品
特色」，沒有甚麼既定的研究
方向。後來一眾組員思考時，
靈機一觸，突然想到「龍捲風
+ 霧氣 = 降溫 」的意念，覺
得非常有趣，於是㠥手研發。
從構思到完成製品，過程共約
數月。由於一眾學員忙於考
試，故未有深思申請專利問
題，「我們暫時肯定的是，希
望有關產品未來可以推廣至巴
士站及商場，實質上改善市民
生活」。

經濟負擔生活質素遜星 失亞洲一哥地位
香港東京並列19
QS最佳求學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任智鵬) 位
於清水灣的香港科技大學雖然景色宜人，但
較遠離市區，交通略為不便，在繁忙時間更
是小巴座位難求。為應付來年大學雙軌制，
學生人數倍增，校方決定多管齊下解決交通
問題，包括自設專線巴士疏導繁忙時間的人
流。新安排前日正式運作，未來班次將加倍
至12班。校方指接駁巴士將收取等同小巴的
車費，但校方仍有可能要補貼有關開支。

科大校長陳繁昌與管理層昨與傳媒茶敘，
陳繁昌透露，科大地處位置偏遠，來往巿區
與科大的公共交通工具有限，在上學的繁忙
時間情況尤為嚴重。

將軍澳鑽石山設站
面對新學年學生人數急升，陳繁昌指，校

方已和巴士公司及運輸署商討增設巴士及線
路的問題，科大也會自設專線巴士，在將軍
澳及鑽石山接載師生回校。校巴每輛可載50
多名乘客，與小巴同樣收費6.2元，在每天上
午8時至9時及下午6時至7時各有3班，已於前
日投入務服，新學年將倍增至12班。

向三育中學借用宿舍
在學生入宿問題，科大現正興建第八座及

第九座學生宿舍，最快明年1月完成，屆時將
會提供700個宿位；另校方會向三育中學借用
宿舍，並會租村屋供學生居住。

據了解，科大商學院大樓及高等研究院大樓均已平
頂，預計下年9月可供使用，副校長（行政）黃玉山表
示，若有延誤，科大也有另外800個位的課室作應變。
膳食安排方面，為了疏導人流，校方將增設餐廳，未
來幾日更會設立清真食物中心，以符合不同學生的需
要，另會在午膳時間安排車輛接送教職員到附近市區
用膳。

談到學校未來的發展大計，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
教育）李行偉透露，科大將致力推動研究及與內地的
合作，其中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將會展開飛機工程的
合作研究項目，學生未來有望參與有關研究或選讀有
關科目。科大還打算將科研成果帶到珠江三角洲，包
括在南沙建立智慧綠色建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昨天2月14日情人節，
科大陳繁昌校長卻與身在美國洛杉磯的太太分隔兩地
未能相聚，不過，他亦早已託友人在異地訂購鮮花，
準備給太太送上意外驚喜。由於洛杉磯較香港慢16小
時，情人節今日仍未過去，陳校長將透過即時網上視
像與太太相聚，擅於彈結他的他更笑言，考慮親為太
太彈奏「㜌歌」以傳情達意，「說不定連鮮花也可省
去呢。」

情人節向記者派心形甜品
科大情人節在校長府舉行的傳媒聚會，可說是情意

氾濫，除現場的心形㝃喱、心形湯圓、心形蛋糕等食
品外，大會更向每位到場記者派發心形的法式馬卡龍
(Macaron)甜品。而陳校長亦不忘與記者分享如何歡度
佳節，關於為太太準備的鮮花，為保神秘他未有透露
具體數目，但卻豪言「No Budget」(沒有預算)；雖然只
能經網絡相聚，陳校長亦花盡心思，當有記者提起其
結他造詣，他即笑言會考慮為太太送上其直播演奏，
作為情人節的心意。

科大校長陳繁昌
網奏㜌歌送太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思諾）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
會昨日通過文憑試精簡校本評核安排。在新學年，中
文科的選修單元呈交分數的次數，由3個減至2個；通
識科則由6次減至4次。在2013/14學年，中史、歷史、
生物、化學、物理、科學及視藝的校本評核亦會精
簡；原定於2014年至2016年分期推行校本評核的11個
科目，劃一延至2016年才全面推行。至於數學科，當
局仍未定下校本評核的時間表。

減輕師生工作量 不影響學習
考評局表示，為了回應學界訴求和減輕師生工作

量，將簡化校本評核安排。去年10月，考評局已先後
向學校、課程發展、科目專家及不同教育專業團體作
兩輪諮詢，收集意見後提出精簡方案。考評局強調，
各項簡化措施是按照不影響學生學習、配合課程及評
核大綱的要求和不影響學與教等原則制定。

文憑試精簡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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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國 際 高 等 教 育 資 訊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今日公布首

屆「QS最佳求學城市排名榜」(QS

Best Student Cities Rankings)，首

10名中有6名均屬歐洲城巿，法國

巴黎更力壓名校林立的英國倫敦及

美國波士頓，位列全球之冠。香港

近年雖於世界大學排名屢創佳績，

但卻於生活成本負擔及生活質素評

分表現欠佳，僅與東京並列排第19

位，而「亞洲一哥」之位，也失落

給排12的新加坡。有專家及學者

指，香港有需要增建更多宿舍，以

減輕學生經濟負擔及改善其生活環

境，長遠提高教育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踏入「雙軌年」，大
學學位競爭激烈，連帶副學位亦「爭崩頭」。香港理
工大學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新學年將維持收生4,000
人，校方預期新舊制畢業生報讀人數將較去年倍增
至2.8萬人。為鼓勵學生及早申請，學院設有「預先
報名計劃」，凡於1月中至5月20日期間報名者可獲

「雙重遴選」機會，其中2,000名學生將率先於放榜前
獲「有條件取錄」，其餘學生會自動進入放榜後的遴
選機制，成績相若下，預先報名者可獲優先取錄。

料「雙軌年」報名倍增至2.8萬人
香港專上學院於今年將設36個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課程，較去年增加1科，以往的會計及財務將分拆為
兩個獨立科目，全院合共提供4,000個學額，新舊制
學生各佔一半。根據去年經驗，學院收到1.4萬人申
請，院長梁德榮預料「雙軌年」報名人數會倍增至
2.8萬人。

為鼓勵學生及早申請，學院續推「預先報名計
劃」，學生若在5月20日或之前報名，其中5,000人將

獲邀於5月至6月期間面試，校方將率先於6月放榜前
向2,000人發出「有條件取錄」，學生放榜成績若符合
要求，即可辦理註冊入學。

未被取錄自動加入第二輪遴選
至於未被取錄的學生，放榜後的成績會自動加入

第二輪遴選，若成績相若，校方將會優先取錄參加
「預先報名計劃」之申請人。學院副院長兼招生事務
總監洪國華呼籲學生提早報名，增加升學機會。

洪國華指出，學生現時已可透過教育局專上課程
報名平台或學院網址報名，費用為150元，可選3
科。獲取錄的學生需於放榜後5日內繳交5,000元留位
費，大學聯合招生公布後，學生亦可於3日內提出退
還留位費，校方將收取200元行政費。

機械工程文憑學費升幅達18%
就學院今年的學費平均加幅為3.8%，2年學費合共

98,000元至123,000元不等，其中以機械工程高級文憑
被指升幅最高，幅度達18%。院長梁德榮解釋，學生

選讀理科將被要求加修相關的理科科目，而學費以
每學分1,640元計算，每科算作3個學分，上述18%的
升幅，是以最多加修5科計算，但他估計學生普遍只
會加修約2科。

■香港今次剛好擠上首20位之內，但若不多招攬海

外學生，恐怕來年會排名下降。 資料圖片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院長梁德榮（左）及副院長兼招

生事務總監洪國華昨介紹學院的收生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 自 封 為

「G5」的5位

科大管理層齊

齊 慶 祝 情 人

節。校長陳繁

昌(左3)。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 攝

■為了疏導繁忙時間的交通，科大設立專線巴士，自

己開闢一條路線讓學生上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多位工程系三年

級生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光化霧影」超聲

波霧化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 霧 化 器 用

太 陽 能 板 發

電 ， 並 用 收

集 回 來 的 雨

水作「霧氣」

原 材 料 ， 合

乎 環 保 理

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香港在院校排名及僱主評價方面都取得

傲人的分數，但沉重的經濟負擔及低落的

生活質素卻嚇怕海外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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