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除了課程及考試外，新高

中下畢業生出路及升學機制也是學界焦點。除了8大院校

及公開大學循大學聯招（JUPAS）收生外，自資院校學

位及副學位課程同樣有數以萬計考生報讀，但涉及逾20

所院校，程序繁複。有關方面去年雖宣布推出能轉發報

名申請的「E-APP」網上系統，但可為學生提供「一條龍」服務的統一收生機制，

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份提出聯合收生建議的自資院校直言，教

育局至今仍未設立「共同收生平台」時間表；對於逾千萬元開發成本如何籌措，亦

未有共識，未來3年難以落實，學生仍面對四處尋覓學位及名額錯配的窘境。

上年太遲推出「E-APP」今年升呢

籌千萬開發成本缺共識 教局未設「平台」時間表
自資院校統一收生 3年內難成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今年首屆文憑試大學聯招，由於8
大院校對不同等級分數換算及計
分制度大不相同，不少考生感到
混亂。考評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
匯報稱，會跟進有關事宜，以盡
量配合大學收生安排及考生需
要。而分數換算差異較大的理工
大學及中文大學，已先後表明會
就計分機制進行檢討，明年各院
校差距有望收窄，但不同院校以
及學院、學系間具體計分公式及
科目比重仍難以統一，升學專家
認為，應及早公布讓考生了解，
以為選科作好準備。

中大考慮跟隨其他院校
首屆文憑試聯招中，8大院校共

出現4種分數換算法，其中6所院
校把最高5**級以7分計，如此類
推，5*級作6分，5級至3級分別為
5分至3分，但部分院校對2級及1
級有不同演繹。理大及中大換算
方式較另類，5**級為6分，5*級
作5分，5級至1級分別以4分至0分
計。不過兩校早前已分別表示，
將就計分機制作檢討。中大明
言，樂意考慮跟從其他院校做
法，來年8大分數換算可望更趨統
一。

港大：統一計分有難度
儘管如此，港大教務長韋永庚指，更具

體細緻計分方法要統一實在有難度，「即
使是同一大學各學系、學院，計分法已經
大不相同，何況要統一各大學？」他又補
充，計分方法不同，其實並不影響學生公
平入學，考生應多留意各校計分公式。

理大：必須公開計分法
理大學生輔導網絡主任崔日雄指，各大

學入學計分法不一定要統一，但必須詳細
公開讓考生參考，以為選科作好準備。
「現在同學面對最大問題，是很難知道具體
收生準則，並與自己預期成績作比較，因
此院校應公開計分公式，愈詳細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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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憑試放榜後，不少成績中游考生為
「買保險」，湧到多所自資院校報名，不

但須多次繳付報名費，不同院校面試、取錄、
確認學位時間與安排各不相同，帶來莫大困
擾。有學生「漁翁撒網」，得到多所院校取錄
資格，但由於放棄學位決定需時，令部分院校
及學生於學額配對方面大失預算。
早在2010年，因應自資專上課程收生安排，

由多所院校組成的「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其
實已成立專責小組，並就聯合招生向教育局提
交報告，提出今年設立共同收生平台。教育局
隨後於去年宣布推出「E-APP」電子報名系
統，並稱會在「第二階段」增設為專上課程而
設的共同收生平台。

「第二階段」落實遙遙無期
不過「第二階段」落實卻似「遙遙無期」，

自資聯盟回覆香港文匯報有關進展時稱，報告
已交予教育局，聯盟角色被動，一切尚待當局
決定。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兼當年專責小組
召集人直言，局方近日雖有向自資院校查詢關
於優化「E-APP」系統的意見，但卻未有關於
建構新共同收生平台的信息，更遑論訂立明確
開展時間表。他批評指，該工作實在太慢，
「開發系統需1年，又要提早1年讓學生報名。教

育局現在仍未有計劃，即2013年、2014年都未
能推出，最快要2015/16學年才可使用」。

倡新平台仿JUPAS做法
陳卓禧強調，「E-APP」系統只具備「轉發」

功能，院校收到申請後如何處理、學額分配、
通知等其他程序仍是各有各做，與能提供「一
條龍」服務的統一收生平台，功能上有很大差
別；對學生來說也未算方便。他認為，新平台
應參照現時JUPAS做法，未來營運費用亦可從
報名費中「自給自足」，不過開發費用或需由
政府資助。

蘇偉文：短期難達共識
㞫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指，從學生

角度以至社會成本來看，開發新自資「共同收
生平台」有必要。而由於學生理應可獲多於一
個自資課程錄取，再選擇確認，收生流程會較
JUPAS更複雜，估計開發系統成本至少1,000萬
元。他又認為，現時政府並沒有政策管理自資
院校，費用不應由其負責；但院校間又可能有
「爭學生」利益衝突，很多技術問題要處理，
短期內較難達共識有效籌措開發經費，情況不
樂觀。他期望，自資院校及當局應多為學生㠥
想，加強溝通，並尋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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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文匯報就自資「共同收生平台」進
展向教育局查詢，發言人未有正面
回應，只指出經諮詢持份者及進行
檢討後，上學年首次推出的「E-APP」
系統，將繼續參照現行模式運作，
但局方會提升系統功能，預計今年
稍後時間可推出新一輪網上報名服
務。有升學專家表示，當局推出
「E-APP」是成功第一步，應盡快落
實「共同收生平台」，才能更方便學
生報名，以及簡化院校繁複的收生
程序。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經諮詢持份

者及進行檢討後，「E-APP」今學年
會繼續參照現行模式運作，但當局
會提升系統功能，預計今年稍後時
間可推出新一輪網上報名服務。

學友社：是成功第一步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

寶城指，「E-APP」能以同一平台報

讀多所院校，甚至可讓院校提早面
試，是成功第一步。不過他認為，
上學年「E-APP」推出時間太遲，
「教育局2月至3月才宣傳，很多同學
已離校，並集中火力準備文憑試，
對『E-APP』用途未能深入了解」。
不少人於截止日才報名，造成網絡
癱瘓情況。他稱不同院校收生時
序、做法仍有很大差異，「共同收
生平台」能進一步簡化各程序，對
考生幫助更大，希望盡快落實。

■「E-APP」系統今學年會提升功

能。圖為「E-APP」首推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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