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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負責評審各
級自資學術及職業課程的香港學術及職業資
歷評審局，近日發表2011/12年度年報。配
合三三四新學制推行，該局年內完成47個學
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評審，其中17個為非本
地課程。隨 所收取的評審、諮詢及顧問費
增加，學評局年度總收入達7,392萬元，較
前一年大增1,200多萬元，錄得盈餘1,379萬
元。

評審47課程 涉學科廣泛
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學評局2011/12

年年報，報告載列該局2011年4月至2012年3
月工作；該文件隨後上載至該局網頁。因應
新學制中學畢業生升學需求，處理各級自資
課程評審成為學評局年內重要工作。報告
指，去年該局接獲的學術評審申請持續增
加，涉及學科更廣泛。除了主流的商業管
理、語文、社會科學及媒體藝術外，新興學
科評審申請如健康科學、藥劑學、工程學、
環境學等也有增加。總體而言，該局年來完
成47個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甄審及覆審。

至於財政方面，學評局年內收入大幅增加
1,200多萬元，主要增幅來自評審費及諮詢
顧問費。扣除該局6,013萬元支出，其年度
盈餘達1,379萬元，較前一年1,033萬元多逾
三成。

大學宿位增6500  料可紓緩窘況

世襲位「蠶食」1200派位額

上水借位借到沙頭角 北區家長遷居黃大仙避競爭
跨境童湧到屯門
小一跨網派增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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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港大宿位不足情況最嚴重。圖為港大去年新入

伙的龍華街宿舍。 資料圖片

■上水80校網今年要向大埔、粉嶺、沙頭角等地借達219個學額。圖為

80校網去年派位放榜情況。 資料圖片

■廖子良指，相信派位選

校後要跨區的學生將會更

多。 資料圖片

■跨境童持續增加，更多

人選擇從深圳灣口岸到屯

門區小學上學。圖為學童

經深圳灣口岸上學情況。

資料圖片

■理大在尖沙咀山林

道租用舊樓，供自資

全日制非本地碩士生

作宿舍。 資料圖片

跨網借位情況
地區及校網 2013借位數 2012借位數 變化

元朗東74網 272 198 +74

屯門東71網 247 0 +247

上水80網 219 230 -11

九龍城41網 216 230 -14

荃灣62網 216 58 +158

觀塘48網 96 72 +24

尖沙咀31網 44 0 +44

沙田91網 34 0 +34

北角14網 24 0 +24

元朗西73網 23 0 +23

總數 1,391 788 +603

註：其餘校網小一額能應付需求，不需向外借位

資料來源︰教育局《各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部分家長均

希望年幼子女不用跨區上學，以便照顧，但因今年

升小人數激增逾4,000、跨境童持續湧港升學，導致

在即將開始的小學統一派位階段，多個地區都要向

其他校網借位。全港跨網學額總數由788個急升

76%，至近1,400個，年幼學生跨網派位及上學情況

將會惡化。上水80校網便向粉嶺、大埔等地借位逾

200個，今年區內學生或會首次派位到沙頭角。而學

額迫爆情況也蔓延至其他鄰近邊境的地區，去年

「零借位」的屯門東71校網，今年突然要向他區借取

247學額，以滿足升學需求。有屯門區校長大嘆跨境

童衝擊已超越鐵路沿線「湧到埋 」，有北區家長索

性遷往黃大仙，以避免升學競爭。

教育局昨日出版的《2013年度統一派位各小一學校網選校
名冊》顯示，今年多個校網均出現學額緊張情況，要向

鄰近校網「借位」。取錄大量跨境童的上水80校網首當其衝，
其841個統一派位學額中，逾四分之一共219個都是從附近3個
校網借來，其中8個學額首次「登陸」沙頭角，但更多是跨區
到大埔上學。鳳溪第一小學校長廖子良表示，這只是「帳面
數」，區內升小生實際數目逾3,000，即使連同之前的自行分配
學位，仍欠數百個學額，相信派位選校後要跨區的學生將會
更多。

爆學額緊張「連鎖效應」
《名冊》資料又顯示，跨境童來港升學衝擊已進一步蔓延

至元朗及屯門等接近邊境的地區。元朗73及74校網要向天水
圍借取295個學額；屯門東71校網更因鄰近深圳灣，由去年

「零借位」劇增至今年要向外借取247個小一額。另其餘多個
校網也出現學額緊張「連鎖效應」，如北角14校網、尖沙咀31
校網、沙田91校網等，去年學額都能完全自給自足毋須借
位，但今年卻要向外借取24個至44個學額不等。（見表）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曾嘉麗表示，近年上水、大埔等地
區收生情況顯示，跨境童已越跨越遠超出鐵路沿線，「跨境
童家長當然希望越近他們居住點越好。而屯門和深圳灣這麼
近，所以影響已經湧到來我們這區」。她又表示，學校照顧跨
境童往往要付出更多資源，如開通長途電話服務、多聘保姆
等，「部分學生其實不懂廣東話，師生都要適應，但在這方
面政府卻沒有照顧」。

北區家教聯會永久會長張淑娟稱，有見近年跨境童越來越
多，區內學額難求，有家長索性遷往黃大仙，避開升學競
爭。至於讓學生跨區到沙頭角上學，她表示這比跨區到大埔
要好，「雖然上水去大埔看似很近，但其實大埔的學校很多
都不近鐵路，接送並不方便，每月校巴費高達1,000元；反而
沙頭角更近」。

學額分配與住屋有落差
至於多個市區校網亦出現跨網借位情況，津貼小學議會主

席冼儉偉認為，這除了因為學童增加外，亦與學額分配與住
屋出現落差有關，「例如北角有新的屋苑，但附近卻無相應
增加學校，所以要借少量學額亦不足為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雖然小
學每年一般只能把一半學額用作自行分配學
位，但受到父母在職及兄姊在學必須取錄的

「世襲制」影響，實際不少學校均要在有關
階段錄取更多學生。今年就有223所學校派
出的「世襲位」多於原定指標，令全港共有
約1,200個統一派位學額因此被「蠶食」，較
去年918個多，更創下近年新高。

223校派「世襲位」超標

現時升讀小學機制規定，如果升小生兄姐
於該校就讀，又或在其父母在校內任職，學
校就必須取錄該學生，故這些學額亦被稱為

「世襲位」。今年《選校名冊》顯示，全港223

所學校派出的「世襲位」多於原定指標，其
中34所小學更多收10個至26個學生。部分學
校只餘下約三成學額供分區統一派位之用，
包括上水的聖公會榮真小學、葵青區的聖公
會仁立小學、油 地天主教小學等。

另一邊廂，有部分學校在自行分配學位階
段錄取人數極少。7所學額逾百的學校，於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只錄取6人至9人。換言
之，逾九成學額仍然懸空。

今年小一統一派位選校，將於本月19日至
20日進行。而未能獲得自行分配學位，又或
者只準備參加統一派位的申請者，可於上述
時間前往所屬校網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
續，結果將於6月1日公布。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CS）旅遊及款待服務

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學生陳愷瑩、陳楚瑤、李雋晞及李韻

琪組成的隊伍「Triangle」，構思出漫畫紙巾及設置漫畫

主題洗手間，以推動本地動漫畫業發展。有關計劃書在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主辦的「第六屆

ACCA商業策劃大比拼（大專生組）比賽」中，於約400

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最佳商業計劃書」

及「最具人氣隊伍」獎項；隊員陳楚瑤奪得「最佳表現

獎」。得獎學生（左起）陳楚瑤、陳愷瑩、李韻琪及李雋

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中大SCS生商業策劃賽奪冠

剛畢業投身職場，如
果 不 留 意 英 語 正 確 用
法，很易鬧笑話，甚至
闖禍。有一則趣聞是這

樣的──有一天，剛獲聘的畢業生跟大家開會，上
司 大家翻開文件「go through」（仔細閱讀/先看）
一次，那位畢業生竟在會上高呼大叫，各人頓時鴉
雀無聲。於是身邊同事細問，發現原來這位職場新
丁以為上司叫他們「高呼」一次，所以才做出這滑
稽舉動。這趣聞不知孰真孰假，但在職場上，中英
夾雜式溝通常見，只要小心聆聽及理解，就不會作
出錯誤反應。

請上司重簽錯寫「resign」

又有一天，這位職場新丁把上司已簽好的文件交
往行政部門，但因文件內容有修改，需上司加簽作
實，於是新丁再把文件交給上司，並在簽名位置提
示上司寫道：「Boss, please resign.」（上司，請辭
職）。上司看到後，當然勃然大怒。「Sign」是指簽
名，但當加上詞首/前綴（Prefix）「re」之後，就變
成另一意思，解作「辭職」。主角應是把「re」放在
錯誤位置了。雖然「re」放在「do」前面可解作

「redo」（重做），放在「cycle」（循環） 前面解作
「recycle」（回收/再用），放在「structure」（架構）
前是指「restructure」（架構重組），但要當心不是每
個動詞或名詞前都可加上「re」。

再者，千萬不要誤會「repeat」（重覆）可分開為
「re」及「peat」又或是「report」（報告）可以變作

「re」及「port」，因為這兩個字本身是不可分拆
的。

誤「pass away」為「經過」

有時候，即使英語文法完全正確，但用於不適當
環境，亦會令人尷尬。例如一位外籍客人問侍應，
有否見過他的小女兒經過，侍應回答說：「Yes, she
just passed away.」，頓時令外籍客人發呆了，因為

「pass away」解作「離世」；侍應意思應是「pass by」
（經過）。經理花盡唇舌解釋，才令外藉客人明白是
侍應錯用英文字詞，實屬誤會一場。

不過，職場人士也不用過分擔心，只要小心謹記
英文字詞用法及句子，便可掌握基本溝通技巧，足
以照顧客人需要。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辦事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go through」文件變「高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
的大學宿位供應一直緊張，教育局最新
資料顯示，2012/13學年8大院校共有逾
5.6萬名學生申請宿位，僅約3.3萬人獲
派宿位，成功率不足六成。香港大學情
況最嚴重，成功率低於四成。面對2.3
萬名「無宿住」的大學生，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回應指，連同剛竣工、興建及規
劃中的宿舍，未來會再額外提供6,500
個宿位紓緩現況。當局會繼續物色適合
土地及鼓勵院校自行應付增設宿位，但
暫時無意為院校附近的租屋及租金情況
進行調查。

吳克儉昨日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
問的文件顯示，本學年8大共提供
33,566個宿位，其中27,427個是公帑資

助宿位；另外6,139個屬私人資
助及臨時宿位。根據現有政策，
8大院校一般應向所有公帑資助
本科生提供1年住宿；非本地
生、研究課程研究生及交通時間
長於4小時的學生也應獲分配宿
舍，本學年有關部分的需求便達
34,319個，但現時連同供交換生
的宿位亦只得3.3萬個，遠未追上所
需。至於其他有意申請入宿的學生，今
年8大共有56,014人，當中只32,959名學
生成功，比率僅58.5%；其餘23,055人
只能自行想辦法。

港大宿位不足最為嚴重

8大院校中，以港大宿位不足情況最

嚴重。該校目前提供6,186個宿位，
15,848個申請學生中，最後只有6,106人
成功入宿，失敗者達9,742個，成功率
僅38.5%。

夥教資會續物色新土地

吳克儉又指，8大目前剛竣工及興建
中的宿舍，以及7項規劃中的宿舍工

程，亦可再額外提供1,733個及4,820個
公帑資助宿位，進一步紓緩問題。他表
示，當局會與教資會繼續為院校物色新
土地，又鼓勵院校改建現有建築物或在
校內建新宿舍，也可用創新方案如租用
私人住宅單位回應需求。不過，當局暫
無計劃對院校附近地區的租屋及租金進
行調查。

8大宿位
院校 所有宿位* 資助宿位 申請宿位人數 成功人數 宿位

需求# (包括自資課程 落空人數
學生及交換生)

城市大學 3,648 4,497 6,322 3,628 2,694

浸會大學 2,333 2,422 3,845 2,331 1,514

嶺南大學 2,234 1,300 2,385 2,102 283

中文大學 7,275 7,039 10,667 6,927 3,740

香港教育學院 2,281 2,000 3,031 2,256 775

理工大學 5,025 5,137 6,226 5,025 1,201

科技大學 4,584 4,722 7,690 4,584 3,106

香港大學 6,186 7,202 15,848 6,106 9,742

總計 33,566 34,319 56,014 32,959 23,055

*包括約2.7萬個公帑資助宿位及6,000多個私人與臨時宿位

#只計算現行政策下政府資助課程，需求以本科生三/四年一宿計。而研究課程學生、非本

地生及交通時間逾4小時的本科生均可入住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