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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見本地多
所大學科研成果卓越，財政預算案亦提出透過創
新及科技基金，以實報實銷形式向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及城市
大學6校提供為期3年最多7,200萬元資助，支持技
術轉移部門把科研成果商品化。

採實報實銷 可聘請專才

曾俊華於財政預算案特別提到，目前本地大學
科研具有高水平，不少人員更屢獲殊榮，如去年
就有56位香港科學家獲國家科學技術部納入「國
家科技計劃專家庫」，能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
編制及評審工作。而為了進一步推動技術轉移，
把研發成果發揮經濟效益，政府會於未來3年為6
大各提供最多1,200萬元資助，支持技術轉移部門
處理科研成果商品化工作。有消息指，資助可供
院校聘請法律及市場人才，以配合科研專利註冊
及市場化工作，也可用於推廣展覽及出差支出，
預計會採用實報實銷形式。

中大已獲批逾百項專利

港大對政府撥款資助大學研究成果轉化
表示歡迎，但指還要待政府進一步公布細
則再作詳細研究。中大則稱資源可鼓勵大
學開展更多創新和跨學科知識轉移項目，
以回饋社會。以中大為例，過去3年成功獲
批逾100項專利，並成功把數十項科技授權
業界，開發技術及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本年度

財政預算案中，教育經常開支高達630億

元，繼續成為整體政府開支最大部分。其

中，政府將為多個獎學金計劃注資5.2億

元，以提升本地師資培訓水平，包括首次

投入4.8億元設立「傑出學生海外教師培

訓獎學金」種子基金，資助有意投身本地

英語或幼兒教育的港生，前往英、美、澳

等名校修讀課程，每人每年最多可獲30萬

元，學成後須任教至少兩年，詳情9月公

布。

新一屆財政預算案中，教育經常開支增加23
億元至630億元，佔整體開支21.6%。不

過，如把非經常開支一併計算在內，教育整體開
支將微跌9億元至769億元。

名額共20個 未必「用盡」

為吸引優秀人才投身教育行業，政府今年推出

「傑出學生海外教師培訓獎學金」，政府將於特區
獎學金注資4.8億元作種子基金。若按年息5%計
算，每年可提供約2,400萬元作為獎學金。該獎
學金是政府首次因應特定準教師群組而設，以
資助他們前往海外知名學府升學，但申請者須
自行考取學位，每年名額共20個，不過未必

「用盡」，每人每年資助上限為30萬元，包括學
費及生活費。當局會為申請者進行面試，以成
績及大學課程作甄選。據了解，「海外知名學
府」定義是─當局會邀請學者及其他人士組成
委員會，參考國際排行榜、教學質素等多個因
素而決定。

申請者必須為香港永久居民，文憑試或其他學
制如國際文憑（IB）等學生均可，條件是學業傑
出而將來有志從事英語及幼兒教育。申請人可申
請修讀學位課程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PGDE），
最快2014年升讀大學的學生可申請。未來或加入
其他科目。

獎學金得主畢業後，須回港出任政府資助學校
的教師，服務官津、直資或學券制下的幼稚園，
但不包括私立、國際學校、英基或補習社，執教
年期要等同其海外學位修業年期，至少兩年。

該計劃不會審查學生資產，但會要求他們填寫

擔保人。倘若受惠者將來不履行協議，學生或擔
保人要繳回全部學費。不過，如果受惠者回港後
未能成功入職，教育局會酌情處理。

皇仁生期望 修科不設限

去年產生2名文憑試狀元的皇仁書院，有學生
接受訪問時表示，「教2年書不錯，可以造福人
群」。有學生認為，獎學金不應限制修讀科目，
認為如果可選法律、醫學等會更吸引。

教統會讚供港長遠動力

教統會主席鄭慕智表示，對預算案增加教育開
支表示歡迎。他對政府為教育界預留630億元感
到十分高興，欣賞政府以不同措施提高人才質
素，為香港發展提供長遠動力。不過，教聯會主
席黃均瑜表示，預算案對於加大幼稚園學券、中
小學教師學位化及大學資助學位不足等問題「隻
字不提」，感到非常失望。

鄭慕智又指，「傑出學生海外獎學金計劃」對
教育界助力不大，「他們學歷優秀，多出路，即
使做得幾年，也未必長時間留在教育界」，不如
把4.8億元用作「一校一行政主任」，讓教師不用
費神在行政工作，專注提升教學質素。

■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案時表示，政府將繼續大力扶植新興產業和中小企業。圖為科研中小

企駐紮的香港科技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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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億助準教師海外進修
每人年獲最多30萬 學成後須回港任教至少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是國際都會，良好的兩
文三語有利增強個人競爭力。為了加強香港市民各方面的語文
培訓，預算案將向語文基金注資50億元，協助不同團體舉行各
樣語文教學及推廣活動，包括學校活動、教師培訓等，當中亦
包括支援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

助港師教非華語童中文

語文基金自1994年成立以來，政府曾先後6次注資共35億20
萬元。截至去年12月底，只餘下約1.13億元。政府消息人士
指，餘下資金實在不足以推動長期計劃，如教師短期沉浸式課
程、校園學生支援或職業語文推廣等，故今次決定注資50億
元。據了解，基金將協助本地教師，修讀外地「中文作為第二
教學語言」課程，以協助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當局正與本地
大學商討合作細節。

程介明鄭慕智表示歡迎

專門就語文基金運用提供意見的語常會，主席程介明指，語
文教育屬教育根本，對政府注資表歡迎。語常會將與不同界別
合作，確保基金運用得宜，提高香港師生語文水平。教統會主
席鄭慕智亦認同此舉能提升港人兩文三語水平，增加香港國際
社會競爭力。

語文基金獲50億 推教學培訓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於特殊教育需要（SEN）
學生的支援，預算案提出向特區政府獎學基金及自資專上教
育基金共注資4,000萬元，及每年向100位SEN大專學生各頒發1
萬元獎學金，鼓勵他們於學業及其他方面追求卓越。另政府
計劃向職業訓練局每年增撥1,200萬元，協助職訓局屬校加強
對SEN學生的支援及輔導。

SEN學生較一般人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克服學習困難，能成
功升讀大專更是難能可貴。上學年，全港有近500名SEN學生
入讀副學位及學士課程，政府有意向政府獎學基金及自資專
上教育基金各注資2,000萬元，以設立獎學金，表揚其中表現
出色者，預計每年有100人獲獎，每人可獲1萬元。

撥1,200萬助VTC購教具

此外，由於職訓局SEN學生由2006年200多人倍增至本學年
約500人，政府也會每年撥款1,200萬元，讓其為SEN學生購買
所需儀器和學習用具、提供心理和學生輔導，以及加強教與
學支援。職訓局對此表示歡迎。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主席顏姜惠蓮認為，預算案對SEN
學生的關顧是好事，但強調當局應更全面加強SEN學生支援
配套，亦應確保資源用得其所，以真正幫助有需要學生。

4,000萬獎學金助SEN大專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除了學生教育層面，財政預算亦
提出更宏觀的支援人才培育措施，包括向僱員再培訓局注資達
150億元，以支持該局長期工作，協助失業、待業及在職人士提
升就業技能。政府消息人士指，再培訓基金仍有結餘約22億
元；注資後總款額會超過170億元。再培訓局稍後將召開會議，
研究投資形式及方向，希望撤銷外傭徵款後，收益能應付每年
約8億元的再培訓開支。

13萬課程學額 已預留資源

上月施政報告提出撤銷外傭徵款，令再培訓局失去主要財政
來源，政府遂於預算案中直接向其注資，以提供持久而穩定的
財政支持，支援該局長期發展。現時再培訓局與100多個培訓機
構合作，為失業、待業及在職人士提供培訓，協助他們轉型，
以踏上不同的行業階梯。2013/14年度，再培訓局將提供13萬個
課程學額，並已預留資源；另外可提供4萬個備用學額，應付調
撥學額要求。

職業資歷認可方面，政府將每年撥款1,000萬元，支持資歷架
構下19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工作。該撥款將用於設立獎勵計
劃，讓出色從業員到外地學習、設計行業所需培訓課程等。

另一邊廂，為了推動終身學習，預算案把個人進修開支扣除
額上限由6萬元增至8萬元，預料6,000人受惠，涉及1,000萬元。
而應屆畢業、借取學生資助貸款的大專生，也可延遲一年開始
還款，減輕他們畢業初期的財政負擔。

150億注資培訓局 支援育人才轉型

■預算案提出向語文基金注資50億元，進行語文教學及推廣活動，當中包括支援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圖為年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探訪非華裔學生。 資料圖片

■獎學金申請其中一項條件，是將來有志從事英語及幼兒教

育。圖為香港幼稚園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傑出學生海外教師培訓獎學金」資助20名港生到海外知名

學府修讀英語或幼教課程。圖為牛津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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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投資教

育，可以令個人以至整個社會的知

識水平提升；通過技能培訓，我們可以

讓所有人都具備自力更生的條件，靠自己

改善生活，實現理想。

6大獲7,200萬推動科研商品化
財 政 預 算

撥5,000萬購藏港視藝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化創意產業

是獲看好的新興行業之一，政府為培育本地藝術
家，推廣視覺藝術發展，在昨日公布的財政預算
案宣布，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款5,000萬元，購
藏本地視覺藝術作品及委約本地視藝家為公共藝
術創作，以提高本地藝術家知名度，並預留7,100
萬元予博物館更新永久展品。

為港藝術家安排公開展覽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宣讀預算案時建議，額
外撥款5,000萬元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購藏本地
視覺藝術家優秀作品，並委約他們為公共藝術計
劃創作，作公開展覽，藉此提高本地藝術家知名
度，把他們的作品帶到藝術市場。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指，康文署每年視乎財政狀

況購藏本地視覺藝術作品，金額由每年百多萬至
數百萬不等，數字不太穩定，5,000萬元撥款能令
康文署擁有充足資源。被問到撥款會否推動本地
視覺藝術品價格上升，或購入的藝術品質素下
降，消息人士則表示，是次撥款目的是要令康文
署購買藝術品或推行藝術計劃時擁有更大靈活
性，並不會要求康文署在指定期限前用完。康文
署運用撥款時會按一貫機制諮詢專家顧問，故此
不擔心出現有關問題。

預留7,100萬更新永久展品

曾俊華又宣布，會預留7,100萬元供博物館更新
永久展品。消息人士解釋指，科學館和海防博物
館都有計劃更新長期展覽品，海防博物館更新計
劃預算約為3,000萬元；科學館則有2個長期專題

展覽須更新，預計每個專題展覽要用2,000萬元。
他續說，由於更新展品策劃工作需時，預料數年
後才能向公眾展示新展品。

建視藝展覽活動中心

另特區政府2010年宣布，位於北角油街的前皇
家香港遊艇會會址藝術場館，將改建成視覺藝術
展覽及活動中心。

財政預算案中也提到，改建工程正在進行，將
以視覺藝術展覽及活動中心面目示人。消息人士
補充指，預料展覽廳今年5月能開始營運，中心
今年9月底全面開放；並指中心設有工作室、室
內及室外展覽廳，專注為年輕視覺藝術家提供創
作、交流場地，不會以出租場地形式協助藝術工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