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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童入讀深幼園
年享1,500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有見部分自資院校
年年加學費，水平
高於通脹，「大專
反加學費聯席」昨
趁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到 生管理學院
與校方和學生進行
訪談時，遞上自製
的「大支票」及
「學債衫」，要求局
方承擔教育責任，
對部分自資院校無
限制加學費的行為予以規管。不過，反加聯學生代表指吳克
儉對請願視而不見，對此表示失望。
「反加聯」指，過去7年不少院校都大幅增加學費，個別

加幅更高於通脹，與7年前相比，有院校的副學課程學費加
幅近倍，最高加了2.3萬元。該聯席過去1個月收集了3,000多
個反對加學費的簽名，昨向吳克儉表達不滿，並要求當局回
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龐嘉儀）優質教育基金昨公布2013-14
學年優先主題，涵蓋3個範疇及11類項目，其中外界較為關
注的「價值教育」，亦是其中一項優先資助的項目。優質教
育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黃鎮南表示，該基金於2011-12年度共
審核了383宗項目申請，最終批出138項，成功率約為35%，
涉及資金6,580萬元，令49.7萬學生受惠，而基金自目前尚餘
72億元營運資金。
新一年度的優先主題將於本月生效，包括「學與教」、

「學生支援與校風」及「管理及組織」3個範疇，當中再細分
為11類項目，如「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有效的語文學
與教」、「價值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促進有效學
校管理及領導」等。

5月底前申請 或新學年推行

黃鎮南指，撥款機制將簡化為兩種：其一，60萬元以下及
3個月內完成審批的小型項目。其二，60萬元以上及6個月內
完成審批的大型項目。學界只要在5月底前提出申請，就可
望於新學年推行優先主題。優質教育基金當然委員、教育局
副秘書長陳嘉琪指，有意申請的團體可出席5月8日的簡介
會，以了解審批原則。

狼瘡女遇郎君 互扶持獲校長嘉許

阮博文：提升公眾觀感爭政府支援 定收生指引免再爆醜聞
「洗底」迎10年寒冬
自資院校定目標

價值教育獲優教基金優先資助

團體促吳克儉規管自資校密加學費

科大多大合作發展博士教育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景熙）

自資專上教育近年發展迅速，
政府去年曾提出修訂《專上學
院條例》（第三百二十章），擬
刪除不合時宜的條例，配合自
資專上教育界的轉變。不過，
阮博文批評其一連串的修訂與
業界期望相差甚遠，最後亦不
了了之。他以樹仁大學成功升
格為例，反映《條例》的最大
問題是要求所有專上院校都要
當「學院」被審查十多年，才
有望升格，「這只會拖垮收
生，業界寧願一開始設立嚴厲
標準，但一通過後便成為大
學」。他建議設立《私立大學
條例》，讓各院校可以「先苦
後甜，一步到位」。

現專院例「管得好死」

阮博文批評目前的《專上學
院條例》，原意不是用來成立
私立大學，而是用作規管專上
學院，故很多地方「管得好
死」，亦沒有一道標準讓各校
跟從成為大學，僅得樹仁案例
作參考。
他續指，當年樹仁大學需要

經過前後共10年的觀察，即2
次的「5年觀察期」，「當局會
觀察學生質素、其畢業出路
等」。然後院校從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取得「學科範

圍評審權」，再過數年才有機會獲行政會議
及特首同意「升格」。

寧起步斥巨資換「大學」之名

阮博文又引用科技大學作為例子，指對
方一開始便是大學，然後用10多年時間便
爬升至世界一流的排名：「一開始是大
學，又何需用10多年時間觀察？」他指出
「大學」二字十分重要：「如果沒有大學之
名，我們如何吸引好老師？如何吸引好學
生？如何吸引捐款人？」
他認為「越拖得耐只會更差」，寧願當局

一開始設立多重嚴厲關卡，如檢查其師
資、設施、質素保證制度等，「寧願一開
始就投放龐大資源，但可以換來大學個
名」。

阮博文是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院長，
原擔任聯盟副主席，在上月換屆選舉中獲選為新一

屆主席。他指新一屆聯盟委員會上任後，將首先處理自
資專上教育的形象問題，將與其他會員院校舉辦集思
會。

冀未來自資院校設聯招利估算

早前自資院校先後爆出超收學生、突然停辦等醜聞，
阮博文承認辦學團體質素參差，有些問題需要解決，故
聯盟最快下星期五會聯同教育局公布最新收生指引，對
收生人數、入學禮物等增加限制。就有院校涉嫌提供
「短樁」銜接學位課程令不達標學生可走「捷徑」，阮指
新指引會回應有關問題，不過亦未有透露詳情，只稱
「新指引尊重資歷架構的精神，按其精神辦事就沒有問
題」。
阮博文強調，超收學生的成因，既因各校都是首遇雙

軌年，缺乏經驗，且自資院校沒有聯招系統，也難於估
算學生入學人數，包括學生的首三入學志願、報讀院校
數目等。學校為招收足夠學生，惟有發出超過學額數目
的取錄書，結果有些學生卻「一窩蜂」去讀，令學校失
算。他希望自資院校未來也可加入聯招系統，學生不用
多次填寫資料，又方便校方作出估算。　

雙軌年已過 超收料不重演

阮博文慨嘆指，近年外界容易集中留意自資院校的負
面報道，但當年政府提出「六成年輕人讀大專」指標，

卻欠缺資源，於是與多間本地大學商討，其後部分院校
陸續成立自資副學位，令高教普及化，故希望社會不要
抹煞自資院校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貢獻。
他其後苦笑指，相信超收事件不會再發生，因雙軌年

已過，加上中一入學人口持續下跌，數年後便會殺至大
專界，雖然再過多一段時間，雙非嬰長大或會令學生人
數再回升，但各校肯定要面對收生的「10年寒冬」。他指
招收非本地生是出路之一，但需要香港政府「拆牆鬆
縛」，包括修改自資院校只可招收整體學生10%的非地
生、協助院校興建「宿舍村」等，「宿舍村可由多間院
校一同使用，因應各校收生情況，靈活調動各校宿生比
例，這可降低各校的建築及營運成本」。他又希望，港府
與內地教育部可以簽署學歷認證，讓內地承認本地副學
位，有利內地生來港完成課程後，回到內地升學。
聯盟亦希望政府可在多個層面支援本地院校，如免去

院校的建校貸款、加建聯校圖書館等，令學校有更充足
資源支援教學。最近，聯盟曾與海外銜接課程辦學團體
聯絡，希望提升這些課程的質素，如提供獎學金讓學生
可親身到海外的「銜接學校」交流一個學期等。

引理大港大調查 證自資課程質優

阮又引述理大及港大曾作內部追蹤調查，發現由其社
區學院升讀學位的學生，與循高考升讀的學生做成績、
畢業榮譽等級比照，發現雙方成績同樣有高有低，沒有
明顯差異，足證自資院校亦可提供優質課程，令原先入
學時成績一般的學生「增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去年是雙軌年，多間自資專上院校爆出超收學

生、突然停辦等負面新聞，令原本形象一般的自資專上教育雪上加霜。新上任

的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阮博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承認，個別辦學團體質

素參差，確實有問題需要解決，但盼外界不要抹煞院校10多年來對推動高等教

育普及化的貢獻。他透露，新組成的聯盟委員會未來有四大工作方向，包括提升公眾對自資院校的

觀感、應付因升學人口下跌而出現的殺校危機、爭取政府多方面支援，及加強與合作夥伴的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教育學院學生
李沅蔓，擁有一雙閃爍眼眸和甜美笑容，性格外
向，是手球校隊隊長，才貌雙全看似是上天寵兒。
不過，原來甜姐兒身上埋有「隱形炸彈」──紅斑
狼瘡症，輕則令她疲憊乏力、翻身困難；重則有致
命風險。3年前病發至今，病情一直反覆，每個月
要定期覆診甚至入院休養，令她一度想休學，「但
我想到，這個病難以根治，難道我一世都要停滯不
前？」開竅的她決定重投校園生活。堅強的鬥志，
引起了同樣有一番經歷的男子手球校隊隊長鍾昀延
的注意，兩人其後成為情侶，互相鼓勵扶持下，今
天更雙雙獲教院頒發本屆「校長嘉許狀」。

縱人生比燭短 發更大光熱

沅蔓是教院中國語文教育三年級生，父母早年離
異，上學時住在宿舍，其餘時間與姊姊同住。3年
前她身體不適，檢查後證實患上紅斑狼瘡症，自此
要定期服藥、入院，「天氣一轉，身體、關節都會
痛，嚴重時身體不能動彈，要家人餵我、抹身。我
亦不能曬太陽，所以放棄副修體育」。她一度想休
學，但心念一轉，她反問自己：「難道我一世都要
停滯不前？」於是她咬緊牙關，選擇積極投入學校
生活，「也許我的蠟燭比人短，但我可以比別人發
出更大的光和熱」。
沅蔓的男友是同校的男子手球隊隊長鍾昀延，現

為體育教育三年級生。他考過兩次會考，高考因英
文科失手，連教院只要求科科及格的「有條件取錄」

都做不到，唯有轉讀副學士，再折回教院讀學位課
程。升學路途雖然轉折，但他一臉自豪地說：「我
副學士畢業時，平均積點（GPA）3.41，最高有
3.86。」現時取得教院的獎學金。

男友：健康女再多獨愛卿一個

談到兩人的戀愛，昀延透露了當初被沅蔓吸引的
原因，「她又靚又叻，但咁慘，好想了解佢多
」。在女方住院時，男方經常前往探望，沅蔓最

終被其溫柔所感動。在戀愛萌芽時，沅蔓忍不住問
昀延：「為何不選一個健健康康的女仔？」昀延的

答案是：「健康的女仔有很多，但你就只有一個。」
兩人在教院一直互相鼓勵，未來他們亦有同一個奮
鬥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成為老師，作育英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科技大學與
多倫多大學近日達成學術研究合作協議，共同發
展博士教育課程，讓學生在兩所大學進行學術研
究，另雙方院校亦將共同舉辦活動與課程，在科
學及工程範疇促進學術科技的交流與合作，亦計
劃在未來數年內聯合發展博士教育。
科大工學院院長李德富表示，對合作表示高

興，認為兩校組成策略聯盟並建立緊密合作關

係，將進一步提升工程教學與研究，未來兩校將
共同推動博士教育發展，讓學生獲得多元化的學
習經驗。
多倫多大學於2012年QS世界大學排名榜列第十

九位，並於2013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
名榜列第二十一位，部分現任科大教授亦是該校
校友，包括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招捷達、電
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單建安及莫國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實習記者胡素兒深

圳報道）今年起，在深圳幼兒園就讀的港澳台學
童，可以享受每人每年人民幣1,500元的健康成長補
貼。該補貼自昨起開始申報。
據悉，自2012年秋季學期起，深圳市政府開始實

施「深圳兒童健康成長計劃」，計劃對全市符合條件
的3歲至6歲在園兒童發放每生每年人民幣1,500元的
補貼，其中1,300元用於抵減在園兒童家長繳納的部
分保教費，200元由幼兒園統一組織在園兒童免費體
檢及購買兒童讀物等。深圳依法設立並達到規範化
要求的幼兒園就讀的深圳戶籍和符合深圳人口管理
政策的非深圳戶籍3歲至6歲兒童，均可享受該補
貼，港澳台戶籍子女的在園兒童也在補貼範圍內。
根據深圳市教育局發布的公告，補貼的申報工作

日前正式開始，預計6月底在園家長可以領取到補
貼。
據了解，深圳是全國少數實行學前教育補貼政策

的地區，廣東佛山市也有相似的政策，對該市戶籍
的在園幼兒，給予每生每年300元的補貼，但每名在
園戶籍兒童只能享受一次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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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小情人鍾昀延(左)及李沅蔓(右)同為教院「校

長嘉許計劃」得獎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阮博文表示，聯盟未來會致力改善公眾對自資院校的觀

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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