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小

發明，大幫忙。來自中華基金中學的

3名中一生發明了「無障礙觸感文字

認知器」，將電腦或智能手機與砂網

合併使用，解決傳統認字卡「一卡一

字」的限制，幫助患有讀寫認知障礙

人士提升認字和書寫能力。有關發明

在來自50間中學的100份參賽作品中

突圍而出，獲首屆「羅氏少年科學家

大獎」冠軍。聖保祿學校則以有機驅

蚊劑和改善空氣質素的設計，獲得亞

軍和季軍。

「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於上周完

成終評暨頒獎典禮，最後由中華基金

中學中一學生關昊罡、胡梓陽及苗鈞

皓發明的「無障礙觸感文字認知器」

奪冠。關昊罡表示，受有讀寫認知障

礙的小學同學啟發，決定與同學合力

研發「認知器」，發明用砂網放上電

腦或智能手機的熒光幕，使用者可在

砂網上練字，加強其觸覺神經，取替

傳統的認字卡，解決了「一張卡一隻

字」衍生的不環保和價格較高的問

題。

有機驅蚊劑 遠勝賣街貨

聖保祿學校則勇奪4獎，包括以

「有機驅蚊劑」取得亞軍和「現場觀

眾至愛大獎」，同時又以「如何改善

班房內的空氣質素」設計獲季軍，另

該校因提交作品量最多，而成為「科

學棟樑大獎」得主。設計「有機驅蚊

劑」的中三生姚芷欣將薰衣草、川椒

葉、牛至和蜂香草等天然植物的提取

物及化學驅蚊劑，分別與蚊子放在同

一個塑膠盒，並以尺量度蚊子與天然

提取物的距離。結果發現，蚊子與

「有機驅蚊劑」的距離較一般「化學

驅蚊劑」遠多約10厘米，證明驅蚊效力更好。

季軍的李芷欣、蘇芷穎和施莉菁，構思出以裝

有活性炭及二氧化鈦的金屬箱子淨化空氣，有效

降低48.4%二氧化碳含量，同時可以培植綠藻，

透過光合作用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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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億僅夠付807人年薪 科大嶺大增幅達五成
8大銀彈搶人

高薪教職增25.3%

教局或專款助校添教材
學界叫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本地大學近年紛紛以銀彈

吸引一流學者，令「高薪族」人數火速膨脹。8大院校最新財

政資料顯示，年薪達180萬元或以上的教職員人數，去年多

達807人，較2011年度大增逾兩成半，當中科技大學及嶺南

大學「高薪族」人數增幅最高，一年間大增達五成。若按各

薪級最低點推算，8大單是支付該少數人的薪酬，每年開支便

逾15億元。另外，去年香港大學有15人屬年薪逾405萬元的

「超高薪族」，更較之前劇增1.5倍。多所院校工會代表指，去

年前線員工僅獲輕微加薪，質疑大學「肥上瘦下」，打擊教職

員士氣，個別院校增幅更不尋常，希望校方盡快公開交代。

現時8大院校均需要按薪級交代年薪逾180萬元或以上的教職員人
數，香港文匯報綜合有關財政資料，發現8大「高薪族」於過去

一年大增，在2011年度8大「高薪族」只有644人，但至2012年卻已增
加至807人，增幅達25.3%。若按不同薪級最低點及有關人數推算，
2012年度整體「高薪族」開支便至近15.1億元，數額驚人。

港大15人年賺逾405萬

各院校中，以科大「高薪族」增幅最高，由109人大增50.5%至164
人；嶺大由10人增至15人，增幅50%，另教育學院從14人上升至去年的
20人，增幅42.9%排行第三，而理工大學則是8大中唯一一所高薪教職
員減少的院校（見表）。另外，歷史最悠久的港大，除擁有全港最多的
245名高薪教職員外，該校其中15人更屬年薪逾405萬元的「超高薪
族」，有關數字比起2011年的6人大增1.5倍，情況令人關注。

李向榮：海外挖角無可厚非

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副主席李向榮分析指，334新學制下8大要增
聘人手，為增強自身研究能力院校紛紛向海外卓越學者挖角，但香港
條件所限，唯有用「銀彈策略」，「香港空氣差、居住環境差，外國人
喜歡有個小花園，但這裡很難做到，而他們也要考慮子女教育等問
題」。不過他強調，近年大學前線員工加薪幅度不高，部分僅得4%，
甚至個別人要凍薪，大學此舉嚴重影響士氣。他又批評科大及港大的
加幅實在「太闊佬」。
港大職員協會會長陳捷貴亦質疑，校方「肥上瘦下」，他指大學教職

員薪酬自與公務員脫 後，資源一直緊絀，很多新入職員工，只能以1
年至2年短期合約聘用，影響團隊穩定，「如果有錢，不如增開幾個前
線長期職位，提升士氣」。

教院工會：高薪聘外援未必值

教育學院教學人員協會主席李展華稱，該校爭取正名大學的過程
中，有高薪聘請來自不同領域具國際水平的學者，以擴大學科領域及
提升水平，員工表示理解。不過，他亦指，最近聽到不少前線同事反
映，「高薪外援」到校後沒甚貢獻，質疑是否「物有所值」。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近年全球院校爭奪科研人才，而

鄰近的對手新加坡更大灑金錢成功「挖走」香港部分學者，實有需要
加薪挽留人才，及加大銀碼吸引海外學者來港，令整體「高薪族」大
增。不過他亦指，個別院校「超高薪」急增現象需要關注，「教育局
局長年薪亦只300多萬元，單一大學竟有10多人拿400萬元以上人工，
校方應該公開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本港大學
「高薪族」一年急增兩成，引起教育界廣泛關
注。綜合多所院校發言人回應指，「高薪族」
增加牽涉不同原因，包括薪酬隨年資上升、
增聘國際知名教授、按生活指數和市場薪酬
水平調整等。至於港大「超高薪族」現象，
則主要是因為該校聘有多名資深醫學院臨床
醫學教授所致。

科大：保競爭力招人才

「高薪族」增幅最高的科大，發言人回應
指，為保持競爭力，校方致力延攬優秀人才
及挽留優秀員工，以推動教研乃至社會發
展，為確保教職員待遇符合巿場趨勢，大學
每年會根據資歷、經驗、表現、通脹及巿場
同類職位薪金水平等因素調薪。發言人續
稱，有關教職員薪酬包括約滿酬金、房屋、
子女教育及其他津貼等，而年薪180萬元或以
上者，佔科大整體員工比例甚低。

嶺大：4人隨政府加人工

嶺大發言人則表示，近年該校高薪教職員
保持穩定，2009/10至2011/12年度分別為14
人、10人及15人，去年有4人的住屋津貼年期
屆滿令收入下跌離開高薪行列，而今年增加
的5人，4名為現職僱員跟隨政府薪酬上調，
另1人則從海外新聘。他強調，嶺大高薪人數
屬8大資助院校中最少。教育學院發言人稱，
為配合新學制需要，同時向正名大學之路邁
進，校方近年積極聘請國際知名教授加盟，
加上全體員工的薪酬需按年調整，故「高薪
族」人數增加。
港大發言人指，該校高薪人員主要是一批

相當資深的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人數達10
多人，而去年高薪教職員人數增加，是因為
要按年隨生活指數和工作表現調整薪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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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最高薪級教職員
院校 2011年度最高薪級 2012年度最高薪級

(人數) (人數)

理大 510萬元至525萬元(1) 570萬元至585萬元(1)

浸大 330萬元至345萬元(1) 360萬元至520萬元(1)

中大 450萬元至465萬元(1) 480萬元至495萬元(1)

教院 330萬元至345萬元(1) 360萬元至375萬元(1)

嶺大 330萬元至345萬元(1) 345萬元至360萬元(1)

港大* 405萬元以上(6) 405萬元以上(15)

科大* 405萬元以上(1) 405萬元以上(1)

城大* 330萬元以上(2) 330萬元以上(5)

*註：有關大學未有列出最高薪級具體水平，只用「以上」

概括說明最高薪教職員情況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年薪180萬元或以上教職員
院校 2011年度 2012年度 增減

（人數） （人數）

港大 221 245 +10.9%

中大 146 195 +33.6%

科大 109 164 +50.5%

城大 65 87 +33.8%

理大 64 60 -6.25%

浸大 15 21 +40%

教院 14 20 +42.9%

嶺大 10 15 +50%

總數 644 807 +25.3%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第十屆企業文化案例分析大賽粵港澳總決賽，於本月

12日在珠海舉行。是次比賽吸引來自粵港澳10所高等院

校的10支精英隊伍同台競技。經過4小時的激烈角逐，

最終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3支參

賽隊脫穎而出，分獲冠、亞、季軍。圖為中大隊伍的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廣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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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昊罡(左)、胡梓陽(右)及苗鈞皓(中)發明的

「無障礙觸感文字認知器」，在近100份初選參賽

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冠。 馮晉研 攝

■嶺大「高薪族」增幅達50%，由10人增至15人。

資料圖片

■科大「高薪族」由109人大增

50.5%至164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鳴) 教育局去年要求書商分拆
課本及教材訂價，但學校則擔心教材成本會轉嫁學
校，故要求當局設立專款協助學校購置教材，但以往
教育局對此頗有保留。不過，有教育局官員昨在學界
研討會上透露，當局正向學校了解是否有足夠資源購
買教材，並有意最快2014年啟動大型調查。有學界人
士指，當局對設立教材專款似乎「口氣較以往鬆動」，
歡迎有關做法。

小組跟進 明年啟大型調查

教育局昨舉行「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課程資源研討
會」，近70名學校代表出席。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課程資源/課本評審)梁柏偉表示，過去數年當局一直
向學校了解情況，如校方有困難會調動一筆過撥款。
至於現在，當局已成立小組跟進，又正在進行校訪，
了解學校有沒有足夠資源購買教材，包括開支及困
難，屬於前期探討。他續指，由於分拆教材要到2014
年才會全面實施，為如實反映教材分拆對學界的影
響，最快明年才會啟動大型調查，研究學界有沒有購
買教材的需要。
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表示，教育局有意進行大型調

查，了解學界需要是好事，又希望當局最終提供教材
津貼。沙田崇真中學校長張文偉一直向教育局爭取教
材專款資助，他指在前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的年代，
對方曾指在學校的整合津貼已把購買教材的撥款計算
在內，但當局今次認同學界或有需要增加購買教材的
資源，感到對方比以前「口氣鬆動」。
此外，研討會上有教師在答問環節中提到，有出版

社派人把教材放在校門口後便即時離去，學校不知如
何處理。梁柏偉重申，除了樣板書及指定教師用書
外，其餘教材一律要學校付錢購買。他建議校方可即
時通時知出版社，如有需要可即時聯絡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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