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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遭社會環境挫自信 調查未必反映事實

港青自評「三語」運用得分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能

夠靈活運用兩文三語，是不少本港

學生向來引以自豪的，但一項調查

指出，香港青年對自己的中、英文

及普通話運用信心比率均有下降，

分別較2009年下跌12.7、0.9及3.7個

百分點。有學者指出，社會及就業

環境令青年人的自信心下降，故出

現自我評價語文運用能力下降現

象。亦有語言學博士認為，調查反

映的未必是事實，或香港青年對自

己要求高，故對自己的評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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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六合彩下期6,400萬

招聘會吸升大無望生 「買個保險免雙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逾3,800萬元金多
寶的六合彩「暑期金多寶」昨晚攪珠，吸引9,349
萬元投注額。攪出號碼為3、18、19、20、37、
47，特別號碼25，頭獎無人中，二獎9.5注中，每
注派彩逾47萬元，逾5,149萬元多寶將撥入明晚舉
行的六合彩攪珠。馬會估計，如頭獎一注獨中，
彩金有機會高達6,400萬元。

馬會資料顯示，去年暑期金多寶攪珠共產生了3
名頭獎得主，他們均以自選心水號碼於投注處購
票獲中頭獎，分享逾5,000萬元獎金，每人獲派逾
1,700萬元。

科大副教授何旭華
奪晨興數學金獎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高

鈺）三年一度
的世界華人數
學家大會近日
在台北舉行，
香港科技大學
數學系副教授
何旭華在數學
領域中「志村
簇」（Shimura
varieties）相關的代數及數論研究之貢獻，尤其是運用

「志村簇」成功解決幾何學領域內仿射Deligne-Lusztig群
組中數十年以來懸而未決的課題，在活動開幕禮上獲頒
晨興數學金獎，成為今年唯一獲此殊榮的港校教授。

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每3年舉行一次，而1998年設立
的晨興數學金獎，參考歷史悠久、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國
際數學家大會及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表
彰45歲或以下在基礎數學和應用數學取得傑出成就的華
人數學家。大會向何旭華頒授了晨興數學金獎，肯定何
旭華對數學領域中「志村簇」相關的代數及數論研究。

校長：反映傑出學術成就

科大校長陳繁昌教授對何旭華教授獲此殊榮感到欣
喜，在表揚何在純數學的重大貢獻的同時，反映了科大
教授的傑出學術成就。理學院院長葉玉如教授及數學系
系主任Allen Moy衷心祝賀何旭華教授獲此殊榮，並為
何教授的研究成就感到驕傲。何旭華則對獲頒晨興數學
金獎感到十分榮幸，期望晨興數學獎可以鼓勵更多年輕
人投入數學研究，創造更多突破，進一步探索數學奧妙
之處及提升科研水平。

2名校擬轉直資遇強烈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傳統名校聖士提反女

子中學與聖保祿中學相繼表示有意轉為直資辦學，惹來
校友及師生等相關持份者的強烈反彈。其中「反對聖保
祿中學轉直資關注組」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學校缺乏諮
詢，要求校方重新檢視轉制計劃。至於「聖士提反女子
中學直資關注組」亦會趁今日校董會開會討論轉制事
宜，集體在校門外靜坐，表達反轉制的訴求。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直資關注組」成員代表昨日出席
一個電台節目解釋反對學校轉制的理據。代表之一的廖
淑華表示，師生曾就學校在2015年轉為直資學校的計劃
投票表達意見，結果大部分師生均表示反對，有關訴求
清晰可見，故關注組要求校方擱置轉制計劃。關注組指
出，身兼校董會主席的校監王鳳儀多次在諮詢會強調轉
制的好處，質疑校方已有預設立場。

貧生無力付費 違辦學理念

聖保祿中學同樣有計劃轉直資，該校校友及教友聯昨
同立法會議員陳家洛舉行記者會，反對有關計劃，他們
認為校方無事前諮詢校友、家長及在校學生，應重新檢
視轉制。代表又認為，直資學校學費高昂，令清貧學生
卻步，違反教會學校讓基層學生接受良好教育的辦學理
念。陳家洛建議當局成立直資學校檢討委員會，檢視整
個直資學校制度。

香港青年協會昨日公布最新一項「青年
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顯示，在520

名年齡介乎15歲至39歲的受訪青年對自己的
中文、普通話和英文水平的運用信心比率，
分別從2009年的83.0%、52.4%和45.0%，下
降至2012年的71.3%、48.7%和44.1%。青協
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良好的語文能力
對於個人事業及社會長遠發展非常重要，如
何提升青年的語文能力，將是整體社會持續
面對的挑戰。

自我評價偏低 學者指要求提高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
出，現時難以向上游的就業環境，使青年未
能獲得成就感，對自己沒有信心，故得出香
港青年對自身中、英文及普通話運用信心下
降的調查結果。「社會普遍有『後生不如上

一代』的說法，在整個社會壓抑的大環境
下，青年人對自我的評價偏向保守，就算他
們語言能力運用得不錯，都不敢給予自己太
高分，這是自信心缺乏的表現。」

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黃念欣指出，
香港青年對自身中、英文及普通話運用信心
下降，並不是證明香港青年的語文水平下
降，而是反映她們對自己的要求提高。她
說，因語文運用範圍廣泛，學生對自己要求
亦不盡相同，故自評分數亦會相對較低。

兩地交流增 普通話勝10年前

根據她多年來的教學經驗，她認為，香港
學生的語言運用未有減低。「以普通話為
例，現在的大學生在說聽方面，已比較10年
前好，因為回歸以來兩地交流頻繁，學校裡
亦有不少內地生，同學們亦會看內地電視劇

和台灣電影等，對普通話的掌握能力及運用
信心有明顯的提高。」

擬結婚生子者比率降

另外，調查報告亦指出，認為自己會結婚
及會生兒育女的受訪青年，分別從2009年的
86.7%和78.0%，下降至2012年的83.9%和
74.1%，同時，認為供養父母觀念過時的比
率亦見下降。至於就業情況方面，青年認為
創業較打工好的比率下降至56.7%。

青協認為，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長遠
將增加青年承擔養老的壓力。隨 勞動人口
日漸減少，社會人均生產力將會隨之下降，
每一位勞動青年將要承擔更重的養老壓力。
面對社會人口持續老化，青年對結婚生育的
意願下降，人口政策須正視鼓勵生育問題並
提出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青年協會於去年9月至10
月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訪
問了520名年齡介乎15歲至39歲
青年。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
現，認為政治人物關心個人利
益多於社會利益的受訪青年由
59.5%升至70.5%，覺得政治

「污糟」的更由2009年的42.9%
大幅上升至2012年的73.0%，
而認為政黨可以反映民意的比
率則見下降。青協認為結果反
映青年對政治感覺負面，對政
黨的效能亦欠缺信心。

是次調查又發現，對香港未
來發展抱樂觀看法的受訪青年
僅47.5%，較2009年的60.6%明
顯下跌，而對香港社會前景持
悲觀態度的青年則有增加。在
國民身份認同方面，受訪青年
對中國人身份的自豪感由2009
年的74.6%，下降至40.7%，認
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年亦從
2009年的88.1%，跌至71.6%。
另外，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
表示有信心者，大幅從2009年
的 6 2 % 下 滑 至 2 0 1 2 年 的
33.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失去
聽覺與視覺、觸感神經遲鈍以致無法靠
觸摸點字學習的英華女學校中六生曾芷
君，靠 獨門的「嘴唇吻讀點字法」學
習，克服重重障礙，在應屆文憑試考生
考獲最佳5科31分佳績。她的奮鬥故事
感動很多香港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有10年前的公開試狀元也致電電台
鼓勵她，指未來或有很多人會讚美她，
但步入社會，前路會更加難行，希望她
樂觀面對；芷君回應指，已有心理準
備：「身邊有很多人從不間斷鼓勵和幫
助我，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和面對！」

昨獲邀到電台分享經歷

曾芷君昨日獲邀到電台分享學習經
歷。她指應考文憑試前兩年，決定應考
原本可豁免的「聆聽」考試，坦言當初
曾擔心因此影響成績，但後來獲家人支
持，決心測試自己挑戰困難的勇氣，

「有聽障，也不應放寬對自己的要求和

放棄自己，應善用自己的能力，無論成
績如何，我必須面對現實，接受自己的
障礙」。終於她在中英文「聆聽」，取得
4級和5*，令她喜出望外。

狀元致電鼓勵 冀樂觀面對

有自稱是10多年前的公開試狀元葉先
生致電電台鼓勵芷君，「未來幾天或幾
個月，或者一年會有很多人有讚美說
話，其實這只是起步點⋯⋯未來行入社
會，會比讀書這幾年、應付考試的路更
難行，希望你日後遇上任何事，繼續抱
樂觀的心」。芷君則回應說：「明白未
來會一路滿途挑戰，會比現在的挑戰更
多、更大、更加難，但是身邊有很多人
從不間斷鼓勵和幫助我，我一定會繼續
努力和面對！」

至於早前曾接受本報訪問的應屆考生
梁志強，雖然父母早逝，但他十分懂
事，而且努力讀書，以實踐爸媽希望他

「做個專業人士」的夢想。志強指，文

憑試如「包狀」，擔心自己做得不夠
好，故放榜前夕，他緊張至失眠。後來
得悉生物與數學科考獲5**，最佳5科成
績達29分，相信可穩入大學，但心儀的

醫護學科收生要求甚高，自己成績只屬
「邊緣」，故心情仍然忐忑不安。他指，
如果有機會入大學，他最想體驗大學的
學習氛圍及自學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航空業前景理想，飛機維修人才需求
甚殷。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由昨日
起，一連2天在九龍塘舉辦招聘會，期
望招聘300名見習飛機維修員及100名
見習飛機機械學員，連同超時工作等
津貼，月薪約1萬元，並提供即場筆
試。不過，招聘會反應一般，昨日上
午只有數十人到場應徵，但有未符合
入讀大學資格的應屆文憑試畢業生認
為，公司會安排表現理想的員工，報
讀高級文憑課程，因而吸引其應徵。

港基工程期望今年招聘300名見習飛
機維修員及100名見習飛機機械學員，
前者將接受為期1年的培訓；公司會安
排表現傑出及符合要求的學員於完成
培訓後，參與職業訓練局的學徒訓練
計劃，並提供報讀相關兼讀制高級文
憑課程的機會。至於獲聘為見習飛機
機械學員者，將接受為期3年至4年的
在職培訓計劃，並可獲安排報讀高級
文憑課程。

應屆文憑試畢業生李先生表示，由
於未能符合入讀大學的基本資格，已
謀定「後路」，「現時已獲職業訓練局
遊戲軟件開發文憑取錄，但我本身對
該科目興趣一般，故同時亦考慮到外
國升學或到港機工程當見習飛機維修
員」。他表示，本身對飛機維修有興
趣，且有機會獲安排報讀高級文憑課
程，十分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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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勞工處昨日開始一連
兩日在將軍澳舉行招聘會，提供逾2,500個職位空缺，
主要來自零售、飲食及運輸業等，當中約64%空缺毋須
相關工作經驗，吸引不少應屆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到場。
有成績一般的考生稱沒大信心可升讀大學，期望「搵份
工當買個保險」免變「雙失」(失業及失學)，儲夠錢再
升學；有僱主稱畢業生多不足20歲，即使僱主願聘，他
們都不想太早投身社會。

擬半工讀下年再戰文憑試

招聘會昨日全日共吸引1,720人次到場，一早到場的
參加者，不少都是前日才接過中學文憑試成績單的應屆
畢業生。自知成績無法升讀大學的趙同學即場接受了兩
次面試，期望找到時薪約35元的倉務員工作，計劃花3

年時間儲蓄到內地升讀大學，修讀獸醫。袁同學考獲20
分，首選是入讀科技大學的理學院，但「只有一半信心
可升讀大學，所以想搵份工當買個保險，不想變『雙
失』」，但讀書路非止於此，「半工讀來重讀，期望若今
年升不到大學，下年再考再試」，因為他認為以文憑試
學歷找工作有難度、競爭大，而不少僱主均要求副學士
或學士以上的學歷。

多不足廿歲 僱主憂「做唔長」

首日有19間參展機構。易寶通訊營業經理白偉琳昨日
參展時坦言「請人難」，因為「工揀人、人亦揀工」，即
使願意聘請應屆畢業生，也做不長，多數工作不足1年
便辭職，「還不夠20歲，即使考不到大學都不想太早投
身社會，會找其他課程修讀」。

■靠「嘴唇吻讀點字法」，在應屆文憑試中考獲5科31分佳績的曾芷君（右二）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坦言，她的奮鬥故事能感動很多港人。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昨日起，一連2天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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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玉如（右）、鄭紹遠（左）恭賀何旭華

（中）獲頒晨興數學金獎。 科大供圖

唇讀摘星女：早知前路更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