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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應試人數升四成 文憑試認受性高利留學海外
神州湧現「雞精班」
內地生追捧港試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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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自資院校校委會有學生代表

考評局提供的數字顯示，2014年文憑試
考生人數約7萬多人，往後預計每年

減少4,000人至5,000人。至2016/17年度，
預計只有6萬多名文憑試考生，這將直接影
響考評局的收入。
考評局主席陳仲尼預計，未來文憑試的

運作有機會出現虧損，需由其他考評服務
收入補貼；至於國際及專業考試，收入雖
然有增長，並可用以補貼考試的營運，但
考生人數受不同因素影響，並不穩定，如
2011/12年度參加國際及專業考試的考生人
次，已較上年度輕微下跌。

SAT營運成本升 考評局收入無增

為開拓收入來源及令考試服務多元化，
考評局近年積極推廣其考試服務，其中被
視為美國大學入學試的SAT考試就很受內
地生歡迎。考評局每年會舉行6次SAT考
試，最高峰考期有多達1萬考生湧港應試，
較前年大升四成。不過陳仲尼補充指，
SAT考生人次雖然上升，但營運成本亦不
斷上升，此消彼長下，相關收入未見大
增。
除了SAT受內地生歡迎，香港的公開試

叫座力亦越來越高。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

透露，以往會有數十名內地考生報考香港
的高考，但當局發現只有兩年歷史的文憑
試反而更受歡迎，今年就有逾百人應試，
主要挑戰數理科目。據悉，考評局在與內
地交流時曾到廣東及北京等大城巿作文憑
試簡介會，讓內地學界更了解文憑試的水
平。

文憑試中文卷 較內地高考淺

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港澳地區對
外辦公室主任李火火烜表示，有內地生來港
考文憑試，雖然人數不算多，但他們主要
看中文憑試設中文考卷，但其國際應受性
高，難度卻又較內地的高考低，故傾向以
文憑試成績報考外國的大學。針對文憑試
通識科主要考核與香港有關的議題，李指
內地有機構提供通識補習班，協助內地生
攻克該科。
內地升學專家羅永祥表示，以往曾有內

地港人子弟班的學生獲准在港參加會考，
並以此成績申請香港的預科，但暫未聽聞
有內地生報讀文憑試，因為文憑試不少科
目均要求考生有校本評核的成績，而且本
地大學又要求考生有其他學習經歷，有不
少技術上問題待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內地缺乏SAT學能傾向測驗的公開考試點，

故近年由香港考評局主辦的SAT考試大受歡迎，高峰考期有多達1萬考生湧

港應試，較前年大升四成。除了國際試受熱捧，連只有兩屆歷史的香港中

學文憑試亦漸受內地生認同，今年就有逾百人來港挑戰這項本土試，考評

局亦已赴內地如廣東及北京介紹文憑試。據了解，不少人認為文憑試國際

認受性高，且設有中文考卷，而考核難度不如內地高考，有利報讀海外院

校，內地更出現了通識應試補習班，以配合來港應試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考評局亦計劃重新檢
視財政營運及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並擬聘請獨立顧問
公司檢討以制訂改革方向。據了解，局方正草擬委任
顧問的建議書，本年底會作審議，若考評局委員會通
過委任顧問，預計最快2014年底才會有檢討結果。

一直面對財政挑戰

考評局數字顯示，2011年至12年的累計盈餘達1.69
億元，不過考評局主席陳仲尼指，有關數字僅約是5
個月的營運開支水平。秘書長唐創時補充指，按照法
例規定，考評局只能將盈餘作港元定期，投資回報難
有進取表現。
陳仲尼坦言考評局一直面對不少財政挑戰，除出生

率下跌，未來公開試生源減少之外，當局用作更新及
維修保養考試系統、網上評卷、及答卷收集系統等優
化考試行政的資訊科技系統，相關開支亦按年增加，
卻沒有額外撥款抵銷。以新蒲崗辦事處為例，局方耗
資1,000萬元亦只是應付了基本維修。

流失率高 派花紅留人

就考評局在2012/13年度向近400名員工發放700萬
元獎勵金而引起風波，唐創時稱，局方已與公務員薪
酬架構脫 ，沒有房屋、教育津貼，也不設增薪點；
而離職員工調查亦反映，不少人嫌考評局工作壓力巨
大，部分人則因另有高就而離職，令近年流失率高
企，當局要確保文憑試順利進行，故透過「績效獎勵」
派發花紅挽留人才，實在有現實需要。
陳仲尼則指，因應考評局的長遠持續發展，擬委託

獨立顧問公司針對財政營運及人力資源管理作檢討，
預計最快2014年底會有結果。據悉，考評局於2005年
曾進行管治及系統方面的檢討，距今已有8年，故局
方擬再次檢視情況，務求與時並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提高院校管理透明度，部
分自資專上院校或會讓學生代表參與校內相關委員會，提供參
與校政的途徑。教育局資料顯示，6所按《專上教育條例》註
冊的自資院校中，主要負責校內行政事務的「校務委員會」半
數有設學生代表，另一半則沒有，做法不一，院校管治架構再
度受關注。

院校管治架構不一受關注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有關《專上教育條
例》的質詢時提到，現時有6所院校根據《條例》註冊，其法
團的管治架構及組成受到規管。當中校董會屬最高管治團體，

負責訂立學院的發展方向及就學院的重要管治事宜作出決策，
主要由辦學團體及校外成員組成，而校務委員會則根據校董會
決定，負責管理學院的財產和處理學院等行政事務。
《條例》未有規定院校是否要設立學生代表。教育局資料顯

示，有3所院校校務委員會沒有設立學生代表，分別是明德學
院、 生管理學院、香港樹仁大學；其餘3所則有設立學生代
表，包括明愛專上學院、珠海學院和東華學院。
教育局表示，十分重視專上教育的質素，所有開辦專上課程

的院校均須受相關的條例監管。如學院未能符合《條例》下的
註冊條件，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任何專上學院註冊或取
消其註冊。

■考評局每年舉行多次SAT考試，可容納近萬人的亞洲國際博覽館

是其中一個主要考場，每次考試都開放多個展廳接待數以千計考

生，當中不少人來自內地。圖為今年中亞博館SAT考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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