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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鄭伊莎）香港8大目前資助學位僧多粥少，不足取錄每年約2.8萬名符合入讀資

格的中六畢業生，雖然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增加1,000個大學三四年級供副學位畢業生銜接學額，但社會有意見認為

並不足夠，要求增加大一學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透露，從中長線人口發展趨勢，中六畢業生未來8年將 由 現

時7.1萬人急跌至4.5萬人，對大學資助學位的增減有必要「小心部署」。按有關數字推算，至

2021/22年，升讀大學比率或高達52%，而連同副學位計算，

學額甚至多於學生。他又表示，升大學並非所有年輕人的唯一

出路，當局需要提供多元的途徑供他們選擇。

中六生將大減 大一學額慎增
吳克儉：7.1萬跌至4.5萬 連副學位計供過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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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日前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重點關
注扶助弱勢。有意見認為，施政報告只向基層派錢，
忽視中產需要。事實上，香港是一個富庶社會，對貧
窮人士施以援手是仁愛社會的應有之義，其他階層不
應互相攀比。中產人士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最應該
重視社會經濟發展所提供的機遇。施政報告中提出的
大量增加房屋供應和多項發展經濟、改善社會向上流
動的措施，中產人士將是最大受益者，絕非被忽略的
一群。當然，面對愈趨沉重的生活壓力，當局在稍後
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也應適度推出稅務寬減，以回
應中產人士的訴求。

新一份施政報告在扶貧工作上，突破了以往不傾向
作長期投入的思維，重拳出擊推出多項扶貧措施，不
但讓貧窮人士得到切實支援，感受到政府的關懷和溫
暖，更有助鼓勵市民自力更生，擺脫跨代貧窮。香港
的經濟繁榮位居世界前列，但大批貧窮市民仍然居住
在環境惡劣的蝸居，每日胼手胝足依然入不敷支。對
於貧窮人士的困境，市民應以同情、仁愛之心提供支
援。對於當局所採取的必要的扶貧措施，市民應該予
以理解和支持，以構建一個更和諧關愛社會，不應存
在攀比心態，以免引發社會分化和對立。

普遍來講，中產人士在社會上不圖享受福利，他們
憑自身的努力和才幹，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開拓自

身事業，贏得較為優越的生活條件。對於中產人士來
說，最需要的是經濟發展、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經
濟不斷發展，中產人士在分享成果方面處於比較有利
的位置。比較而言，貧窮人士較難分享經濟增長的紅
利，薪金加幅難以追及通脹，特別需要政府在資源上
作出再分配。對中產而言，與貧窮人士攀比福利並無
意義，他們最需要關注的，是政府如何創造良好的發
展機會，協助他們開拓更廣闊的市場，營造不斷向上
流動的社會環境，讓他們能夠發揮才幹，獲得豐盛的
人生回報。

應該看到，施政報告雖然沒有特別提到中產問題，
但報告中提到抓緊內地發展機遇，為本港專業人士進
入內地市場搭建橋樑，打造新的經濟產業，為本港經
濟注入活水等一連串措施，其實都是為中產人士創造
更有利的發展環境而提出來。政府大量增加土地供
應，改善居住環境，中產人士也是最大的受惠者。過
去的歷史說明，當經濟保持增長，中產人士將是最大
受益者，施政報告大力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正是對
中產人士最大的支援。當然，中產人士稅負重，享用
福利少，在現時樓價高企、生活壓力不斷加大之下，
難免希望政府提供支援。當局也應顧及中產人士的訴
求，在隨後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措施，紓緩中產人士
的壓力。

扶貧不應攀比 發展最利中產
一名印傭懷疑在本港工作期間被僱主殘

酷虐待，引起國際媒體關注，昨日有多個
外傭組織發起抗議。香港作為法治文明的
國際都會，虐待外傭事件令香港蒙羞。警
方必須徹查事件，有關方面應協助受虐事
主返港指證無良僱主，令其受到法律的制
裁。本港對外傭需求大，當局應進一步重
視保障外傭權益，加強對本地僱傭中介公
司的監管，防範虐待外傭事件一再重演，
切實維護香港的聲譽。

事件受害者受非人的對待，被僱主打到
體無完膚。這種虐待行為完全違背本港社
會的法治精神，亦為道義所不容。本港絕
大多數僱主和外傭的關係良好融洽，特區
政府重視保障外傭的僱傭權益，外傭享有
「規定最低工資」，根據本港勞工法例，
外傭與本地僱員獲得一視同仁的僱傭保障
和權益。但是，此次虐待外傭事件被《華
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廣
泛報道，甚至連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利委員會也介入，要求港府處理，一時
間在國際上，香港成為了「外傭地獄」。
為免讓極個別的害群之馬令香港顏面掃

地，警方必須展開全面調查，將犯事者繩
之以法。有報道指，受害者希望盡快回港
協助警方，揭露施虐者惡行。當局應提供
一切必要的協助，彰顯本港維護法治、鋤
惡懲奸的決心，為受害者討回公道，亦在
國際上還香港清白。

事件亦暴露出目前本港對本地僱傭中
介公司監管的漏洞。本來，中介公司應
該扮演好協助外傭的角色，但目前本港
沒有法例規定中介協助外傭的責任，結
果中介公司只注重如何從外傭身上賺
錢，卻漠視對外傭的協助，甚至為利益
而刻意隱瞞外傭受虐的情況，令外傭有
苦無路訴。政府要檢討對本地僱傭中介
的規管和監督，促使其在法律上、道義
上給予外傭必要的援手，防範剝削虐待
外傭的情況重演。

現時約有 30 萬名家庭傭工在港工作，
為香港釋放大量勞動力，對本港經濟社會
發展功不可沒。政府應加強保障外傭在港
期間的工作權益，維護香港傭工天堂的美
譽。

（相關新聞刊A21版）

徹查虐傭醜聞 維護香港聲譽

A3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倩、鄭伊莎）施政報告提出「優化
版」尖子獎學金，每年資助最多100人升讀境外知名大學，而與去
年提出的計劃相比，新獎學金不再限制學生修讀的科目，更會放寬
學成畢業後須回港工作2年的明文規定。不過有關做法引起部分教育
界人士質疑，指或會違背措施為培育人才貢獻香港的原意。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則表示，局方會透過即將成立的高質素委員會把關，
「申請人要花一番工夫說服委員，他會願意留港」，強調計劃期望
尖子留學後能回港發展。
對新獎學金的推行，吳克儉昨表示，在全球發展與競爭的大前題
下，環球人才非常重要，對於如何確保計劃申請人日後留港，他指
獎學金委員會在篩選時亦會再於有關方面的考慮，申請人需要說服
委員自己對香港的貢獻，重申即使計劃沒作明文規定，也期望獲獎
尖子「可對香港的今日、明天」貢獻。

張民炳：違措施原意
不過，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直言有關安排違背措施原意，

「這個計劃本來是希望可以培訓本地缺少的人才，讓他們推動香港
發展，如果不要求他們回港工作，這樣就講不通。一般地方或機構
派人出去受訓，都會要求他們承諾回來服務3年至5年，這是慣常和
合理的規定，也要讓年輕人知道有權利就有義務」。他表示，雖然
當局表示會設委員會把關，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但亦難保會有「掛
一漏萬」的情況，被尖子「借計劃過橋」。

蔡國光恐掀社會爭議
教評會主席蔡國光亦坦言，不規定受公帑資助的尖子回港發展，
會引起社會很大爭議，一般市民會認為難以接受，「但如果你看在
本地大學學生，他們同樣受政府資助，但也沒有規定他們到哪裡發
展」。此外，他亦質疑資助尖子到海外升學的需要，「本地的大學
其實也很好，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迫切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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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山成本高棄建私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政府

於2010年首次提出於粉嶺皇后山用地
發展私立大學，歷經4年後，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昨首次表明放棄有關計劃，他
表示，皇后山私大原擬提供8,000個學
額、4,000 個宿位，但在推出計劃至
今，其間經歷人口變化，而且在檢視該
地段發展地皮質素「粗糙」，如要興建

私立大學，工程、基建、維修和交通等
成本高達數十億元，很多辦學團體當初
未有考慮到有此情形。而有見本港土地
資源珍貴，皇后山將改作其他用途，如
興建公屋等。不過吳克儉亦強調，政府
對提供高質素私立大學教育決心不變，
會繼續探討以空置校舍和其他地段予國
際級水平的學校申辦。

助非華裔生學中文 吳靄儀讚有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今年施政報
告推出多項措施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
其中包括為中小學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關注少數族裔團體融樂
會，其執行委員會主席吳靄儀昨日表示，政
府重視少數族裔有平等的教育權利和以「第
二語言」方式學習中文，是一個「突破」，
但擔心落實措施時與施政報告有出入。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政府會加大力度幫助少
數族裔學好中文。
吳靄儀表示，政府承認少數族裔學童以
「第二語言」方式學習中文，態度和方向

正確，是一個「突破」。不過，她認為施
政報告提及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
習架構」含糊，又沒有正式的課程，擔心
落實政策時「走樣」，或與現時政策無
異，無法真正幫助學生學習中文，卻浪費
公帑。
吳靄儀建議，當局應成立包括獨立人士的
專責小組，監察學校落實第二語言政策及資
源運用的情況；成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的教與學研究中心，編寫及發展具質素和有
系統的「第二語言」課程和教材，以及為學
校提供專業支援。她又表示，將會緊密監察

政策推行和落實過程。

教局將推支援措施
吳克儉在另一場合表示，政府會加大力度

幫助少數族裔學好中文，例如新年起，教育
局會為中小學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和支援教材，並大幅增加撥款協
助學校實施新的學習架構，一系列措施預算
每年撥款2億元，約有15,000名非華語學生
直接受惠。局方稍後會發出文件，詳細介紹
如何支援非華語學生整個學習過程。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補充，有信心2014/

15學年下學年推出，局方目前已展開大量工
作，包括開展職業中文課程和調適課程等，
可結合相關經驗，設計出應用學習中國語文
的課程。

吳克儉昨日出席施政報告記者會，解釋教
育相關的新措施。被問及增加1,000個

銜接學額予副學士升大學「第二次機會」，
卻不直接增加現時1.5萬個大一資助學額的
原因，他表示，按政府專上教育政策，連同
資助及自資學士學位，至2015年將有三分一
中六畢業生可入讀大學，若包括副學位程度
課程，更將有達七成人可接受專上教育，目
標清晰。他又指，並非所有年輕人均有興趣
讀大學，局方需要提供多元途徑供他們選
擇。

非人人想升大 應有多元出路
吳克儉又透露，隨適齡人口減少，中六
畢業生將由現時7.1萬個，大減至2021/22年
的4.5萬個，基於香港人口策略需要有中長線
考慮，包括大學學額及畢業生人數的趨勢，

在每個層面都要小心部署。

專上學額過剩 或有位無人讀
根據教育局數字，現時自資和資助大學學

額有約2.36萬個，假設未來學額不增加，至
2021/22年，中六畢業生升大學的比率將高達
52%，較目前的三分一高出近20個百分點；
而即使只計算8大資助學額，入學比率亦會由
21%大增至33%。如果再連同副學位計算，
更加是供過於求，數以千計學額將會「有位
無人讀」。

侯傑泰：增銜接學額有意義
對於政府增加1,000個大學三四年級銜接學

額，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侯
傑泰認為，較直接增加大一學額更有意義。他
解釋，此舉可令文憑試「一試定生死」的重要

性降低，即使學生失手未能升讀大學，亦可先
選讀副學士課程，「只要他們肯生性讀兩年副
學士，便可望升讀學士課程」，合理目標可令
副學士生學習態度更為進取，帶動課程整體學
習氛圍。
關於施政報告提出，為1,000名修讀指定
範疇如醫護學科的自資學士課程的學生提
供定額資助，吳克儉指，由三年制轉四年
制對資助大學體系充滿挑戰，而且改變課
程需時，相反自資院校個別質量不錯，發
展成熟且彈性較大，政府經平衡後有此安
排。
吳克儉又指，政府將首次為通過「免試

招生」升讀內地75所大學、有經濟需要的
港生提供補助，由於部分課程香港並無開
辦，他是在接觸學生及聽取意見推出相關
措施。

「年青」約定俗成非錯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昨日

的施政報告記者會，由有份負責青少
年發展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一同主持。會上有記
者問及施政報告封面標題其中一句
「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質疑「年
青」一詞的中文文法有問題，應更改
為「青年」或「年輕」。曾德成回應
時直言，曾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有關
用字討論，二人都認為用「年輕」更
合適，但因為「年青」亦已約定俗
成，最終負責同事未有更改。
有關問題原本是向吳克儉提問，但他

隨即指「曾德成局長文化水平好高」，

巧妙地轉交同場的曾德成回答。曾德成
則坦承「應該是『年輕』。我曾經與行
政長官傾過，他也知道是用『年
輕』」，但他又指，特首「覺得大家都
已經接受，所以不緊這回事」。
他隨後再補充指，有關討論並非針對

是次報告封面頁的口號，而是另一討論
文字問題的場合。至於施政報告最終選
用的字眼，他表示，「見到有文件上寫
『年青』，都有跟同事說過」，但對方
未有採納，他認為「『年輕』和『年
長』相對，應該說『青年』，但既然
『年青』已經約定俗成，大家又接受，
相信行政長官都是一樣意思」。

◀張民炳指
放寬限制違
背了措施原
意。資料圖片

■■吳克儉表示吳克儉表示，，中六畢中六畢
業生未來業生未來88年將由現時年將由現時
的的77..11萬人萬人，，急跌至急跌至44..88
萬人萬人。。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蔡國光質
疑資助學生
到海外升學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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