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6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2012/13年一級榮譽畢業人數
院校 畢業生 一級榮譽 一級榮譽

總數 畢業人數 畢業生百分比
科技大學 2,044人 365人 17.9%
香港大學 2,992人 443人 14.8%
城市大學 2,918人 382人 13.1%
浸會大學 1,590人 184人 11.6%
中文大學 3,172人 314人 9.9%
理工大學 3,300人 302人 9.2%
嶺南大學 734人 57人 7.8%
教育學院 1,161人 57人 4.9%
總數 17,911人 2,104人 11.7%

資料來源：按教資會資料庫內容計算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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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學者Hodgson
將任科大副校長

現時大學學士畢業生學位榮譽等級分為5類，由成
績最好起依次排列包括一級、二級甲、二級乙、

三級和其他（或稱「合格」），教資會統計數據顯示，
8大院校一級榮譽比率，在1995年至2013年間由約5%
急升至逾11.7%，增幅超過1倍，單是2013年已有逾
2,100人，氾濫趨勢明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根據有關資料庫進行深入調查，首
次發現不同院校2013年度畢業生學位等級數據的詳細
記錄分析，揭示院校之間的極大差異。

城大港大一級榮譽生約14%
其中，科大有17.9%學生獲最高等的一級榮譽畢業，

較全港平均的11.7%高出逾一半，亦為8大中派「1st
Hons」之冠，而城大及港大分別有14.8%及13.1%畢業
生獲一級榮譽，也屬較高水平；另一方面，教院及嶺大
年內分別只有4.9%及7.8%學生一級榮譽，遠較其他院
校少。
事實上，教資會轄下質素保證局早在2010年公布的
關於科大的質素核證報告中，已有提及科大有部分學院
特別多學生獲頒一級榮譽或二級甲等榮譽學位，遠超校
方政策的指示，對此「感詫異」來形容情況。

科大:比率合理與英大學相若
對一級榮譽學位情況，科大發言人回應指該校參照國
際基準，有明確及嚴謹準則，包括同學的畢業平均分必
須達既定指標，而所有修讀的主修或選修科目成績，均
須計算入畢業平均分內等。
發言人認為，不同大學頒發「1st Hons」準則各不
同，科大頒發的一級榮譽比率屬合理範圍，亦與英國大
學相若；但發言人亦透露，大學正審視校內現有指引所
定的評級百分比範圍，以更切合國際標準。
教院則回覆本報指，該校有既定機制及指引處理榮譽
等級，獲評定為「甲等」（即「1st Hons」）者，除要
於平均積點（GPA）獲3.4分或以上外，另須於「學校
體驗」獲評定為「優良」或「良好」。

教界倡教資會牽頭定共同標準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估計，部分如數學、會計
等側重計算的學科，答案對錯一目瞭然，派一級榮譽機
會較大。他又建議教資會牽頭設立一共同的評分標準，
例如將「1st Hons」維持在10%至15%內，讓院校有所

依據，避免個別院校出現過多或過少的情況。
教聯會大專事務發言人胡少偉則估計，科大取錄了不

少內地全國級尖子，校園學習氣氛濃烈，「個個都想爭
A，分數自然提高，可能會出現較多『1st Hons』」；
但他亦認同，科大對於近18%人一級榮譽畢業生應有更
詳細合理的解釋，否則便探討該校評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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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港生「一級」多兩倍 本地生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香港以優秀成績
獲一級榮譽的大學畢業生大增，本報進一步分析有關數
據，發現不同背景的學生，獲一級榮譽比率的差異極
大，例如港生其實只有約9%能以一級榮譽畢業，但非
本地生比率卻高達35%，相差近3倍。有學界人士指，
數字說明不少非本地生學術底子佳，對學業具積極性亦
有鑽研精神，認為是對香港學生的警號，若不想落後便
須急起直追。
根據教資會2012/13年度資助學士學位等級數據，8

大院校1,784名非本地生畢業生中，多達621人獲一級
榮譽，佔總數34.8%，而16,127名本地畢業生中，則有
1,483名獲一級榮譽，僅佔9.2%，相差達25.6個百分
點。當中科技大學更有47%非本地生獲一級榮譽，比率

屬8大最高。

內地生多底子佳較積極
科大化學及環境工程學系三年級港生江同學直言，身

邊內地同學普遍「讀書好勁」，是成績名列前茅的高分
一族，「他們的數理基礎穩紮，所以我也會請教他
們」。她認為，非本地生一般學習態度較認真，除了備
課亦會日日溫習，至於港生成績多較為普通，學習態度
因人而異。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表示，根據觀察，

內地及海外學生對學科研究的興趣及積極性，均較港生
濃厚，「在大部分研討會和講座，於答問環節發問及發
言的學生都是內地生，他們具備鑽研精神，學習勤力，

也有毅力」。他提醒：「這是對香港學生響起的警號，
因為全球學術競爭激烈，港生若不想落後，便須加倍努
力，急起直追。」

男生成績趨「兩極化」
除本地/非本地的差異外，資料顯示，部分大學的學

位榮譽等級也有出現「性別差異」，男生成績「兩極
化」傾向較明顯，即男生獲取一級榮譽的尖子比率，以
及成績較平庸的三級榮譽比率都較高，而女生獲取不同
榮譽等級的分布則較平均。
以中大為例，該校男生有10.9%以一級榮譽畢業，女
生則只有9%；至於另一端，該校有15.6%男生以三級
榮譽畢業，也明顯較女生的9.3%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各資助
院校對學位榮譽等級的要求各有差異，派
「1st Hons」之冠的科技大學，2013/14年
度學生會會長石毅俊指，不覺得該校一級
榮譽畢業生特別多，事實上校內也有部分
較學系被同學公認為「Chur科」（即課業
量大、要求特別高的學科），學生難獲較
高GPA（成績積點）。至於一級榮譽率較
低的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黃菀靖表示，
與教育相關的學系要「1st Hons」畢業甚有
難度，「因為不少學系的考試成績只佔總
分3至4成，而功課、報告及實習表現較為
重要，要兼顧幾方面，較難取得高
GPA」。
石毅俊表示，不見科大有特別多「1st

Hons」，有剛以一級榮譽畢業的朋友GPA
約3.6分至3.7分，估計一般基本要求也需
要3.5分。他又補充，校內不同學系的GPA
及一級榮譽分布各有差異，「個別學系如
機械工程學，被指是科大4大『Chur科』
之一，要取得高GPA便有一定難度」。

教院學生會：文法科評分「緊手」
正修讀教院語文研究榮譽（英文）的黃菀靖則指，

該校語文系的評分標準較難捉摸，以英文系為例，部
分文法科目評分好「緊手」，班內平均最高分也只有
3.0GPA，更難取得「1st Hons」。不過她認為：「我
們未來會成為老師，除了成績，我們的品德、才能是
衡量能否成為好老師的因素，但這些不會反映在1st
Hons的數字上。」

■■徐立之徐立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8大院校精英比率 18年增逾倍趨氾濫

科大18%「1st Hons」
多教院近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加拿大
衛生研究院之友與加拿大衛生科學學院
宣布，嘉許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為2014
年度Henry G. Friesen國際衛生研究獎
得主，以嘉許他在科學及衛生健康政策
領域上有國際建樹的傑出領袖。
徐立之將於9月17日於渥太華接受獎項
及發表演說，並於2015年到訪加拿大的大
學及衛生健康科技中心。大會表示，徐立
之在遺傳學及基因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
他於1980年代斷定導致囊狀纖維症的缺陷
基因，以及在染色體的深入研究中描述了
第七條染色體的特徵；在2003年SARS冠
狀病毒爆發期間，徐在對抗疫症上作出了
重要的貢獻，帶領香港研究小組參與人類
基因單倍型圖國際研究計劃，完成首個人
類基因變異的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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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滙報訊
（記者 高鈺）香
港科技大學昨日宣
布，經嚴謹的全球
招聘後決定委任英
國阿斯頓大學財務
長 Mark Hodg-
son，接替即將離
職的黃玉山出任副
校長(行政)，自今
年9月起生效。至
於黃玉山會於本月
31日離任，獲委任
為科大榮休教授。
科大校董會主席張建東及校長陳繁昌均表

示，對Hodgson加盟科大的領導團隊感到欣
喜。據了解，Hodgson於英國華威大學攻讀純
數學、運籌、統計與經濟學的學士學位，並取
得一級榮譽。他亦是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的會員。他擁有超過26年出掌高層財務及行政
職位的經驗，他現為英國阿斯頓大學財務長，
主理大學財政、業務、物業以及法律方面等事
務，並負責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職務。

香港特區政府首任行政長官為董建華
先生，其時，董先生常常念茲在茲的一
句話—「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
國更好！」「一國兩制」初步歷史舞
台，台上的一分鐘，台下要十年功。香
港回歸經已不容易，「一國兩制」從無
到有，彼此少點共濟和衷，亂子都會若

隱若現。畢竟，香港長期處於東西文化交雜之中，亦是國
際關注的金融貿易中心，同時不需忌諱的是，這裡也是英
美日本及歐洲列強與中國，作出政治角力的「文明」之
地。

難忘前輩昔誓言抗美援朝
香港與內地一直都是血濃於水、休戚與共、脈搏相連，

不管居港時間多長多短，或是祖宗幾代同是土生土長的港
人，大家絕大部分都會心甘情願既稱自己是香港人，同時
也以中國人身份自居。筆者於學校當教師的初年，與一位
屯門區中學校長前輩閒話中國歷史時，就聽到這樣的獨
白：「1950年代的韓戰，中國派出志願軍加入抗美援朝，
反對列強入侵，當時我十分憤慨，亦十分激動，強烈要求
父母，容許自己北上赴朝，參加抗美援朝！」筆者對此一
直印象深刻，記憶猶新。今天，這位要抗美援朝的校長經
已退休，但亦經常北上，到貴州偏遠地區扶貧濟學，參與
義教工作。

在這位校長心坎裡，祖國就是中國，永遠可親可愛，不
容毀傷。藉此一角，教育漢願意摘錄歷史片段，以作回
應。那是1905年的夏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艱難困頓，但
在東京富士見樓對中國留學生時，發表了如下講話：「中
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
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
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借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
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
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港背靠祖國 星坦言怕怕
天佑中華，2014年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65周年，新加
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作為競爭對手，新加坡並不擔憂香
港本土的競爭力，但香港背後是資源及幅員龐大的中國內
地，這才是新加坡無法比擬的潛力所在，值得新加坡懼
怕！
歷史進程時有彎曲，縱然今天香港出現「驅蝗」的歪理

歪論，但教育漢還是堅信董建華先生的「香港好，中國
好」良性循環，肺腑之言，永遠有價！這也是「一國兩
制」由設計到落實，並要不斷演進的精神所在，歷久常
新。
■何漢權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兼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

會長、現職風采中學副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好，中國好」歷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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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隨高等教育普及，本地大學生「矜

貴度」大減，當中個別院校獲

「1st Hons」（一級榮譽）畢業

的精英也似有氾濫趨勢。現時8大

院校的各級畢業榮譽比例屬院校自

主範圍，教資會並沒規定，本報偵

查發現，8大所發一級榮譽比率幾乎

差天共地，其中科技大學2013年度

共有365名「1st Hons」畢業生，佔

總數17.9%，即平均每5.5人已

有1人獲「一級」，有關比

率不單比8大平均高出逾

一半，與只有4.9%人一

級榮譽畢業的教育學院相

比，更高出2.7倍。科大回應

指該校所發一級榮譽「屬合理範

圍」，但又表明正審視現有指引所定的評

級百分比，期望更切合國際標準。

■Mark Hodgson
科大供圖

■石毅俊（中）不覺得科大一級榮譽畢業生
特別多。 資料圖片

▲本港8大院校一級榮譽畢業生比率，在1995年至2013年
間由約5%急升至逾11.7%，增幅超過1倍。 資料圖片

◀科大於2012/13年度的「1st Hons」百分比為8大之冠。
圖為科大畢業禮情況。 資料圖片

■胡少偉指，科大對18%
「1st Hons」畢業生應有合
理解釋，否則應進一步探討
有關的評分準則。資料圖片

■張民炳認為，不少非本地生
對學科研究的興趣及積極性均
較本地生濃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