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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佔
領」期間參與罷課的大學生，紛紛要求大學
教師為其補課。高教聯主席岑嘉評在訪問中
透露，有大學教師擔心學生在大學教學評審
中「秋後算帳」，給予教師特低分數，被迫
為學生補課，影響教學進度，認為特區政府
教育部門和大學校長應正視有關問題，避免
評審機制政治化，長遠而言應取消學生評
分，回復對教員的專業評審。

教員被迫補課 礙教學進度
外界有意見認為，罷課是學生的選擇，應

由其承擔罷課對個人學習滯後的後果，教員
因應整體教學進度，沒有責任為罷課學生補
課。岑嘉評說，有大學教員抱怨指為罷課學
生補課影響教學進度，不少教員更向他反
映，非常擔心不替這些學生補課會被「秋後
算帳」，在教學評分中填寫低分。
他慨歎，「這種容許學生參與的評審機
制，以往已不時被一些學生做『武器』。
『佔中』事件後，學生更可能將評審機制政
治化，有教員只是基於法律問題，勸說學生
不要參與『佔中』也承受壓力。」

岑嘉評續說，這種對教員的評審制度變相
讓學生「懲罰」力保教學進度的教員，令教
員不能以最合適的方法因材施教，限制教學
質素。他指大學校長會應發表聲明，強調教
員應按規章嚴格處理，不會因為學生評審影
響教員教學進度。

宜設申訴機制 利專心教學
他認為，「佔中」事件後更需要檢討機
制，例如成立教員申訴機制，讓教員可就不
當評審申訴。長遠而言，大學不應再以學生
評分去評價教員水平，令教員專心教學。
被問及罷課學生會否對大學教職員產生壓

力，教員又會否擔心被學生「批鬥」，令高
教界對「佔中」產生寒蟬效應，岑嘉評指主
要視乎校方高層對學生的取態：「如果高層
太討好學生，教職員也自然識做，對學生的
不當行為也不會過於苛責。」
岑嘉評並肯定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早前

拒絕頒發畢業證書予在畢業禮中舉黃傘的畢
業生的做法，認為是敢於明辨是非的做法，
又認為大學教師應對學生批駁歪理，不應害
怕被「批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參與「佔
中」的大學教員本身均為立法會議員，包括現為浸
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的公民黨議員陳
家洛。高教聯主席岑嘉評在訪問中批評，立法會議
員兼大學教員教唆學生和市民犯法，不但有違師
德，更完全違背就任立法會議員的誓言，知法犯
法，損害香港利益，可謂罪上加罪。特區政府必須
依法辦事，嚴肅追究這些身兼大學教員的立法會議
員違法違誓的責任。

「宣誓不是當食生菜 須問責」
立法會議員就任前均須宣誓，內容包括「本人就

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
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
職守，遵守法律……」岑嘉評指出，陳家洛身為立
法會議員，在「佔中」事件中完全違背他當日宣誓
就任的誓言，「宣誓不是當食生菜，特區政府必須
向這些議員問責。」
警方本星期一在銅鑼灣「佔領區」清場時，以涉

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帶走多名拒絕離開的留
守者，包括陳家洛。岑嘉評指，陳家洛教唆市民和
學生知法犯法，不但沒有去保護學生，為學生樹立
極壞榜樣，他自己更參與擾亂社會秩序的行動，至
少觸犯多項罪行，包括阻差辦公、參加非法集結、
妨礙公眾秩序、煽動他人非法集結、教唆他人犯
罪、藐視法庭禁制令等等。「陳家洛豈止阻差辦
公，佢一定要向公眾交代。」

促通緝「佔中」搞手歸案
另一名同為大學教員的 「佔中三丑」之一的港

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圖以「學術自由」包裝
「佔中」言論，煽動他人參與違法，岑嘉評批評這
是非常偏激的學術歪論：「學術自由不是這樣的
『自由』，全世界都不可以，美國都不會容許這種
鼓吹違法的言論。」
岑嘉評認為，律政司必須對一些「信口開河」的

人依法辦事：「控告戴耀廷發動『佔中』不在話
下，佢幾日前還在危言聳聽公開說香港可能有暴

動，煽動社會暴力
抗爭，豈能不負
責？」而學聯副秘書
長岑敖暉曾揚言不
排除「武裝抗爭」，
岑嘉評反問「咩叫
『武裝抗爭』？『武裝
抗爭』係咪會攞槍
先？咁都講得出！」
對於李柱銘、黎

智英、周永康、黃
之鋒等「佔中」搞
手，岑嘉評指這些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人，特區政
府必須嚴肅追究，通緝歸案，甚至倣效新加坡嚴刑
峻法處罰也不為過，以起阻嚇作用，否則，社會就
要繼續賠上內耗代價，「特區政府如對這些人軟
弱，手尾就會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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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撤大學生評分 回復教員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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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 終以失敗告終的違法「佔

中」行動，一些主事者為大

學教職員和學生代表。香

港高等院校教職員會

聯會（高教聯）

主席岑嘉評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大學一直是英

國力控的外部勢力溫床，而「佔中」是外部勢力

借高教界和學界積累能量的一次爆發。香港

社會各界應深刻認清「佔中」根源，對

症下藥，特區政府須在青年政策和資

源方面支援高教界，以免大學繼

續被外部勢力操控，發動更

多亂港行動。

■記者 鄭治祖

外部勢力往往看準大學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智庫，
作為滲透社會的工具。其中，中文大學香港美國中
心（港美中心）和港大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均
被指為外部勢力以資金和情報人員幕後操控的學術
機構，借學術研究和學術自由做掩飾，在港大搞
「顏色革命」，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藉通識科控制學生政治思想
中大的港美中心位於中大校園內一棟不起眼的

建築物內，負責人為前美國重量級外交官及情報
人員。據指，該機構表面上是促進香港與美國學
術交流，實際上其一大工作是向全港教育機構提
供通識教材，傳播「美式價值」，並向青年學生
進行心戰洗腦。

目前，該中心已「壟斷」香港8間大學的通識教
學教材。有指外部勢力正是看準通識科的監管
「缺陷」，花大氣力意圖插手通識科，以此控制
學生的政治思想。此外，學聯及「學民思潮」頭

目更與港美中心關係密切。

李柱銘搭線 戴耀廷受「栽培」
「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本身為港大法律系

副教授，曾到英國倫敦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修讀
法律，英國背景濃厚。他早年為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的議員助理時，並由李柱銘搭線介紹予
美、英的人員。

據指，美國早已通過有「中情局分店」之稱的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研
究所（NDI），為戴耀廷等「暗樁」提供各種各
樣的支援，例如與香港大學共同成立比較法與公
法研究中心，就是為外國勢力在香港策動「心
戰」而服務。戴耀廷正是該中心的受薪研究員，
多年來受其「栽培」。外部勢力策
動「佔中」這場港版「顏色革
命」，足證早已做了大量培訓及心
戰工作。 ■記者 鄭治祖

美英「操控」兩大學 策動港「顏色革命」

港大：
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之一 戴耀廷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陳祖為
化學系副教授 蔡顯輝
中大：
社會學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之一 陳健民
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周保松
浸大：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陳家洛
城大：
政治學講座教授、「真普聯」召集人 鄭宇碩
理大：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黃碧雲
嶺大：
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
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自治運動」發起人 陳雲
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本土行動」成員 陳允中

部分策動或參與「佔中」的
本港大學教員

高教聯是維護本港大學教職員權益的高教
界組織。岑嘉評在訪問時坦言，不少曾

被英國政府殖民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在英國
政府撤離後，總會留下難題，包括印度的印
巴問題、西班牙的直布羅陀問題等。

英早埋炸彈 圖繼續干預
岑嘉評續說，英國撤離後，不會那麼輕易
讓主權國順利過渡。其中，教育直接影響年
輕一代思想，英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早在
香港教育制度中埋下炸彈，讓英國勢力在回
歸後繼續發揮干預作用。
岑嘉評舉例說，在「佔中三丑」中，戴耀
廷和陳健民便是接受英美教育，與中國關係
疏離。一些大學教員又自稱有居英權，回歸
後又不能在英國居留，這批留在香港又鬱鬱
不得志的「英國人」自恃英國會撐腰，長遠
而言也是「大炸彈」。

「高工資實毒藥」國家概念薄弱
他指出，回歸前幾年，香港的大學教員工資
出奇地高，高於英國、澳洲和加拿大，令高教
界包括學生在內的不少人都認為英國很好，甚
至「懷念」英國政府，「所謂高工資，其實是
毒藥。」
岑嘉評特別指出，現有不少中小學教師，

正是來自羅富國、葛亮洪、栢立基等前港英
政府教育學院的培訓體系，其傳統意識對國
家的概念很薄弱，沒有灌輸有關國家教育的
責任。現在回歸17年，那批由港英教育體系
培訓出來的教師，令目前20多歲的學生對中
國全然陌生，大學則要繼續接收這些缺乏國
家觀念的學生接受大學教育。他說，高教界
在回歸後被迫接下不少英國外部勢力的炸
彈，這些問題在「佔中」事件中表露無遺。

外力潛伏多時 看準怨氣爆發
岑嘉評認為，外部勢力在高教界潛伏多

時，亦看準社會出現的一些民怨發動「佔
中」。他說：「今次那麼大問題，是青少年
怨氣的一個大爆發。香港的大學發展將過多
資源放在排名上，卻犧牲很多學生的前途設
計，很多學生讀完大學對前途迷惘。很多學
店式的副學士，學生交了大筆學費又找不到
工作，對前路感到失落，逐漸對社會產生怨
氣。」
他分析，不少人在「佔中」期間不肯離
開，不少是大學生、中學生，這是箇中原
因：「不是個個都反對普選，一些中學生
都未有完全了解普選。」另一方面，近年
在奶粉、小學學位和婦產床位等事件上，
亦令一些人對內地來港人士產生抗拒心
理，不滿政策安排的情緒，在「佔中」來
一次爆發。
「佔中」事件暴露外部勢力試圖在港大搞

顏色革命，岑嘉評認為，香港社會各界在
「佔中」事件後，應正視拆彈問題。他建
議，港英時代的教育及人力統籌處會專責香
港人力統籌問題，特區政府應和教育界一
道，下大力氣檢討包括青年就業和認識祖國
在內的香港青年發展政策，避免青少年再感
前途迷惘。

「要先讓學生對國家有感情」
同時，大學目前許多捐助集中倚靠外資機

構，令外部勢力有機可乘，一些中資機構亦
可加大力度資助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設立
獎助學金，並捐助大學擴建冠名，協助高教
界加強傳揚愛國主義。
岑嘉評最後指出：「愛國要先讓學生對國

家有感情，否則難言愛國。然而，沒有交
往，又何來愛國？」他說，學生回內地只重
遊玩無助了解國情，認為特區政府和各界都
要繼續提供學生與內地親身交流的機會，
「這樣才能令學生對內地產生感情，要讓他
們知道自己始終是中國人。」

■■岑嘉評指岑嘉評指，，本港本港
大學一直是英國力大學一直是英國力
控的外部勢力溫控的外部勢力溫
床床，，他促請社會各他促請社會各
界應認清界應認清「「佔中佔中」」
根源根源，，對症下藥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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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洛在「佔銅」清場時
拒絕離場被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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