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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港大蒙羞蒙羞

中國將在今年9月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閱兵式」。這次大閱兵至少有三方面
的重大意義：一是展示中國軍隊的軍容、軍貌、
軍心、軍備，凝聚國人信心，增加自豪感；二是
展示維護國家安定、保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
強後盾；三是震懾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喚醒世界
人民歷史記憶及和平嚮往。顯然，今年的大閱
兵，可以起到揚國威、振民心、提士氣、慰先
烈、懾邪妖、聯友人、促和平的作用。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是
回顧歷史、展望與規劃未來的重要時刻。中國是
亞洲大陸抗擊和打敗日本法西斯的主戰場，戰爭
爆發最早、歷時最長、戰場最廣闊，中國抗日戰
場的持久抗戰，牽制了日本的北進、南進和西進
等世界戰略的展開，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美國、
英國等盟國在歐洲戰場、北非地中海戰場、太平
洋戰場的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
重大貢獻。

二戰中，中國軍民累計傷亡超過3500萬人，
佔二戰中各國傷亡人數總和的三分之一，直接經
濟損失 1000 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 5000 億美
元，是損失犧牲最慘重的國家。中國天安門廣場
與法國諾曼底、俄羅斯紅場，將組成世界三大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場所，目的就是為了喚醒每

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對和平的嚮往和珍惜，喚醒世
界人民對歷史的記憶和對和平的真愛，表明維護
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
立場。

過去數年，中國軍事裝備有了巨大提升，一大
批新裝備入列。在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戰略的
支撐下，日本反華越來越猖狂，不但將中國領土
釣魚島「國有化」，還否認歷史，否認對華侵
略，瘋狂擴軍備武，再次走向軍國主義道路。中
國大閱兵通過展示軍事實力，向日本表明中國的
態度和能力，讓日本知道事關中國的戰後秩序絕
不容許改變。

當前，中華民族復興進入關鍵期，國家安全內
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
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
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就國內而言，敵對勢力趁機
滲透顛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難度倍增，「東
突」等民族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伺機製造暴恐破
壞活動；就國際而言，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嚴峻，
美國重點轉向亞太，利用中國與一些鄰國的海洋
領土爭端，力扶持日本、菲律賓等，大搞「以
鄰制華」、「以鄰擾華」。中國大閱兵可以提升
國人對國家安全的信心，表明維護國家安全、保
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堅強後盾。

中國大閱兵意義重大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批評房署及房協，對公屋

出現雙重戶籍問題，拖延調查及執法，縱容租
戶濫用公屋資源。實際上，公屋濫用問題突
出。今次揭發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房署及房
協不僅要堵塞審核漏洞，處罰違規佔用公屋的
住戶，更應全面檢討並收緊公屋戶籍繼承和入
息資產審核的政策，有效防止公屋資源被濫
用。

20 多萬輪候冊內的申請人等數年都未能上
樓，但現時住在公屋的人卻很容易再申請到公
屋，存在審批雙重標準。原有公屋住戶借照顧
長者或家庭不和等理由，較容易分配新單位，
戶主不主動交回原單位，結果造成雙重戶籍，
令公屋失去照顧窮人的本來意義。此次申訴專
員就揭發，有長者公屋戶多次獲配公屋，房署
又無跟進有關公屋戶有否交回原來單位，結果
導致一人擁有多個公屋的不正常情況。令人費
解的是，房署竟然長達8年都無發現。

面對批評，房署回應指，有個案涉及複雜
家庭背景或家庭暴力，要審慎和情理兼備方
法處理。房署的回應未免有掩飾監管不力之
嫌。公屋住戶家庭不和，房署應聯同社署或
警方進行調解，而非輕易以分配公屋單位作
為調解家庭矛盾的工具，否則只會助長假離

婚、假不和的現象佔用公屋資源。申訴專員
揭發的長者佔用多間公屋情況，是否因為家
庭問題，房署應向公眾解釋。若不是的話，
請房署交代真正理由，並說明如何防止同類
問題發生。

根據現行政策，公屋住戶若入息及資產兩項
同時超出輪候冊入息3倍及84倍上限才需交出
公屋，留下濫用公屋的漏洞。要同時符合入息
及資產超標才會被收樓，只要入息符合要求，
即使坐擁數以百萬計的私人物業，亦可長期佔
用公屋，甚至不需繳付富戶租金。而入息及資
產申報是由公屋住戶自行填報，不用提供證明
文件，房署只負責抽查，根本難以掌握確實的
濫用公屋數據。房協更無制度處理富戶個案，
無權迫濫用戶搬走，防止濫用公屋的審查機制
形同虛設。

房署及房協應進一步檢討繼承戶籍的政策，
對已有私人物業的住戶不可再有權繼承公屋戶
籍；同時，應更深入審查和跟進公屋住戶的家
庭狀況，若有住戶虛報入息及資產而取得公
屋，應立即收回單位，並提出檢控，讓其受到
應有的法律制裁，防止濫用公屋，讓公屋資源
投放到迫切需要上樓的市民身上。

（相關新聞刊A5版）

檢討公屋政策 防止資源濫用

根據教資會昨日公布的「2014年研究評審
工作（RAE）」結果，除整體有46%研

究獲評3星至4星的高水平，4%獲「U級」的
項目也令人關注，反映八大院校中部分參與評
核的學者研究工作參差不齊。

城大理工嶺南「U級」略高
根據本報取得的院校細分資料，教育學院共
有7%項目被評為「U級」為八大中比重最
高。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及嶺南大學略高於全
港水平，各有5%項目被評為「U級」，其餘
院校則介乎3%至4%。如按參與評審項目及人
數比率推算，理大、中大、城大及港大都有較
多的「U級研究」，各超過100項。
到底怎樣會被評為「U級」呢？錢大康舉例

表示，被評為「U級」的項目當中，「有些是

刊登於報紙的散文，或者刊登於報紙的評論，
他們就拿來當是研究項目去提交，我們小組不
會視之為研究，故不作審核；也有些人提交課
堂筆記，其實不予評級就是交錯東西，沒有交
錯的話我們也會予以『1星』評級。」

「交錯東西」院校無依指引
華雲生進一步解釋，這個「交錯東西」的

現象，主要因為院校沒有根據指引去作出呈
交，「有些人是將評論文章（Review
article）交上來，他們認為當中有調查，很
重要，也花了很多心血，但評核小組的看法
是這並非原創研究（Original research），所
以小組會視之為不予置評，但它有可能是不
錯的題目。」
對於有學者「hea交」散文筆記當是學術研

究項目，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直言這
是「濫竽充數」、「欠缺學養」，「課堂筆
記都交，真的很誇張。一般而言，大家都知
道應該要交國際性的學術期刊文章才會被計
算在內，因為經過的嚴謹的評審程序，
Acceptance rate（獲接納比率）可能低於兩
成，非老師自行製作予學生的『課堂筆記』
所能比擬。」

學者7年交4份研究要求不過分
他又指，RAE要求每位參與評核的人員提

交7年內最多4份研究項目的要求並不過分，
「其實即約兩年一篇研究文章，一般校內評審
也可能有類似要求，如果他們達不到這個水
平，反映了這些『學者』並無專注做學術，亦
應該急起直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昨公布的「2014年研究評審

工作（RAE）」結果，八大逾1.65

萬項研究中，雖然有近半達「國際

卓越」或以上水平，但同時亦有

4%，約660項只獲不入流的「U

級 」 （ 不 予 評 級 ， 俗 稱 「 揸

兜」），顯示部分參與評核的學者

研究工作甚差，濫竽充數，「hea

（消極、懶散隨便）交」情況令人

咋舌。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小組副

召集人錢大康說明指，「不予評

級」項目包括學者於報章的散文、

課堂筆記。研資局主席華雲生補

充，有人將評論（Review）當研

究（Research），但由於沒有原

創性，不能將之計算在內只能評

「U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教資會昨日公
布的「研究評審工作（RAE）2014」結果，被
質疑研究表現下滑的香港大學同日發表聲明
指，對是次結果「感到鼓舞」，因有過半數學
者被列為三四星級，又指「今次的研究評審結
果，將有助大學訂定策略。」至於整體評級超
越港大、位列八大之冠的香港科技大學則明確
表示，未來會策略性地分配資源，以進一步加
強研究發展。香港理工大學卻認為評審只着重
學術研究，未能如實反映其科研實力和對社會
的貢獻。
港大校長馬斐森昨日下午出席校內活動時，指
教資會當時仍未正式公布「RAE 2014」結果，
故未有就法律學院及該校整體表現作出回應。
港大昨晚發新聞稿指，在13個專門領域中，
該校在5個領域得到最多三四星評級，包括醫
學與衛生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創意藝術
表演藝術及設計、教育。在46個港大有參與評
審的學科，該校在24個學科中取得最高比例的

四星。港大又指，作為綜合型大學，該校在科
學與人文學科皆表現卓越，今次的研究評審結
果，將有助大學訂定策略，未來繼續在研究工
作各方面，爭取佳績。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則主動獨立發

稿回應評級，指學院在醫學及衛生科學領域上
的研究再次獲得肯定，在該組別4所教資會資
助高等院校中獲得最高的三四星評分的研究項
目百分比最高。

科大：依出色評價分配資源
科大則表示，很高興在「RAE 2014」中獲
得出色評價，顯示科大在多個研究領域均達到
國際卓越水平，大學會參考有關結果，策略性
地分配資源，以進一步加強研究發展，並透過
優秀的研究提升教學質素。中大表示，該校不
同學科的研究表現均獲確認達國際水平，會視
是次評審結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指，滿意該校的研究表

現，因今次研究評審所採用的評核標準比2006
年的更為嚴格，而該校的研究水平持續上升，
令人欣慰。嶺南大學發言人表示，是次評審結
果顯示，該校在有參與評審的學科領域中，分
別有高達15%研究項目達到四星評級，令人鼓
舞，「作為一所小型大學，日後將會更清晰釐
定日後研究工作的路向。」
香港教育學院歡迎是次結果，校方強調將積極
推動跨學科研究、加強國際及地區的協作，並為
研究人員提供更佳的支援。香港城市大學發言人
指出，該校44%研究達三四星級，整體表現位列
本港大學前四名；校長郭位指結果令人振奮，是
再一次肯定城大在科研方面的實力和質素。

理大：RAE未反映科研實力
理大回應時指，是次評審只着重學術研究，

未有包括科研的應用及對社會的影響，所以認
為是次評審未能如實反映理大的科研實力和對
社會的貢獻。

被質疑表現下滑 港大仍稱「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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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曾於多所大學任教的教育學院副
校長（研究與發展）莫家豪表示，是次RAE報告反映港校整體研
究水平在國際上有傑出表現。就較為「年輕」的科大獲評三四星
比率達70%，遠高於港大的51%，他指港大參與評審的學者有逾
千人，基數較大，故難以與其他院校比較，但亦直言這已反映港
大學者質素參差，「未必個個都達到頂尖水平。」另有教育界人
士指出，歷史悠久不代表可以「食老本」，要視乎院校教授是否
努力，有些教授放較多時間於政治上，研究自然受影響。

莫家豪倡「跳出」香港合作研究
莫家豪認為，RAE報告值得八大院校詳細參考，日後可就相關

的成績考慮如何在相應領域作好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他建
議，院校應「跳出」香港，加強與國際院校進行跨學科研究合
作，「即使學者進行一些本地議題的研究，例如老人政策研究，
也可與其他地區作比較研究」，提升有關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一直關注本地學者發展的香港學者協會內務副主席譚鳳儀則認

為，科大自創校以來，發展目標明確，集中進行研究，故科大並
無歷史包袱；反之歷史較悠久的港大有歷史包袱，不少學者有多
元化的研究議題，各有不同的專注。

譚鳳儀：港大法律學者不夠好
就港大法律學院被成立約10年的中大迎頭趕上，譚鳳儀分析

指，港大法律學院的學者有56人接受評審，較中大的26人多，
可見「人多不一定有好處」，「港大學者做得不夠好是其中一個
原因，或者是其他院校做得更加好」。

黃均瑜：歷史悠久非質量保證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是次RAE報告反映港

大雖為百年老校，但不代表該校歷史悠久便有質量保證，更不代
表該校可以「食老本」，要視乎院校教授是否努力。他解釋指，
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原院長）和戴耀廷（副教授）都將不少
精力放在政治參與上，但人的精力很有限，你放得較多時間搞政
治，其他學術研究、教育工作自然就要放輕」。
對於八大院校的未來研究發展路向，黃均瑜指決定權始終在院

校，「大學有學術自主，如果學校高層認為政治較為重要，學術
研究不太重要，這個問題是他們要思量的。」

何漢權：RAE報告「不可不信」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八大可參考RAE報告，為未

來的研究發展做好規劃。他指港大應面對有關結果，應作檢視，
對報告持「不可不信，不可盡信」的態度。

RAE對13學科領域研究評價(部分)
評審小組 主要評價
生物學 發育生物學、與癌症有關的細胞生物學、環境生物學、神經科學、植物科學及結構生物學尤具優勢。

海洋生物學各範疇多項研究均成績斐然，應考慮支持，鼓勵院校加強合作。
醫學及衛生科學 大部分研究並列全球最佳水平。
自然科學 香港已羅致大批青年研究人員，極具潛質成為首屈一指。

6所院校物理系的研究水平尤高，於歐美同儕中聲譽日隆，不少在所屬領域領導同儕。
電機及電子工程 港、中、科三大屬世界一流水平，其中一所更是有關領域的全球首十名內。
電腦科學/資訊科技 國際研究合作成果顯著，建議加強參與及領導國際研究項目。
工程學 在主流工業工程學和營運管理學方面的研究屬世界領先水平。

研究具遠大視野，凸顯了學術動的綜合性和群聚效應。
建造環境 部分項目甚為創新，達最高國際水準。

須匯聚人才和研究實力，以產生群聚效應，確保可持續發展。
法律 可進一步探討院校間協作，提升研究質素和國際定位。
商科及經濟 研究表現令全球眼前一亮。

個別大學的遊客行為及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專題研究成績斐然。
社會科學 未有積極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發表更多研究成果。

社會工作研究過於側重大型調查，應鼓勵學者採用其他方法。
人文學科 香港於翻譯及全球語言學的研究有優勢，歷史、文化研究、哲學及宗教等研究水準尤高。

應對中文發表的研究成果更予以適當重視。
創意藝術、表演藝術及設計 平面設計、插圖設計、印刷工藝及紡織設計方面，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成果不多。
教育 最佳研究項目達世界一流，但多個範疇理論基礎薄弱，流於保守，重要性有限。

與國際及內地學者合作不足，觀點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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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大 康 表
示，「不予評
級」的研究項
目包括學者於
報章的散文，
以及其課堂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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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鳳儀指港
大法律學院被
中文大學迎頭
趕上，港大學
者做得不夠好
或是原因之
一。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