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初施政報告提出注資10億元，推出「一帶

一路」獎學金，吸引沿線學生來港升讀大學，但隨即有聲音質疑有關建議對本港

學生幫助不大。經過多月研究，教育局最近決定落實優化獎學金計劃變成「雙

向」資助，包括「一帶一路」的學生來港升學及港生赴「一帶一路」境外升學兩

部分，每人每年可獲資助金額為12萬元。另當局同時加強港生出外短期交流的資

助，下學年共撥款1.2億元，供有經濟需要學生分別前往「一帶一路」國家或其他

境外地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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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計劃簡介
■注資10億元於「政府獎學基金」
下運作，分為「一帶一路來港升學獎
學金」及「一帶一路境外升學獎學
金」。

■以印尼為首個地區，未來分階段加
入其他「一帶一路」地區。

■分階段增至約100個名額，具體安
排會考慮香港與不同「一帶一路」地
區的教育合作、學生反應、基金投資
回報等。

■只供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申
請，按學業成績、領導才能和潛質等
擇優而取，每年上限為12萬元，有
效期一般為4年正常修業期。

■邀請各「一帶一路」地區教育當局
推薦當地數所優質大學，指定供港生
選報。

■不設學科限制，如港生赴「一帶一
路」地區選報有助香港長遠競爭力的
課程，例如伊斯蘭經濟、銀行、金融
業務，及中東研究等與「一帶一路」
發展關係密切及香港未有開辦的課
程，將獲優先考慮。

資料來源：教育局文件 製表：高鈺

「一帶一路」獎學金改雙向
資助港生走出去每年12萬 另撥款1.2億供境外交流

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就「一帶一
路」獎學金提交最新文件，並將於下周一在會上

討論。原有的獎學金計劃，首階段為下學年起，向印
尼學生提供 10個名額的「一帶一路來港升學獎學
金」，並逐步擴展至其他沿線地區至最終100個名
額。

文件提到，當局在聽取社會意見後，建議同時設立
「一帶一路境外升學獎學金」，同時資助港生「走出
去」，並將於2017/18年度由印尼開始。日後如有其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納入計劃，計劃將同時提供來港
及境外升學兩類獎學金，香港將針對後者，邀請有關國
家推薦數間優質大學，指定為港生可以申請選讀的學

校。

修讀伊斯蘭金融優先考慮
兩項獎學金均針對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以擇優

而取的原則運作，名單由特區政府獎學基金的督導委員
會決定，獲獎者每年最多可獲12萬元支付學費，一經
批核，將於4年正常修業期內有效。
獎學金學科不設限制，但如港生有意修讀與「一帶一
路」發展有密切關係或香港未有的課程如伊斯蘭經濟及
金融、中東研究等，申請時將獲優先考慮。
當局將考慮多項因素，包括香港與「一帶一路」沿

線經濟體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學生對計劃下對兩類獎
學金的反應、基金的運作回報等，以決定獎學金分階
段擴展安排，及每年向不同地區提供兩類獎學金的具
體名額。

副學士學士可申上限5.3萬資助

除獎學金外，文件亦提到政府已預留共1.2億元，下
學年推出兩項資助港生出外短期交流活動。其中，將於
本年7月推出的「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至今已有
37所專上院校登記參與，當局預計會向各院校發放
6,000萬元，供就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位及學士學
位課程的港生，於就學期間最多可以申請兩次總額上限
5.3萬元的資助，申請者需經入息審查。
另外，就去年1月通過「專上學生境外交流資助計

劃」，供有經濟需要的港生參加境外交流活動（目的地
不限於「一帶一路」地區），教育局亦預留了6,000萬
元，供院校於2016/17年度發放予有關學生。
教育局強調，「一帶一路」的獎學金及交流資助計

劃，有助香港高等教育界國際化及多元化，及培養具環
球視野及國際網絡的優秀人才，提升香港競爭力。而
「雙向」交流更能促進香港及有關地區「民心相通」，
建立教育、文化及青年交流等多方面平台，長遠對香港
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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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香港中學畢業生人口持續下降，
大專院校面臨收生不足情況引起
社會關注。由10多所自資院校組
成的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昨向立法
會提交文件，建議當局設立自資
專上學券、提升非本地學生比
例，和改善開辦課程貸款償還安
排等，支援自資院校面對的困
難。教育局表示，關於學券的建
議涉及重大政策改變，並帶來巨
大財政承擔，認為現時的「指定
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已能
讓自資界別獲合理資助，而計劃
的資助學額及涵蓋範圍正在檢討
中。
教育局資料顯示，中學畢業生

人數將由今年約56,840人逐步減
至2022/22學年的42,700人。自
資聯盟文件指，由於至2026年學
生人口將回升至現水平，保留自
資院校學額將有助應對未來需
求，建議政府向合資格入讀自資
校的學生提供學券資助，自資副
學位及學位課程（非實驗室密集
課程）可分別約2萬元和2.5萬
元。
聯盟又提到，在取錄非本地生

方面，政府應將自資院校的上限
由現時的10%提升至20%，與8
大看齊，另關於政府向自資校的
建校及開課程貸款，亦可延長免
息還款期，讓院校在擴建、翻新
校舍等更有彈性。

恒管開新課程增選擇
昨日舉行傳媒茶敘的恒生管理學院，校

長何順文回應了中學畢業生減少情況。他
表示，每年文憑試獲得「33222」成績、但
未獲八大資助學位者有逾萬人，是自資院
校學位課程的吸納目標。以該校為例，去
年1,300個學額取錄了約1,200人，生源問
題未至於太令人擔心。他又提到該校新學
年將推出亞洲研究、應用及人本計算學等
多個新課程，以增加學生選擇，而校方計
劃最快會於明年8月向政府提交正名大學
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博彩投注花樣與方式愈
出愈多，路德會青亮中心調查發現，兩成受訪中學生曾經
賭博，其中逾75%自以為「不會沉迷」，中心主任指結果
反映青年對病態賭博的認識不足。據中心臨床輔導經驗顯
示，愈早接觸賭博的青年，成年後愈容易成為病態賭徒，
提倡政府將合法賭博年齡提升至21歲。有過來人表示，
18歲初次賭波為減壓，意想不到第一次10元的投注，演
變成後來數萬元的債務，呼籲青年「一次都不要賭」。

Band 1生賭上癮 升大欠數萬波債

與大多數男生無異，Joe（化名）自幼喜歡足球。看
波、踢波、打機之餘，他亦會玩網上遊戲「估比數」，並
經常猜中。就讀於「Band 1頭」中學，Joe於18歲中六準
備高考時的壓力極大，為減壓，首次在馬會投注10元賭
波，自此不斷出入投注站，半年後開設馬會戶口，由數十
元、數百元，漸增加投注至數千元、數萬元。
曾經一個月贏得十數萬元，亦曾經一晚輸逾萬元，Joe
回想，當時是勝利的「成就感」令他一直沉迷。至大學二
年級欠債數萬元，無力承擔，Joe終向家人求助，並協助
他還清債務。但始終賭心未除，很快又向財務中心借了萬
多元賭博。媽媽與哥哥的眼淚，終令他醒覺，並向路德會
青亮中心求助，認清自己的目標，明白不用以賭博證明自
己，成功斬掉4年賭癮。
「不要以為玩10元無問題，正如我當初都沒想過，自
己買過第一次的10元，最終會成為病態賭徒。」Joe現已
25歲，有穩定正職，又以過來人身份於中心做義工，協助
賭博青年擺脫心癮，「一次都不要賭！」

調查指賭博疑受身邊人影響
路德會青亮中心今年初向7間中學派發問卷，成功訪問
2,374名中一至中六學生，發現兩成受訪學生（480人）曾

經賭博，其中210人為初中生、270人為高中生。曾經賭
博的受訪學生中，93.4%指身邊人亦曾賭博。相反，從未
賭博的受訪者中，身邊只有44.3%人曾賭博。中心主任周
雅瑩指出，結果反映身邊人行為與青年賭博很可能有關。
調查又發現青年對賭博禍害的認知薄弱，曾賭博的受訪

學生中，逾75%認為「自己將來不會成為病態賭徒」。另
外，整體受訪者有18.8%認為「賭博沒有問題」，但曾賭
博的受訪學生則有45.1%認為「賭博沒有問題」，比例明
顯較整體受訪者高出一倍。

路德會倡合法賭博年齡21歲
周雅瑩指出，據中心臨床輔導經驗顯示，很多賭波個案

均始於大型賽事期間，漸漸變得不能自拔，最後發展成病
態賭徒。她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如效法德國和加拿大等
國家，把賭博列入中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並投放更多資
源預防青少年賭博，深化戒賭服務；又建議政府將合法賭
博年齡推遲至21歲。
適逢歐洲國家盃即將開鑼，可能誘發青少年嘗試接觸賭

博；路德會青亮中心戒賭熱線（81083933）將於歐國盃期
間加強熱線服務。中心又增設戒賭WhatsApp及WeChat
專線（66063933），盼接觸更多年輕人。

兩成中學生曾賭 大賽孕病態賭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年輕學生的心
靈健康近年愈見受到社會各界關注。香港教育
大學一項大型調查發現，相比起要面對較多學
習和生活適應問題的內地新來港學生和跨境學
生，香港主流學生關於身心健康、個人未來期
望，以及父母、朋輩、師長對其於學校支援的
自我評分都明顯更低，反映他們可能才是更需
要關心的一群。研究團隊強調，靈性教育能啟
發青少年建立正向思維，尋找人生意義及目
標，促請學校和教育當局應更重視他們的靈性
健康，助其提升抗逆能力。
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袁月
梅、助理教授阮衛華和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
策學系教授張志強等組成的團隊，於去年4月
至今年3月間進行大規模調查，就來自30所中
學逾1.4萬名中學生的靈性健康及學校參與進
行研究，並比較新來港學生、跨境生及一般主
流港生的差異。

主流生靈性宗教最高分
調查要求中學生在多方面作出自我評分，包
括心理、生理、社交及靈性（例如宗教）等層
面。結果發現，港生整體靈性健康有3.63分至
3.68分，略高於3分的合格水平。
但如比較不同背景的學生，主流學生的生理
心理評分都為3組學生中最低，而靈性宗教評
分則最高；另跨境生於心理、生理、社交的自
我評分都屬各組學生中最高。

針對與學習有關的「學校參與」方面，主流
學生自評分數只得3.95分，為3組學生中最
低。當中父母關懷為最低的3.44分，而他們自
覺於學校中所獲的師長關愛、朋輩支持，以及
個人所付出的努力，也明顯比起新來港學生及
跨境生的要差。（詳細分數見表）
至於未來展望，新來港學生和跨境生都有

77%期望能升讀大學，主流學生則只有69%，
而前兩者認為父母希望自己擔任專業人士的比
例也更高（新來港學生及跨境生60%，主流學
生51%），反映新來港學生和跨境生比起一般
主流學生，更勇於追夢和對人生有期盼。

跨境上學或更重視學習
袁月梅表示，社會一直關注跨境生的學業和

身心健康等問題，但是次調查結果顯示，「香
港主流學生反而成弱勢」；而跨境生不論在學
業成績自評、學校參與和靈性健康上，比起主
流生更高評分。
她分析，跨境生雖要長途跋涉上學，卻更加

重視能來港讀書，在學業上加倍努力，過往便
曾有跨境生向她提到「唔明白點解主流學生咁
鍾意瞓覺」，認為他們未有珍惜學習機會。
研究團隊建議學校和政府應更重視青少年的

靈性健康，及將生命教育納入必修課程中，並
強化學生與師長、朋輩、家人等關係，以培育
中學生的抗逆能力，同時亦應創造更多升學和
就業的機會，以提升學生對未來出路期望。

港生心靈遜新來港跨境生

學校參與評分

項目 主流 新來港 跨境

父母關懷 3.44 3.44 3.61

朋輩支持 4.28 4.31 4.46

師長關愛 4.03 4.24 4.32

個人努力 4.05 4.18 4.24

平均分 3.95 4.04 4.15

資料來源：教大調查 整理：黎忞

學生自評分數

項目 主流 新來港 跨境

靈性 2.28 1.93 1.94

生理 4.17 4.25 4.29

心理 4.20 4.31 4.35

社交 4.09 4.04 4.14

平均分 3.68 3.63 3.68

*各項目以1分最低，6分最高

中學生靈性健康評分

■■調查顯示調查顯示，，跨境生在學校參與的整體評分跨境生在學校參與的整體評分，，
比新來港學生和香港主流學生為高比新來港學生和香港主流學生為高。。 黎忞黎忞 攝攝

■何順文
昨表示，
恒管將在
新學年開
辦多個新
學 士 課
程，讓學
生有更多
選擇。
黎忞 攝

■路德會青亮中心昨公佈問卷調查結果。 陳敏婷 攝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獎學金計劃將變成獎學金計劃將變成「「雙向雙向」」資資
助助。。圖為在香港升學的外國學生圖為在香港升學的外國學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特區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右）早前和印尼教育與文化部秘書長

Didik Suhardi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