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生休學創業 「星」
建在線教育平台用戶百萬 分享啟發激勵及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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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申訴專員公署早前公
佈調查報告，指教育局懷疑有監管漏洞，令幼稚園可
濫收數千元報名費。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及議員張國鈞昨日約見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跟進。張
國鈞引述楊潤雄指，教育局承認審批過程有漏洞，將
推行改善措施，如擬定一個時期，要求幼稚園每期收
取報名費前，均須向教育局申請，同時加強監管幼稚
園資金及利潤營運情況。

李慧琼張國鈞晤楊潤雄跟進
李慧琼及張國鈞昨日會面後，在社交網站上載短

片交代結果。張國鈞引述楊潤雄指，教育局過去以
幼稚園財政預算作審批，但不會跟進其後收費及支
出，做法有漏洞，有機會令部分幼稚園「以報名費
為名，賺錢為實」。教育局將作出改善措施加強監
管，包括考慮不再一次性審批收費上限，改為要求
幼稚園在特定期限，例如一年後再收取報名費前均
須向教育局申請。同時，局方將加強幼稚園報名費
等資金用途，例如建議幼稚園把利潤用於下年度支
出等。

幼園收報名費
教局擬逐期批

■教育局將加強監管幼稚園資金及利潤營運情況。圖
為幼稚園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昨日與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
沈德咏，在深圳簽訂香港特區與內地就民
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協助
兩個司法管轄區訴訟人在民商事案件中，
更有效率和明確地取得證據。袁國強介
紹，新安排下，相互委託提取證據行政手
續簡化，可直接由香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轄下行政署和內地指定各最高人民法院作
聯絡機構，不用再透過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或其他相關單位處理，以做到6個月內完
成取證。
袁國強昨日表示，現行法例中，無論在

香港法律或高等法院民事程序中，已經有
一個法律框架處理兩地相互取證安排，
「例如在香港打官司，證人如果在內地，
可以透過香港法院要求內地法院在內地取
證，倒轉過來亦可以。」

直接由行政署省高院聯絡
不過，現時行政安排較複雜，若香港當
事人有這要求，須透過行政長官辦公室，
經過國務院港澳辦，然後才到最高人民法
院，然後再發還相關法院。有見繁複程序
未能回應法律界訴求和當事人需要，兩地
政府今年1月開始商討事件，趕及今年完
成，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
排》。
袁國強強調：「今次我們簽訂這個安

排，法律上沒有改變，但行政上首先簡
化了手續，往後將直接由政務司司長辦
公室（轄下行政署）作為香港指定聯絡
機構，而內地則是各最高人民法院作為
聯絡機構，不用再透過港澳辦或其他相
關單位，時間上希望可以快一些，需要
經過的單位少一些。」

袁國強：明確表示盼6個月內取證
他續說，以往相互委託取證並無講明時
間要求，現時明確表示希望6個月內完成
取證，希望《安排》有助兩地相互取證變
得更清晰、便利、有系統和規範。

根據《安排》，除非委託方指定以特定形式送達文
件，否則委託送達司法文書費用互免。此外，不論司
法文書中確定的出庭日期或期限是否已過，受委託方
均應送達。若無法送達，則應註明妨礙原因、拒收事
由和日期、及時送回委託書等。

「一地兩檢」將在港諮詢
另外，有記者問及「一地兩檢」問題，袁國強回應

指，彼此一直有就「一地兩檢」商討，特區政府亦明
白，由於期望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事件有迫切性，
大家亦關注，希望可盡快與內地部門談好方案，並在
港諮詢，或介紹有關情況、聽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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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簽訂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打死一份工」觀念
在當今社會或不合時宜。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在職青
年過去一年曾彈性就業，主要以臨時工及兼職為主。
受訪者普遍相信彈性就業較有工作自主空間，更認為
「終生一份職業」的觀念已過時。負責調查的機構認
為，彈性就業已是全球發展趨勢，建議設立「彈性就
業圈」，向該類就業者提供發展支援。
彈性就業即是受僱全職工作以外的就業形式及組
合，如Freelancers（自由工作者）、臨時工、兼職、
外判等。香港青協青年研究中心轄下青年創研庫上月
中至本月初，以電話隨機訪問528名15歲至34歲、平
均年齡27.1歲的在職青年。結果發現，逾半受訪者過
去一年曾彈性就業，當中臨時工及兼職分別逾20%及
近30%；愈年輕者愈能接受彈性就業工作。

普遍相信「終生一份職業」過時
調查又發現，受訪者普遍相信彈性就業一般比全職
長工更有工作自主空間，「終生一份職業」的觀念已
過時。他們又認同彈性工作更能控制自己的工作，同

時有更多空閒及休息時間，以及有更多時間發展興
趣。至於彈性就業者面對的問題，主要為沒有穩定收
入及勞工保障。
根據立法會文件，去年度第四季，本港共有52.37

萬人從事彈性工作，佔就業人口13.9%。中心研究員
袁小敏估計，有關數字未能完全包括所有彈性就業
者，相信實際數字更龐大，有必要關注該類就業的
人。她又指，彈性就業者多為藝術工作或音樂從業
者，且多數身兼多職。

憂缺工作證明 僱主壓榨酬金
袁小敏列舉訪談受訪者個案指出，曾有一名音樂自

由工作者身兼四職，包括音樂製作、音樂教育、演出
者，有時接翻譯工作，工作性質及涉獵廣泛。不過，
她指有關就業者缺乏實質工作經驗證明，往往不獲僱
主承認，導致酬金遭壓榨，加上承接工作時未有訂下
合約，缺乏勞工保障。
青年創研庫「經濟與就業」組別成員施丰凱表
示，自由職業者、臨時工及兼職工愈來愈普及，亦

是全球發展趨勢，社會應從青年事業發展角度出
發，協助他們獲取更多元發展機會。他建議政府設
立「彈性就業圈」，並以此作為平台，向該類就業
者提供長期發展服務支援，如職位空缺資訊、商用
專業服務等。
該組另一成員黃家裕建議教育局優化「資歷架構」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把零散的彈性工作經驗轉換
成可計算資歷的經驗，從而取得認可資歷。

逾半港青「炒散」「彈性就業」待援

■調查發現，逾半年輕受訪者曾彈性就業。右為施丰
凱、右二為袁小敏、左為黃家裕。 趙虹 攝

在浙江大學的大學生創業實踐基地──紫金創業元空
間，1,000平方米空間分隔成辦公區、會議區、交

流區等，共設120餘個工位供學生創業團隊使用。未來
之星團員看到浙大學生聚在一起熱烈討論產品細節時，
均大感羡慕。

浙大在校創企50 盼做「東方史丹福」
浙江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部長鄔小撐，用數據向港生
展示該校創業教育成果。
目前，浙江大學擁有在校創業團隊200多個，其中50
多個創業團隊申請註冊公司，3年來，學生創業團體獲得
社會資金支持累計超過5億元，「我們的目標是做東方
的斯坦福（港譯：史丹福），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
創業人才。」
剛剛獲得「2016中國青年互聯網創業大賽」金獎、
浙江大學創業聯盟主席何東青，分享自身創業經歷。
身為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他瞞
着家人休學兩年全職創業，目前團隊主打項目是一款名
為「蔥課」的在線教育平台，透過學生眾籌邀請大咖網
上開課形式，已經積攢100多萬用戶及3,000多位線上
講師。

創業聯盟主席：大學迷茫最痛苦
何東青甫上台，就向未來之星同學拋出一道問題：
「大學裡最讓你們痛苦的是什麼？」「考試」、「失
戀」、「上課簽到」等五花八門的答案，紛紛從港生口
中傳來。
「錯了，大學裡最讓人痛苦的是迷茫，不知道自己能
做什麼，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裡。」何東青的答案讓
同學安靜下來，「我的建議是，不要浪費大學的美好時
光，找一件讓自己感到開心的事，然後用破釜沉舟的態
度把它做到極致。」

浙生經驗可貴 港生紛表受益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一年級生黃珮涵表示，何東青
的分享讓自己心潮澎湃，「想到自己身為大專生，離步
入社會的路也不遠了，是時候要好好計劃未來，做好準
備，把握每一個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二年級生高靖怡提到，何東青的分享

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找到自
己的理想，若未找到，就不要讓自己閒着，不斷嘗試
不同的新事物，「這為我的理想提供了方向，受益匪
淺。」

建百創新中心 阿里巴巴秀大計
參訪阿里巴巴時，工作人員介紹指，今年8月國務院

辦公廳印發《關於建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範基地的實
施意見》，當中阿里巴巴集團入選首批雙創示範基地，
未來該公司將建設100個創新中心，扶持數百萬名小微
創新創業者，也會建設校園驛站扶持1萬個學生創業團
隊，為「雙創」企業免費打造辦公溝通協同平台。參訪
的未來之星團隊均大開眼界，對阿里巴巴這所大公司有
更多了解。

Like 借鏡

作為創業創新之旅重頭戲，

2016「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

─冬聚浙江」交流團團員接連走訪

浙江大學、阿里巴巴以及夢想小

鎮。據介紹，浙江大學允許學生休

學兩年實現「創業夢」，有博士生

休學全情投入建立在線教育平台，

已有不俗成績。港生均認為這類支

持學生創業的安排值得借鏡，創業

博士生的分享也很有啓發性，激勵

自己及早規劃未來。

■記者 俞晝、茅建興

■未來之星於夢想小鎮合影。 俞晝 攝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 俞晝 攝

無論到阿里巴巴參訪，還是與浙江大學、
夢想小鎮的創業團隊交流，都讓港生反思浙
江與香港創業環境的差距。中大四年級學生
王輝陽坦言，大部分香港年輕人只敢旁觀而
不敢着手創業，原因不外乎是缺乏資金、資

源和人脈關係，浙江則積極為年輕人提供支援，
「希望香港也能設立創業教育機構，分配更多資
源予年輕創業者，為香港創業圈提供更多機
會。」

羨慕浙生免費空間融資渠道
香港理工大學二年級生陳承恩表示，浙大創業

者團隊分享創業經驗，鼓勵港生朝着創業方向前
進，「他們分享創業遇到的難題，讓我們明白任
何成功都需要經過很多困難和挫折，可能讓我們
對創業失去信心，但只要我們堅持不懈，抱着不
放棄的精神，終可以取得成功。所以，我希望香
港能有更多創新創業資源輔助，鼓勵年輕人為夢
想努力。」
香港中文大學三年級生高劉君認為，香港樓價

長居世界第一，創業成本太高，令學生害怕失
敗，不敢創業，「這次看到浙大學生有免費創業
空間，還能獲得多種融資渠道，讓我們十分羨
慕。」
高劉君還談到，當下香港教育政策及社會結構

明顯偏向專業化，忽視對創意的培養，而且香港
各行各業市場漸近飽和，要殺出血路需要創意。
香港科技大學二年級生陳奕鉅認為，香港創業

風氣較差，主要是香港大部分人選擇過平穩生
活，不敢嘗試，「要提升香港創業風氣，可以多
點宣揚成功創業例子，增加大家對創業的認識和
信心，以及參考經驗，讓大家，特別是青少年，
明白到畢業後，除了選擇工作，還有多個選擇，
例如創業。」
香港城市大學三年級生賴天兒認為，香港商機

處處，非常重視金融經濟發展，卻很少投資創意
行業和中小企，變相扼殺了創意和創業意慾；浙
江經濟及城市發展雖然不及香港，但他們對創新
自由度和支持卻很大，值得香港借鏡。

■記者 俞晝、茅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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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聽工作人員介紹阿里巴巴全球戰略。
俞晝 攝

■未來之星閱讀講述創業人物故事的書籍。
俞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