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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一丹獎基金會昨

日公佈由經濟學人智庫

設立的「全球教育未來

指數」，機構從教育政

策、教學環境和社會經

濟狀況三大範疇，評估

全球 35 個經濟體在培育

年輕人應付未來社會所

需能力的整體表現。結

果 首 三 名 順 序 為 新 西

蘭、加拿大、芬蘭，至

於新加坡排第五，屬亞

洲第一，遠遠拋離全球

排第十四位的香港。

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假座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
四樓君爵廳舉行「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暨環總愛心慈善會首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慶典。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 暨暨

環總愛心慈善會首屆董事會就職典禮環總愛心慈善會首屆董事會就職典禮

董 事 會 成 員 名 單

永遠會長：王力平
會長：劉耀成

環總愛心慈善會主席：劉 央 陳紅天
創會常務副會長：嚴世玉

秘書長：陳瑞權
榮譽會長：邵振明 鄭業釗 甄韋喬 陳錫錕 區國章

陳國輝 何家強 楊昭榮
榮譽顧問：陳振彬 李華明 柯創盛 郭偉強 葉興國

盧偉國 王國興
副會長：吳一良 彭偉健 吳譽輝 尹柏全 曹玉萍

黎 亮 許煒豪 劉俊偉 區應強 張德偉
林家強

義務法律顧問：何君堯

「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是非牟利機構。

「環總愛心慈善會」專為全體會員提供困難救助。

本會是民間組織，弘揚愛國愛港愛家理念，
秉承「團結基層，服務社會」的宗旨，

為全體會員盡職服務。

本 會 簡 介

（排名不分先後）

全球教育未來指數
（十大及東亞主要地區）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分數

1 新西蘭 88.9

2 加拿大 86.7

3 芬蘭 85.5

4 瑞士 81.5

5 新加坡 80.1

6 英國 79.5

7 日本 77.2

8 澳大利亞 77.1

9 荷蘭 76.2

10 德國 75.3

12 韓國 71.1

14 香港 68.5

19 台灣 64.6

31 內地 32.9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教育未來指數 港被星拋離
新加坡列第五 香江僅十四 衰在包容程度得分低

經濟學人智庫高級顧問Trisha Suresh表示，香
港在教育政策的評分較落後，而多元文化及

包容程度亦未如理想。

人少經濟發達地區評估高
「一丹獎」特別委託經濟學人智庫（EIU），透

過與17位國際專家進行深入訪談，制定「全球未
來教育指數」。指數從教育政策、教學環境及社會
經濟狀況三大範疇作比較，各範疇佔分比重順序為
30%、50%及20%。
三大範疇涉及16個指標，評估代表全球88%國
內生產總值、77%人口的35個經濟體如何為下一
代裝備所需的能力。指標內容函蓋教育制度培養學
生的不同能力，如創新和分析、創業、領導力、數
字科技、全球意識和公民教育、跨學科等，讓年輕
人適應快速變化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大會指「全球未來教育指數」是首個全球綜合
指數，研究對象為相關經濟體中15歲至24歲的年
輕人。
Trisha Suresh表示，人口少、經濟又發達的國

家或地區在此次評估中表現出色，新西蘭位列第

一，加拿大、芬蘭緊隨其後。中國和印度擁有全球
最多的勞動人口，排名並不靠前，印度排名第二十
九，內地排名第三十一。

港教學環境質素得分高
她續指，香港整體表現得68.5分，優於亞太區
整體平均水平的60.2分，卻又遜於高收入經濟體
平均水平的71.8分。
其中，香港在教學環境質素得80.7分，遠優勝
於亞太區平均的62.6分及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分
74.4分。她分析指，香港對教師培訓的質素較高，
教師海外學習等經歷都有助優質教學環境。
不過，在教育政策方面，香港僅排名第二十二

位，得分54.8分，該分項表現，遠落後於榜首、
得分87.5分的新加坡，亦不及亞太區整體平均水
平59.1分和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67.7分。
Trisha Suresh認為，特區政府新推行的中學職

業輔導政策仍未有足夠時間見到成效，相信未來相
關排名會有所提高。
她續指，香港在多元文化及包容程度的指標評

分亦未如理想，因此社會經濟環境方面排名僅得

58.4分，排第二十一位，遜於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
平71.7分。
香港於此次排名表現遠不及區內競爭對手新加

坡，Trisha Suresh表示，相比新加坡，儘管香港課
程充分融入世界公民意識及專題研習元素，但香港
缺少裝備年輕人應對未來技能的全面政策支持，且
缺少評核相關範疇的框架。
報告亦顯示，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仍未具備完善

的教育政策、教學和社經環境支持青年人培養應付
未來的技能，情況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就特區政府首
階段推出36億元教育新資源，部分政策惠及到內地升
學的港生，他們每年會獲得5,000元資助。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昨日在北京表示，該項目仍在申請階段，程序
上需要學生先透過內地大學申請，然後透過中國教育
留學交流中心統籌，最後與教育局核實資料，再發放
助學金；若學生有問題，可與駐京辦或經網上平台與
教育局聯絡。
楊潤雄就任教育局局長後首次訪京。在與教育部部

長陳寶生會面時，他提到香港學生內地就業學習的便
利措施，雙方開展交流合作等。
在教育部，楊潤雄還參加了工作會議，談及姊妹學
校的合作，大學之間的聯盟工作，校長、教師、學生
層面交流活動等具體項目。
在禮節性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北京市教育

委員會的同時，楊潤雄還與內地就讀的港生會面，並
出席今日舉行的「攜手共成長」北京——香港兩地中
學生夥伴行動計劃啟動儀式。

楊潤雄上京商教育合作
全球獎金金額最
高的國際教育獎項

「一丹獎」昨日公佈首屆得獎名單。
率先提出「成長型心態」（Growth
Mindset）概念的美國史丹福大學心
理學教授Carol S. Dweck獲得「一丹
教育研究獎」，而提倡「以學生為中
心」新教育模式的哥倫比亞新學校基
金會創辦人兼總監Vicky Colbert摘得
「一丹教育發展獎」。兩位獲獎者從
逾千提名中脫穎而出，分別獲得3,000
萬港元獎金，支援其項目推展。
「一丹獎」由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
丹於去年5月正式創立，依可持續性、
前瞻性、創新程度及革新能力，分別選
出「教育研究獎」及「教育發展獎」。

12月頒獎 邀特首主禮
昨日陳一丹連同評審委員會國際專

家在港宣佈第一屆得獎名單，相關頒
獎禮則將於今年12月舉行，並邀得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屆時還將舉辦
「一丹獎峰會」，全球教育專家將以
「重新定義教育：把握未來，就在今
天」為主題展開討論。
Carol S. Dweck發現，學童對自身

智力的認知可影響其後天的表現，
她相信智力可靠後天努力改變，故
率先提出 「成長型心態」，鼓勵學
童積極評估及發展自己的潛能，相
關措施已在美國推行。
一丹獎評審委員會主席Koichiro

Matsuura指出，多番實驗證明學校
初步介入培養「成長型心態」，學
生表現即可大幅改善。
Vicky Colbert的教育發展項目則

提倡「以學生為中心」，融合課
程、教師培訓、社群參與及校園管
理等因素，建立系統高成本效益的
教學模式，旨在為鄉村地區提供優
質教育，從根本解決環球教育問
題，此方法在過去30多年已獲多個
國家採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美校兩師獲首屆「一丹獎」

■Vicky Colbert ■Carol S. Dw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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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ha SureshTrisha Suresh
表示表示，，香港教育香港教育
政策較亞太區及政策較亞太區及
高收入經濟體落高收入經濟體落
後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柴婧記者柴婧 攝攝

■楊潤雄與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右）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