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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的調查發現，英國大學的
種族歧視問題嚴重，在5年間錄得近1,000
宗涉及師生歧視行為的投訴，由於校方缺
乏有效處理機制，令很多受害人求助無
門，部分大學教職員更感到心灰意冷、萌
生去意。
《衛報》指出，在2014年至2019年的5

年間，英國有131間大學合共錄得至少996
宗有關種族歧視的投訴，當中461宗針對
學生的歧視行為，大部分發生在同輩之
間，另有535宗投訴針對教職員。在各大
學中，劍橋大學收到最多的72宗種族歧視
投訴，其次是卡迪夫大學和牛津大學，均
收到39宗。部分大學對相關個案的處理粗
疏，沒有對涉及的行為詳細描述或分門別
類，例如未將反猶太主義和針對穆斯林的
偏見列為種族歧視。

疫後歧視惡化 部分華生返鄉
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研究種族關係的

客座教授米爾扎指出，由於大學未能有效
處理投訴，令少數族裔的學生和大學職員
不願向校方反映問題，甚至只想退學或辭
職，盡快離開是非之地。
英國和愛爾蘭大學的調查亦顯示，在新

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兩地華人學生受到種
族歧視的情況加劇，包括被人辱罵等，令
這些學生感到焦慮，部分學生決定返回家
鄉。

■綜合報道

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S公布的最新全球大學排
名顯示，英國多達3/4的大學，排名均較去年下滑，
是歷來最差成績。牛津大學在英國各學府中排名仍然
最高，但從去年的全球第4位跌至第5位。
榜上頭20位共有5間英國大學，當中只有倫敦帝國

學院排名上升1位，升至第8位；劍橋大學與愛丁堡
大學排名不變，分別居第7和第20位，倫敦大學學院
則下降兩位，跌至第10位。而在整個排行榜的1,000
間學府中，英國佔84間，當中62間的排名都低於去
年，布里斯托爾大學首次跌出前50位，排第58位。
分析指出，在上榜的84間英國大學中，有59間大

學在研究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減少，51間大學的留學生
人數較去年下跌。受新冠疫情影響，預計英國大學今
年少收約1.4萬名國際學生，對大學造成4.6億英鎊
(約45億港元)損失。
QS研究總監索特指，北美與歐洲的大學排名普遍下

滑，反映其他地區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令全球院
校競爭日趨激烈。而英國受脫歐影響，加上許多院校
擴張速度過快，均對院校帶來負面影響。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料難以平息，學校
未來的開學計劃全被打亂，課程大多改為
網上授課，學生連重回校園亦可能受限
制。英國教育界組織估計，在大批學生延
期或取消報讀課程下，英國院校在2020至
2021年度學期的收入，或減少達70億英鎊
(約682億港元)。
劍橋大學5月已宣布，2020至2021學年

的所有面授課堂均

會取消，改以網上授課，曼徹斯特大學同
樣將秋季學期的所有課堂改於網上授課，
其他大部分院校則尚未公布未來復課安
排，以免疫情其後出現變化而需再更改，
亦有不少院校正調整短期內的教學模式。
學生則更無所適從，如來自切爾滕納姆

的海沃德原已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錄，
但校方尚未公布未來上課模式，她表示若
以網上授課，便等於她要繳付同等學費、
所得資源卻較少，她會待8月有更多資訊
時，才決定是否入學。
代表英國專上院校的組織Universities UK
估計，隨着大批學生延期或取消報讀
課程，2020至2021年學年的大學收
入將減少達70億英鎊，相當於去年整
體收入的17%。政府已為院校提供援
助，例如預先為本地學生支付明年學
費，不過各院校仍要求增加援助。
海外留學生對學校收入的影響尤

為顯著，如來自歐盟以外的學生所
繳學費，通常較本地學生高出達2
倍。 ■綜合報道

英國教育部上月公布的數據顯示，英
國中學的收生人數近年持續增加，預計
到2027年，整體中學生數目將較現時多
40萬。然而中學教師人數下滑，教師培
訓計劃已連續7年未達政府招聘目標。
分析指出，許多中學若缺乏資助，情況
將持續轉差，影響教學質素。
據統計截至去年，英國公立中學已較

2014年多收近15萬學生，受近年的小型
嬰兒潮影響，未來5年或進一步增加30
萬名學生。中學教師人數則持續下跌，
去年有4.2萬名教師離職，佔教師總人數
近 10%，當年接受教師培訓計劃的人
數，只達到政府招聘計劃的85%。多個
重要科目教師資源短缺，物理科準教師
人數甚至僅為招聘計劃目標的43%。

全國教育聯盟秘書長考特尼指出，政
府未能提高教師待遇，對校方的資助亦
不足，導致部分學校面臨沉重財政壓
力，促使教師選擇離職。英國中學及學
院領袖協會秘書長巴頓表示，目前已有
12萬中學生所在的班級人數超過30人。
他呼籲政府加強對學校的資助，避免教
師資源流失。 ■綜合報道

中學收生多教師少 教學質素堪憂

入學意慾大減 損失料達68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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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大學排名下跌
歷來最差成績

■■有學生對網上授課有學生對網上授課
有保留有保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由於大專院校課程質素低下，導致畢業生
求職困難。 網上圖片

■■疫情打擊不少國際學生赴英求學的意慾疫情打擊不少國際學生赴英求學的意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院校債台高築，
為人詬病。 網上圖片

■英國政府曾預
告，學界必須接
受改革計劃，
才可得到援
助。
網上圖片

英國大專院校一直存在大量積弊，課

程質素被指良莠不齊，學科內容與職業需要脫

節，而院校債台高築，高層管理不善卻領取巨額薪

金，亦為人詬病。現時面對新冠疫情衝擊，進一步揭露種

種流弊，營運陷入困境，要求進行徹底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若各院校依然故我，未能趁今次疫情轉危為機，前景堪虞。

英國研究機構「財政研究所」(IFS)早前發表研究報告，警告英國大專學界在疫情中，
因學費及住宿費等收入減少，最多或損失達190億英鎊(約1,839億港元)，相當於高等

教育界全年收入的一半，估計英國165間大專院校中，有13間可能面臨破產危機。

近半學債收不回
報告指出英國高等教育面臨長期問題，包括過於依賴國際學生作為收入來源，教職員退休金赤字也不斷擴大。疫情亦可能導致英國院校

之間的競爭轉趨惡性，一些知名度較高的院校為求保障收入，或會增加招收英國學生，使一般院校收生進一步減少。英國全國學生聯合會批
評，疫情使教育市場化的缺點表露無遺。
英國財政部5月時公布大專短期注資計劃，協助院校繼續營運，包括代學生預付26億英鎊(約253億港元)學費，助院校改善現金流。英國政

府當時已預告，政府介入屬「最後手段」，一旦學界未來再需要政府援助，便必須接受改革計劃。
保守黨去年在大選政綱中，提到大專院校存在過多低質素課程，學生畢業後根本無法找到符合學歷的工作，例如英格蘭地區多達34%畢業

生，目前的工作並不要求學士學歷，比率較絕大部分歐洲地區高。英國政府亦推算約45%學債無法「回本」，白白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冀增持續進修吸引力
英國政府高層官員形容，外界早有呼聲要求改革大專院校，過去在近乎全民就業的情況下，政府尚可容忍，如今社會在新冠疫情下失業率飆
升，高等教育更應提供適切的工作技能。
改革高等教育課程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提升民間對成人進修課程的需求，根據高等教育統計局數據，自2012年以來，30歲以上人士對進
修課程的需求下滑達42%。英國財政部早前已公布，向持續進修學院額外注資18億英鎊(約176億港元)，官員亦計劃調低該些院校的學
費，但現時學生普遍仍傾向選擇傳統學位課程，持續進修課程的吸引力始終較低。
布萊克浦及法伊德進修學院的行政總裁魯濱遜認為，社會的文化需要改革，改變一般人對職業訓練的觀感，強調電腦工程、汽車、
船運等行業的課程畢業後，學生就業前景其實非常光明。

院校自行改革 停辦歷史課
一些傳統院校已開始改革，森德蘭大學副校長貝爾透露，該校已決定停辦歷史、政治和語言等部分傳統課程，把資源
調配至護理、醫學和教育課程，不過貝爾警告政府改革不能操之過急，應讓大專院校自行決定改變步伐。

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副校長赫斯本茲表示，政府顯然計劃在疫情後大舉整頓高等教育界，但他認為傳統大
專院校與職業課程並非不能並存，且未來適齡大學入學人口仍會繼續上升，估計直至2030年，對高等教
育學位需求將增加30萬，故不同院校可以同時擴張。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