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炳良張炳良盼高教公營自資並行互補盼高教公營自資並行互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本港升學出路多元，中六畢業生可以選擇八大的資

助學士學位，亦可根據興趣、能力選擇自資學位，但

在港生眼中，上述兩類學位「價值」有一定差距，很

多人將就升讀興趣不大的八大課程，也不願揀本身較有興趣的自資

校課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張炳良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剖析香港自資院校界別的現況及展望未來願景，期望未來香港

高等教育能做到公營、自資系統並行發展、互相補足，為學生提升

更合適的升學選擇，助他們發揮所長。

特區政府於2012年成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負責監察自資專上界別的策略發展及向政府

提供意見，隨着社會變遷，委員會亦要加強職能，
為自資界別提供更明確方向，故去年施政報告宣布
改組該委員會，進一步推動界別發展。
「現時的自資院校大約等於私立院校，政府並

不資助。」身兼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
授的張炳良介紹指，「香港最早期只有一所大
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院校以私立為
主，隨着浸會、嶺南、理工、城巿理工等相繼進
入教資會系統，才逐漸形成以公營大學為主體的
教育體系。」
「八大的學額有限，不是所有的中六畢業生都能

進入公營大學就讀；但我們不能讓學生、社會覺得
進不了八大就等於『不成材』。」張炳良認為，想
要扭轉這個局面，必須提升本港自資院校的認受性
及學術水平，達至自資、公營院校雙軌並行，讓學
生能按興趣、能力入讀最合適的院校。
張炳良指，經改組後的自資專上委員會，強化了

其使命和職責，「我們的新角色更像教資會（之於
八大），雖然並不如教資會般直接『派錢』，但希
望能成為自資（院校）界別的助力及協調作用，提
升他們質素。」

擬修「320條例」學位統一規管
委員會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修改《專上學院條

例》（香港法例第三百二十章，簡稱320條例），
「該條例已經訂立數十年，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環境
與今天截然不同，例如原有條例對夜間課程、學生
年齡有特別限制和規定，現在已經不合時宜。」他

透露，委員會至今已開了數次會議，對具體修例條
文提出建議並完成了初稿。
現時八大附屬自資部門由各校自行管理，其餘則

主要歸於兩類架構規管，包括320條例註冊、可頒
授學士學位的院校，及依《教育條例》登記只提供
副學位課程的院校。張炳良指，委員會的修例工
作，是將架構整合為一，以320條例為基礎，日後
將自資副學位、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等統一規管，
而八大自資部門亦可過渡至此新架構中。
「要提升自資院校質素，其管治必須與公營大學

看齊，例如校董會職能、師資方面要求等。」張炳
良認為，新架構要確保自資校程序公平性、學術嚴
謹性、公開透明度等與公營大學一致，才有更大認
受性，「經過業界、公眾諮詢等程序，希望能在下
屆立法會會期內完成修例。屆時自資院校有所依
循，知道哪些範疇需要達到什麼標準。」
張炳良表示，香港高等教育系統與英國相似，均

是以公營大學為主體；但包括美國等地，最優秀的
大學是以私立為主，故最理想的教育環境是公營、
自資院校並行，互相補足，「但香港現時是資源不
平衡，要是自資院校愈強，愈能吸引良好師資、學
生及捐款，這都是環環相扣的。」

引海外學者入委會檢視課程
為汲取外國經驗，委員會改組後首次增添兩名分

別來自美國及英國的海外學者，張炳良相信他們能
提供國際視野和衝擊，「我們除了忙於修例、制定
支援措施等，也正參考海外及本地大學做法，檢視
自資課程質素保證機制，包括學歷評審等可以強化
的地方。」

圖打破圖打破「「不入八大不成材不入八大不成材」」觀念觀念
整合架構增認受性及學術水平整合架構增認受性及學術水平

適齡文憑試學校考生
人數持續下降，2013
年至2020年間累計減
少 逾 2.5 萬 人 （ 見
圖），意味升讀八大的
機會相對增加，不過，
依賴學生來源作為收入
的自資院校恐怕會無人

問津，這些院校又該何去何
從？張炳良形容，只要各院校
能像精品店一樣做出自己的風
格，相信也能吸引優秀的學
生，從而做到公營、自資院校
雙軌並行的願景。
「隨着香港人口結構改變，

學生總數日趨減少，這對自資
院校的確是個挑戰。」張炳良指出，在「僧少粥
多」情況下，學生更會以八大作為升學首選，「所
以我們亦希望透過加強委員會的職能，鼓勵自資院
校檢討課程定位，以吸引特定的學生。」

理順政策方向 扭轉「自資二等」
「過去很多自資院校都開辦商科或社會科學課

程，但對部分學生而言，他們更希望拿到能夠協
助他們就業的專業資歷，故選科時更傾向實用價
值和職業導向。」張炳良強調，自資院校不能一
窩蜂開辦同類課程，必須按照香港的社會需求而

開班，「若社會供應太多性質相似的課程，會浪
費資源，也更難錄取足夠學生。」
張炳良承認，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一般人會感覺

公營大學地位較高，自資院校在收生方面較為吃
虧，「我們鼓勵自資院校思考其專精的地方，希望
他們能像『Boutique』（精品店）般，哪怕不是大
院校，也能在某些範疇突出自己，以吸納對輔助例
如醫療、護理或社會服務有興趣的學生。」因此長
遠而言，委員會希望能理順政府政策方向，扭轉
「自資二等」的既定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倡自資校「精品店化」 特色課程吸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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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炳良剖析香港自資專上張炳良剖析香港自資專上
界別的現況及展望未來願景界別的現況及展望未來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非華語學生在本港升讀大學的
比率一向偏低，但只要努力克服語言難關，亦能取得大學入場
券。印度裔學生高文昇（Harry）以文憑試最佳5科27分順利
入讀香港大學新聞系。他昨日分享心得時笑言，會把手機桌面
換上港大建築照片自我鼓勵，再加上正讀港大的兄長鞭策，令
他有奮鬥的動力。此外，亦有最佳6科39分的尖子生曾探訪有
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而深明復康治療的重要，因而入讀
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系，希望畢業後可服務人群。
港大今年錄取了78名本地非華語學生，較去年增加22%。

其中來自將軍澳圓玄學院第三中學的印度裔學生Harry，最佳
5科合共有27分，獲得港大新聞學學士課程取錄。Harry表
示，其兄長高永智亦正就讀港大理學士課程，並不時與他分享
大學的生活點滴，更笑言「我小時候很喜歡哈利波特，看見港
大的High Table Dinner（高桌晚宴）傳統，讓我非常嚮
往！」
Harry在GCSE中文科獲得A*，文憑試的英文、通識、地
理及歷史科均考獲5級。他透露，考試期間若兄長看見他沒
溫習，便會責罵他，令他不得不鼓足幹勁溫習，故很感謝兄
長的督促。
由於Harry就讀的學校着重非華語生及本地生的融合，因此
他能說得一口不錯的廣東話，「但我最弱的是數學科，我不想
因為數學不達標而進不了大學。所以我不斷請教數學老師，也
會從網上看許多補充材料。」
說起人生規劃，Harry指自己天生好奇，「只要聽到有趣的
新聞消息，我就很想與人分享。」雖然未來不一定會成為記
者，但他也想從事與傳媒相關的研究或行業。

39分尖子讀物理治療盼助人
至於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的應屆考生陳恩臨、來自皇仁書院的

潘鋒樺，均在文憑試考獲最佳6科39分，分別獲得理大職業治療
及物理治療系取錄，同為相關學系最高分的學生。陳恩臨表示，
中學時曾經探訪SEN學生，亦曾隨機構到蒙古參觀當地醫院，深
明病人術後康復治療的重要性，因此希望日後透過專業知識服務
弱勢社群。潘鋒樺也表示，勞動階層是確保社會有效運作的根
基，已立志把所學的知識回饋社會，幫助基層人士。

印度生獲5科27分
升港大冀投身傳媒

近百幼園臨倒閉 教聯會倡設學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今年文憑試受疫情影響需要
延期開考；其後歷史科出現引導
考生評價日本侵華「利多於弊」
的冷血試題，引起全城批評，有
涉事高層疑因事件請辭。正值多
事之秋的考評局昨日宣布，會展
開公開招聘考評局秘書長一職，
以填補現任秘書長蘇國生明年3
月任期完結後的空缺。蘇國生表
示，對加入考評局深感榮幸，現
在是合適的時候發展個人志向，並在其他範
疇服務社會。
考評局已成立由考評局主席容永祺領導的

招聘委員會統籌有關招聘工作，並將委任人
事顧問協助於本港及外地物色合適人選供考
評局委員會考慮。秘書長是秘書處的行政主
管，負責督導及管理秘書處350多名職員，

為香港提供公開考試及評核服
務。
容永祺指，是次招聘公開進

行，考評局內部人選及外間應徵
者，只要符合資格均可獲考慮。
容永祺讚揚蘇國生任內對考評

局發展貢獻良多，在其領導下，
讓2020年文憑試於疫情嚴峻期
間仍得以順利舉行，而考評局更
是率先成功在全球疫情下舉行大
型公開考試的考試機構之一。他

又指，蘇國生任內在推廣評核促進學習及善
用評核數據以改善學與教，成效更見顯著。
蘇國生則感謝容永祺及考評局委員的信

任，指委員會在過去3年給予他和秘書處很
大的支持，並投放資源提升各項評核研究的
效能，為學校與教師提供回饋，以改善學與
教。

蘇國生明年初卸任考評局秘書長

■蘇國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出生率
低迷，收生不足已經成為幼教界需要面對的
難題；加上疫情肆虐，不少幼稚園更面對退
學潮，牽連甚廣。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本身
是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她指受上述兩
方面打擊，本港的幼教界面對前所未見的困
難，「估計或有近百所幼稚園面臨倒閉風
險，其中私立幼稚園面對的營運壓力更
大。」
林翠玲解釋指，私立幼稚園以學生學費

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由於疫情肆虐、復課
無期，不少家長均選擇退學以節省學費，
「每一區的私立幼稚園都面對着同樣問
題。」
其實收生人數銳減，私立幼稚園及自負盈

虧的N班或幼兒中心受影響，不過，以人數

計算資助額的受資助幼稚園也會面臨財困。
不少幼稚園坦言要動用儲備營運，若政府沒
有財政支援，有業界人士直言將有大量教師
被停薪留職，亦有學校擬裁減幼師「止
血」。
林翠玲建議教育局應向學前班、私立幼稚

園學生家長提供學費津貼，以支援停課期間
的學費支出，減少學生退學。
她又希望政府可盡快通過第三輪防疫基

金，以補貼相關支出。
教育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目前

超過七成幼稚園學生均受惠於幼稚園教育計
劃，過去多個月，教育局以「定影方式」按
一月的學生人數計算幼稚園可獲得的政府撥
款，故即使學生人數在停課期間暫時下降，
資助亦不會減少。

■高文昇（左）笑言，全賴兄長高永智鞭策才能獲得佳
績。 港大供圖

■理大職業治療學學士課程主任方乃權（左一）、康復治
療科學講座教授及系主任曾永康（中）、及物理治療學學
士課程主任魏佩菁（右一）介紹課程內容；陳恩臨（左
二）及潘鋒樺（右二）分享他們的選科心得。 理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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