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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夕寒風凋碧樹，愁雲濃霧鎖香江

對教統局大幅削減

大學經費的意見

呈立法會教育委員會

教統局及教資會的代表，在本年㆔月㆔日，在立法會教育委員會的討論會

㆖，對著各議員及各大學教職員工會的代表，重申政府對大學整體的撥款不變，

表示將不理啋大學教職員工會的意見，堅持大學員工薪酬必需與公務員薪酬脫

，並要求由 7月 1日起，刪除房屋福利。用㆒句「不相信脫 後會出現擦鞋文

化」，頑固㆞說不會與教職員作任何商討，更不贊成制定新的薪酬基準，說不可

以「以 換 」。當時大學的同工們，巳感覺到教統局正在逐步把本港的高等教

育推入黑洞之㆗。教統局的代表，在眾目睽睽之㆘，在立法會㆖重申「大學整體

撥款不變」。我們雖不太相信，但在立法會莊嚴的㆞方，他們㆒再說撥款不會減

少，所以我們仍相信不會太離譜。但「撥款不會改變」言猶在耳。事隔十多㆝之

後，教統局局長竟急不及待㆞，連八大校長們也不諮詢，就單方面宣佈在 04/05
年立即以「㆔不包」的方式，再對大學削款 10%﹝其實真正削款達 27%﹞。又
揚言在 05/06及 06/07年度，削款將會持續。這個消息的宣佈，令各大學的校長
也感到難以接受。有大學校長說大學很難再辦好，亦有校長說要大幅裁員，也有

㆟計劃把某些學系或學院關閉。裁員，減薪及工作外判之聲不絕如縷，令整個香

港高教界，㆟心惶惶，喪失了士氣。以這種勢兇夾狼的手段來對付大學的員工，

有如焚書坑儒。勢將影響今後本港教育的長遠發展，亦不利以後招聘優秀㆟材前

來任教。

高教聯巳於 3月 30日發起了㆒次高教界遊行，有千多名師生參加，並收集
了近壹萬 仟個簽名，送交董特首。我們希望我們的行動，引起了市民的關心及

注視。「㆝視自我民視，㆝聽自我民聽」，希望政府高層，亦會從辦公室走出來，

看㆒看，聽㆒聽我們廣大前線教職員的反應及聲音。不再閉目塞耳㆞單方面制訂

不可行的方案。我們十分憂慮教統局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令本港高教界將來後繼

無㆟，影響㆒代㆟。

香港財赤嚴重，經濟不景，同寅們當然知道，亦感受良多，所以大家均毫無

異議，與市民風雨同路，願意隨公務員齊齊減薪。我們亦願意和其他的教育單位

如㆗、小學校，職訓局等分擔財赤。但我們反對在短時間內大專院校首先被大幅

削減教育撥款。香港的前途，系於知識型經濟能否轉型成功。香港未來，需要更

多的㆟才，而大學則是培養㆟才的基㆞。大學是㆟才庫，㆟才得來不易，流失了

也不輕易得回。高等教育㆒旦出現了差錯，就等於大腦死亡。若㆟的腦幹死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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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吊鹽水才能活㆘去，在食物㆖或許可以慳番多少，但㆟就變成廢物。㆒夜寒風

凋碧樹。將令本㆞㆟才凋零，外㆞優才亦卻步。為香港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教

育及㆟力統籌失衡，失業率正在㆖升，繼續㆘去，會令香港成為國家的包袱。

董特首屢次強調，政府對教育要有長遠的政策。雖然經濟不景，但政府對教

育的投資絕不手軟。又承諾計劃給予本港的適齡青年，有 60%可接受專㆖教育。
又對我們高教聯表示，任何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的更改，必須先與教職員工會商

談，取得共識，方可以實行。我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教統局的有關官員，似乎

把董先生的說話當作耳邊風？

近期教統局有不少抹黑高教界的言論。例如「香港的大學太多，需要合併整

合，重新投放資源。」 「香港的大學教師工資世界㆒流，但他們的表現卻並非
㆒流，這對納稅㆟公道嗎？」 「大學的冗員太多，課程又重疊，而大學生的水
準又㆘降。」 「我們要卓越再卓越，要把本港的大學國際化，而脫 可以省錢，

以便用高薪聘請海外優秀學者。」 「我們的大學要在這幾年內，成為世界㆒流
的大學，媲美牛劍哈耶，超越北大清華。」 我們覺得本港大學教職員工資，與
外㆞其他大學相比，尚算可以。在香港而言，比之公務員，不算偏高。與政府高

官相比，更可說是遠遠偏低，在香港，大學的員工包括大學教授在內，幾乎都是

㆗產㆟士。況且外㆞的大學教師，在退休褔利醫療褔利及職業保障㆖，均有其優

厚之處。生活環境不同，薪酬不可以只用金錢的絕對值來比較。大的西瓜與小的

橙各有不同，焉能隨便比較？

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始於 80年代㆗後期，這十幾年來，大學教職員們的
工作，均十分辛勤努力，市民也應有目共睹。大學的名聲，在亞洲排名，亦突飛

猛進，比起美國不少州立大學，不遑多讓。假以時日，將可更進㆒步。當然，若

與世界頂尖大學相比，㆒定尚有不少差距。教育是百年大業，也是長遠的投資，

非朝夕之間就有豐碩回報，況且本港是㆒個具有濃厚商業背景的城市，缺乏學術

及文化氣氛，連像樣的書店，也幾乎沒有，本港所印刷及出版的書籍，大都是漫

畫、㆗學教本，消閒書籍及八卦週刊等等，而學生的來源，均來自 700萬㆟口，
資源投放亦十分有限。沒有第㆒流環境，又何以很快就會有世界㆒流大學？若硬

要移花接木，好大喜功㆞把國外奇珍以高薪請來香港未必會有好效果。往往橘之

越准而為枳。尤其是刻意壓抑本㆞㆟才，造成分化矛盾，非智者之所為。異國的

花朵，固然美麗，但如果不能在香港的土壤生根，無根的花朵，很快就是明日黃

花，變成垃圾。我們希望香港辦的大學，能切合香港的需要。實實在在㆞為香港

服務及作貢獻。我們社會需要辦的是有㆗國及香港特色的大學，教好有高尚情操

的大學生最重要。並非要徒爭虛名。目前教統局完全沒有教育理念，只㆒心希望

把本港的大學，變成歐美教育殖民㆞式的大學。算㆒算在歐美雜誌發了多少篇文

章，就心滿意足。教統局根本沒有聽過或採納過群眾及廣大前線教職員們的聲音

及意見。



3

這次大刀闊斧㆞削減大學經費可謂不審勢，不顧現實、不體察環境，寬嚴皆

誤。所以我們希望各位議員，以社稷為重，請小心考慮，應是否在這短短時間內，

匆匆批准教統局對大學大幅削款？在嚴峻的經濟環境㆘，讓學生及家長們再百㆖

加斤？因為讓市民接受良好教育，是政府的義務。目前許多高官的子弟，多不在

本港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對香港高等教育的好壞及變化，沒有切膚之痛。在某些

高層㆟士的腦海㆗，只有治㆟思想而無治學精神，功利，虛榮而又視野狹隘。我

們的董特首㆒向強調以儒家思想管治香港。孟子說：「有大過則諫」。現高教聯多

次向教統局及教資會進盡忠言，可惜「反覆之而不聽」，不知如何是好？

現高教聯有㆘列五點要求：

(㆒) 同步調整待遇，反對脫 減薪！

(㆓) 共商節流開源，反對大削經費！
(㆔) 協作共渡時艱，反對外判裁員！
(㆕) 學制全面檢討，反對朝令夕改！
(五) 維持副學文憑，反對取消資助！

我們重申，希望教資會及教統局，從速成立工作小組，與各大學的教職員工

會代表開會，了解目前各大學遭遇的各種問題及困難，先達到共識及提出可行的

解決方案，再提交立法會討論。

謝謝各位議員們的幫忙。

香港高教聯會主席

岑嘉評

㆓零零㆔年㆕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