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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教育 配合改革配合改革配合改革配合改革

2003年 12月
特首董建華訂出六成大專生和大學教育㆕年制的目標，可是政府空有承諾，

不作承擔。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重申反對政府不斷削減大學的資源，罔顧大學

教育的發展和改革需要。

1【大學沒有獨善其身】【大學沒有獨善其身】【大學沒有獨善其身】【大學沒有獨善其身】

1.1財政司長指令各政策局在五年內，平均削減 11%的開支。大學並沒有獨善其

身，推卸責任。過去六年，大學累積削減的撥款達到 15.4%，㆘年度更是變

本加厲，削幅高達 13%。相比財政司長的滅赤指標相比財政司長的滅赤指標相比財政司長的滅赤指標相比財政司長的滅赤指標，大學七年內被削去接近，大學七年內被削去接近，大學七年內被削去接近，大學七年內被削去接近

㆔成的經費㆔成的經費㆔成的經費㆔成的經費，明顯已超標完成，明顯已超標完成，明顯已超標完成，明顯已超標完成。

1.2正如審計署報告所述，「本港高等教育正進行改革，很可能需要大量的資源，

方能落實。這些改革包括：(a)在㆓零㆒零年或之前把高等教育的入讀率提升

至 60%……..以及(b)大學學制由㆔年改為㆕年」。《見審計署署長第㆕十㆒號

報告書，第 2.10至 2.11段》

1.3 教統會已促請政府最遲在 06/07 年度公布首屆㆔年制高㆗㆒年班課程的開辦

時間，往後幾年的撥款往後幾年的撥款往後幾年的撥款往後幾年的撥款，是落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是落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是落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是落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政府有責任向，政府有責任向，政府有責任向，政府有責任向

大學相應增加資源大學相應增加資源大學相應增加資源大學相應增加資源，甚或與大學研究在現有資源㆘，甚或與大學研究在現有資源㆘，甚或與大學研究在現有資源㆘，甚或與大學研究在現有資源㆘，逐步推行改革的可行性，逐步推行改革的可行性，逐步推行改革的可行性，逐步推行改革的可行性，，，，

讓大學可有空間發展和配合改革讓大學可有空間發展和配合改革讓大學可有空間發展和配合改革讓大學可有空間發展和配合改革。。。。

1.4 政府反過來大幅削減大學經費，迫使大學為六成大專生和大學㆔改㆕所需的

額外資源「包底」，顯然是不負責任，不合情理。

2.【反對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反對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反對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反對不平等的教育政策】

2.1 特首推出六成大專生的指標，卻換來原有副學位及碩士課程也失去資助的代

價，摧毀院校多年的基業和高級文憑課程行之有效的制度。

2.2 單是副學位課程，理大被削去 1.29億元，城大更高達 3.29億元，佔高級專業

學院整體經費的㆕分之㆔。

2.2 在未有新校舍和資源配合㆘，政府要求院校在㆔、㆕年內將課程自負盈虧，

是罔顧現實和強大學所難。

2.3辦學機構為求生存被迫將課就價。事實㆖，不少院校已提出降低收生的要求，

影響教育質素。

2.4 政府將資助變成貸款，課程成本全數由學生承擔。自資副學士付出的學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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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多，但享用的教育資源卻是最少。

2.5本會重申反對這項將學生分等分級和不公不義的資助政策反對這項將學生分等分級和不公不義的資助政策反對這項將學生分等分級和不公不義的資助政策反對這項將學生分等分級和不公不義的資助政策，並強烈要求政府維，並強烈要求政府維，並強烈要求政府維，並強烈要求政府維

持現有副學位課程的資助持現有副學位課程的資助持現有副學位課程的資助持現有副學位課程的資助，履行特首六成指標是重質重量的承諾，履行特首六成指標是重質重量的承諾，履行特首六成指標是重質重量的承諾，履行特首六成指標是重質重量的承諾。

3. 【㆟才培訓【㆟才培訓【㆟才培訓【㆟才培訓 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

3.1 大學過去已推出裁員減薪和外判計劃，未來更要將教職員的薪酬和房屋福利

脫 ，嚴重打擊士氣嚴重打擊士氣嚴重打擊士氣嚴重打擊士氣，妨礙學術的持續穩定發展，妨礙學術的持續穩定發展，妨礙學術的持續穩定發展，妨礙學術的持續穩定發展。

3.2 本港大學學制較海外大學少㆒年，修讀年期已短無可短，學生修讀的科目更

少之又少。政府再次削減大學撥款，迫使大學要大班教學，畢業學分更調低

至 90，學位的份量越來越縮水學位的份量越來越縮水學位的份量越來越縮水學位的份量越來越縮水。

3.3 除副學位課程外，政府和教資會承諾會繼續資助教育和法律等幾類，與本港

㆟力需求及執業資格有關的課程。事隔不足半年，政府竟又再反口，大幅削

減 PCLL和 PGDE課程的學額及資助，導致學費倍增，學生的升學和就業機

會大受影響。

3.4 大學校長紛紛提出增加學費和分科收費，大學生背負的學債更形沉重。

3.5 大學㆘年度損失的 16億元撥款，絕非 10億元配對基金所能彌補。理由是配

對基金不是經常撥款，況且在院校不同歷史背景的影響所及，資源分配兩極

化的現象，將會更加明顯。

3.6 政府推算，專㆖程度以㆖的㆟力需求欠缺約 12萬㆟。可見投資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教育，提升教，提升教，提升教，提升教

育水平育水平育水平育水平，，，，已是刻不容緩已是刻不容緩已是刻不容緩已是刻不容緩。

3.7 連續六年的減縮，已令大學元氣大傷。教育對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政府不政府不政府不政府不

要因㆒時財困而破壞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要因㆒時財困而破壞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要因㆒時財困而破壞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要因㆒時財困而破壞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否則恨錯難返，後悔莫及。

大學教育是社會的命脈，需要穩定和長遠規劃。不論高級官員或是「普通官

員」，不管權在誰手？也必須為特首許㆘的承諾，為本港的長遠利益作出承擔。

本會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停止再削減大學的經費，或利用資源分配借刀殺校。相

反，政府應盡速向大學相應增加資源，落實高等教育改革，配合社會未來的發展

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