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年 6 月 20 日會議  
討論文件  

立法會 C B ( 2 ) 1 9 1 5 / 0 4 - 0 5 ( 0 1 )號文件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設立  
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引言  
 
  當局建議撥款 10 億元，推出第二輪配對補助
金計劃，以配對形式補助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
資助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本文件徵詢委員對這項建議

的意見。  
 
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註 )  
 
2 .   2002 年 11 月，政府接納教資會於高等教育檢
討中提出的建議，認為應該增強各院校籌募經費的能

力，從而為高等教育開拓不同類型的經費來源。這有助

院校擔當其策略性的角色及維持國際競爭力。  
 
3 .   財政司司長在 2003 年 3 月發表的 2003-04 年
度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布政府擬開立 10 億元的承擔
額，就教資會資助院校籌得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

範圍內活動的私人捐款，提供配對補助金。該計劃於

2003 年 6 月獲財務委員會通過。  
 
4 .   在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下，當局以等額形式

(即 1： 1 配對比率 )發放補助金，補助院校在 2004 年 6
月 30 日前的指定期間內所收到的私人捐款。為了讓規
模較小或歷史較短的院校享有獲發放補助金的公平機

會，教資會為每所院校預留一筆 “最低款額 ”，作為保證
院校可優先申請配對補助的金額。任何超過這個款額的

補助金的申請，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審理，而補助

款額亦設有 “上限 ”。該計劃分兩期推行，補助金的累積

                                                 
(註 )  該計劃當時稱為「等額補助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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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款額＂及“上限＂分別為 4,500 萬元及 2 億 5,000
萬元。  
 
5 .   至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於 2004 年 6 月結束
時，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合共籌得近 13 億元捐款，並
獲政府提供 10 億元配對補助金。換言之，該計劃在 18
個月內成功協助院校獲取共 23 億元的額外資源。  
 
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6 .   鑑於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反應非常熱烈，當

局認為值得繼續支持各院校在這方面的工作，並鼓勵社

會各界繼續投資於教育。為此，我們建議再撥款 10 億
元，推出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7 .   由於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進展理想，我們接

納教資會的建議，認為新一輪計劃應採用相同的基本原

則，並在以下兩方面進一步放寬限制  -  
 

(a )  容許配對補助金用於頒發獎學金予優秀的非
本地學生；以及  

 
(b)  接受院校就興建校內建築物的捐款申請配對
補助金，但配對補助金必須用於教資會經常

補 助 金 資 助 範 圍 內 的 活 動 或 用 以 提 供 獎 學

金。  
 
上述的放寬建議，旨在協助院校推展高等教育界的兩大

發展項目：即國際化和院校在應付 “3+3+4”學制的基本
需求以外，需要考慮的長遠發展計劃。  
 
為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而設的獎學金  
 
8 .   香港要發展為區內的教育樞紐，必須讓高等院

校的學生體系國際化。有更多非本地學生入讀本 地院

校，在教育、文化和經濟方面均會為香港帶來好處。非

本地學生來自不同的民族，他們會引入多元的文化，有

助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和鼓勵良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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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香港具備吸引非本地學生的條件和潛力，但由

於生活費較鄰近地區為高，難免削弱了我們在招攬優秀

人才方面的競爭力。參考其他國家，如新西蘭、新加

坡、英國和美國等地的經驗，提供獎學金是吸引優秀學

生的有效方法。擴大配對補助金的範圍，涵蓋為非本地

學生所提供的獎學金，可協助院校籌募私人經費，以在

日後繼續支持院校在這方面的工作。所有根據配對補助

金計劃提供的獎學金，會由院校直接向有關學生發放及

管理。  
 
工程項目  
 
10 .   政 府 即 將 在 中 學 及 大 學 推 行 新 的 “3+3+4”學
制，並承諾會投放資源，以支持院校為提供四年制學士

學位課程而必須進行的基本工程。然而，有關的資源未

必完全滿足院校在校舍規劃方面的期望。院校把握推行

新學制的契機，適時地審視了本身的願景，並考慮到配

合未來發展所需的校舍設施。舉例來說，院校可能希望

增加宿位，以為本地學生提供更全面的教育和供交換生

入住；或是額外研究設施；學生康樂設施等。這些設施

可以改善教學環境，但在短期內可能超出政府理應承擔

的資助水平。如放寬補助金的配對限制，讓工程項目的

私人捐款也計入可申請配對的款項，將可鼓勵院校為此

籌募私人經費。  
 
11 .   然而，我們並不提倡院校把公帑和社會資源悉

數用於校舍發展。為了在工程項目和其他高等教育的投

資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建議容許院校就興建校內建築物

的捐款申請配對補助金，但由政府發放的配對補助金只

可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的活動或用以提供

獎學金。  
 
運作條款及條件  
 
12 .   我們建議採用大致上與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相同的基本條款及條件，並同樣委託教資會管理第二輪

計劃。計劃的基本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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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只有在計劃生效日期之後承諾捐予及付給教資
會資助院校的新捐款，才合資格申請配對補助

金 (如撥款建議在 2005 年 8 月 1 日前獲批准，
計劃生效日期則為 2005 年 8 月 1 日 )；  

 
(b)  這計劃應鼓勵院校之間作出良性競爭，並讓規

模較小的院校享有獲發補助金的公平機會。為

此  –  
 
( i )  教資會將於該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後的首六

個月，為每所院校預留 4,500 萬元 (即 “最低
款額 ”)，確保每所院校只要籌募到足夠的私
人捐款，均最少可獲這個款額的補助金。

如院校申請的補助金額超過這個款額，差

額部分的申請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審

理；  
 
( i i )  在首六個月完結時，若預留的 “最低金額 ”尚

未撥予有關院校的款額，將會開放予各院

校以「先到先得」原則申請；以及  
 
( i i i )  除了訂立上文 ( i )項所述的 “最低款額 ”外，

每所院校可得的補助金總 額亦有 “上限 ”(2
億 5,000 萬元 )。  

 
(c )  少於 “最低款額 ”的補助金會以等額方式 (每 1 元

得 1 元 )發放，而超過 “最低款額 ”的補助金則以
每 2 元得 1 元的方式發放，即院校每籌得 2 元
捐款，便會獲政府補助 1 元。當局安排以每 1
元 得 1 元 的 方 式 發 放 少 於 “最 低 款 額 ”的 補 助
金，旨在協助因規模較小／較新而籌募經費能

力較低的院校，獲合理地分配到配對補助金。

我們擬按每 2 元得 1 元的方式發放 “最低款額 ”
以上其餘的補助金，目的是增加院校可籌募的

私人捐款；  
 
(d)  在不超出上文 (b)及 (c)段所述的限制的情況下，

教資會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審理所有配對

補助金的申請。在首六個月完結後，所有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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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款項會悉數結轉至最後一個月，供院校申

請配對補助。計劃將於 2006 年 2 月底完結，以
便有關補助金可以在財政年度完結 (即 2006 年 3
月 31 日 )前發放；  

 
(e )  院校獲得配對補助金，用於資助某些項目，並

不代表當局須就該項目向有關院校提供經常補

助金或更多的配對補助金。院校運用本計劃下

提供的款項進行的所有項目如引致經常開支，

院校必須自行以既有資源支付；  
 
( f )  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的活動、獎

學金，以及工程項目的私人捐款，均可獲配對

補 助 ， 但 配 對 補 助 金 只 可 用 於 上 述 首 兩 項 用

途。配對補助金和相應的捐款均不得用於院校

自資的活動；  
 
(g)  院校獲發放的配對補助金，以及由此而來的任

何投資收入，均不計算在政府向院校提供的經

常津貼內；  
 
(h)  為確保計劃能公平地提供配對補助，當局不會

容許 “雙重配對補助 ”或 “雙重津貼 ”的情況。換
言之，凡是來自各個公共或政府基金的捐款 (例
如由優質教育基金及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的項

目 )、來自香港賽馬會的捐助，以及已根據其他
配對撥款計劃由公帑撥款補助的捐款，將不合

資格在擬議計劃下作申請配對補助金之用；  
 
( i )  院校除了可從經常補助金中累積儲備外，亦可

保留尚未動用的配對補助金至另一個三年期；

以及  
 
( j )  配對補助金計劃的運作將會向公眾問責和具透

明度。院校須確保配對補助金用得其所。  
 
推行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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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對於為本港高等教育開拓不同的經費來源這理

念，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十分認同。院校皆受惠於第一

輪配對補助金計劃，因此期待政府盡快推出第二輪計

劃。我們打算在 2005 年 7 月 8 日將這項撥款建議提交
財務委員會審議。如獲批准，計劃將於 2005 年 8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為期七個月，至 2006 年 2 月 28 日為
止。  
 
對財政的影響  
 
14 .   政府已在 2005-06 年度的預算中，預留足夠撥
款推行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這項建議對政府的經常

開支不會有影響。  
 
 
 
 
教育統籌局  
2005 年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