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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專上教育事務委員會檢討提交立法的意見 

 
政府於 2000 年時，提倡專上教育普及化，增設副學位課程予本地學生。但是對

副學位課程的配套及未來發展都沒有完善的安排及計劃。無論在銜接升學、學費資助

及借貸、課程質素、就業安排及前景等的問題上，都未能切合學生的需求。學生在無

可奈何，又別無他選的情況下，混入這專上教育的濁流中。「副學士」可說是「雞肋」，

食之無味卻棄之可惜。副學位課程有不少改善的空間；如： 
 
一、 政府在學費資助上應與學士看齊 

副學士並不是大學的附屬品，更不是大專教育的二等生，但副學位課程的學

費仍然相當高昂，昂貴的學習費用給莘莘學子帶來了嚴重的經濟負擔，因

此，學費資助及借貸上應一視同仁，改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使副學士

的入息審查的助學金計算方法與受資助大學生看齊，好讓一些勤功儉讀的苦

學生不致於債台高築。 
 

二、 政府於短期內增加銜接學位數目 
銜接升學是副學士同學最關注的問題。現在副學士的人數及大學所能提供的

學士學位數目，出現僧多粥少的情況，4萬個副學士只有 2300人能順利升讀
學士學位，即僅 5%的副學士可繼續升學，眼見那些成績優異者(如學分三點
四)亦未能踏入大學的門檻。所以，副學士畢業生銜接大學資助學位的數目
應大幅提升，提高學生報讀副學士課程的信心。 

 
三、 政府應制定準則，監管副學士課程質素 

社會上有眾多院校提供副學士課程，雖然科目選擇繁多，但是良莠不齊，使

家長及同學們都難以揀選。另一方面，雖然政府承認副學士在升學及就業上

均是備受認可的獨立資歷，但社會上的僱主對於副學士的認受性仍存疑問，

故此，教育當局應定立準則及指引，規範副學士課程的質素，並就如何提升

副學士的認受性作出檢討，好讓家長、同學及僱主都能安心。 
 

四、 提供或增加實習機會 
為了讓未能升學的副學士畢業生更快融入社會，一展所長，解決副學士的低

認受性的問題，政府應設計相關的措施讓大眾對副學士的次等形象改觀，政

府可身先士卒，提供實習機會予副學士生。此外，政府亦可鼓勵其他公營 / 
私營機構提供實習，使副學位同學的前景更為明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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