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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稱「文憑試」)考生人數持續下降，傳媒有關本地自資

專上院校可持續發展的報導屢見不鮮。文憑試考生人數由 2013 年起下降，預計

下行趨勢將維持至 2022 年。自資專上院校早已意識到這個變化，而各院校亦按

個別情況，制定不同策略予以應對。 
 
 
縱然面對適齡人口下降，自資專上教育界別仍然是香港重要界別；院校學生人數

接近 77,000 人，每年培育超過 36,000 名畢業生，當中更有無數畢業生的成功故

事。系統性研究顯示，經副學位銜接教資會資助大學課程的學生，其學術表現與

入讀四年制資助學位的學生沒有顯著分別 1；最近一項僱主調查亦顯示顧主對自

資副學位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大致滿意 2。 
 
 
文憑試考生人數將於 2022年後逐漸回升，而於 2026年會回復到 2016年的水平。

未來五年，自資院校面對的壓力最為嚴峻。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提出以下建議： 
 
 
學券 – 政府現時對每名入讀教資會資助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的學生每年分別補

貼大約 200,000 元和 100,000 元。而未能分派到上述資助課程，但於文憑試中取

得“3322”(學位課程入學要求)或“22222” (副學位課程入學要求)的學生，則

不會獲得任何資助。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提倡建立一個學券制度，以令符合資格入

讀學位及副學位的學生在自資院校就讀時，毋須付出比資助院校特別高的學費。

以自資院校學費中位數及資助院校學費的差別計算，我們建議自資副學位及學位

課程（非實驗室密集課程）學券金額應分別為 20,000 元及 25,000 元。 
 
 
非本地學生 –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認為，目前自資院校的內地學生比率被限制於

百分之十以下實有欠公允。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非本地學生比率上限是百分之二十。

如該比率能上調至百分之二十，對部分自資院校未來五年的收生情況將有所幫

助。 
 
 
開辦課程貸款償還安排 – 不少自資院校曾向政府借貸以億計的貸款用作興建、

購置或翻新校舍。院校需撥備大量現金用作償還貸款。如能獲延長免息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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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寬免部分或全部債務，對自資院校實在有莫大幫助。院校可調配更多資源於教

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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