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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簡稱港專)自 2001 年起開辦經評審的高級文憑及副學士課
程，是首批因應政府擴展專上教育政策而舉辦相關課程的院校。五年來學生人數

穩步增加，本年度入學新生數目比上年度有百分之十幾的增長。本校以教育工作

者身分，就香港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提出以下之原則性意見： 
 
1. 維持院校的多元化和課程的多元化，可使學生和社會有真正的選擇，這是高
等教育多元化的先決條件，有利於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維護公眾利益。 

2. 公立大學的附屬自資學院與民辦學院以至公立大學本身有本質上的差別。公
立大學的附屬自資學院兼享學術自主與財政自主，相對於公立大學有更為充

分的自主性。因此，三類院校的均衡發展，符合公眾利益，可避免出現壟斷

和失控局面。 
3. 副學位教育的發展與其他教育一樣，要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企業化管理，
市場調節只是提高效益的工具，並非目標，不能作為決策的唯一考慮。擴展

專上教育不是面對一堆數字，而是面對一個個具體的人。提倡人性化、「學生

為本、市場為用」，端正方向，可避免非人化、濫竽充數、唯利是圖、一窩蜂

等弊端。 
4. 從學生出發，做好質素保障，課程的學術水準和內容都是素質的體現。現已
出現部份副學位畢業生人浮於事，或需要再讀第二個副學位課程的情形，這

是單憑學術水準無法解決的問題。要留意院校和課程的教育和訓練是否針對

學生的不足和行業的需要，使學生學有所成，為社會所用，為行業所吸納，

畢業後都有真正出路。 
5. 解決副學位畢業生升學問題，在增加銜接學額、設立學分轉移機制之餘，還
須解決大學進一步遠離精英教育，以及課程配套等問題。大學及其人員在心

態和工作上的準備，有助教育好不斷增加的資助和自資銜接學位課程學生。

而副學位課程與銜接學位課程的對接，亦需要雙方的溝通和調適，以符合這

批學生的需要。 
6. 盡快拉近大學生與副學位學生、資助生與自資生、以及公立大學附屬學院學
生與民辦學院學生間的待遇差距。這些差距，部分因為政府對學生政策有所

不同而直接造成，亦有因政府對院校政策不同而間接形成。客觀上這會製造

學生的不同等級，亦增加了學生的困難，不符合教育理念和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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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副學位教育的擴展，達到了「創造機會、釋放潛能」，使一批思維發

展較遲，或者不適應傳統主流教育概念性和抽象性的學習，又或因為各種問題未

能繼續升學的學生，得到多元化的升學機會和途徑。過往已經有不少成功實例，

學生在副學位課程中找到自己興趣和方向，學有所成，有些還繼續完成了學士學

位和碩士學位，增強了個人和社會的競爭力。隨著中學學制的改革，加上社會經

濟持續變遷，無論學生和家長，以及社會都會對副學位課程的需求越來越大。因

此，港專期望政府和議員能制定適當的政策和措施，使專上教育界別有更好的發

展，從而滿足學生和公眾的需求。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