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費者委員會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討論副學位課程的學術及專業評審的意見 

 

1. 消費者委員會樂於就副學位課程的學術及專業評審提供意見： 

 

2. 消者委員會自二○○五年至今共接獲十三宗投訴副學位課程之個案，表

列如下： 

 

 2005 2006 2007 1-3/2008 

營商手法 2 1 1  

院校結業 1    

費用爭議 1 1   

課程質素 1 1  1 

其他 1 2   

總數 6 5 1 1 

 

3. 雖然投訴個案數字不高，但據媒體報導早前一宗涉及護理學副學士課程

之個案顯示，因課程不被專業評審機構認可而受影響的人數眾多，包括

學生、家長、教育機構、學術及專業評審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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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導並顯示專業評審機構需於某些課程開辦後始能進行全面的評估，故

不可能在課程開辦前完成一切認可手續。 

 

5. 如課程最終不被專業團體認可，學生在完成課程後亦不能取得相關的專

業資歷。 

 

建議 

 

就消費者保障角度，消委會有建議如下： 

 

6.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及專業評審機構應盡力提高評審準則的透

明度，將評審的基本標準，例如課程內容、課程結構、教師資歷、導師

與學生比例、教學語言、學院之基本設施及學生實習的安排等詳細及具

體地釐訂。 

 

7. 學院宜於課程開辦前已獲專業機構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認可。某些專業

課程，若部分評審需於課程開辦後才進行，例如實習，遇有問題時，相

關評審機構與院校兩方都有責任積極溝通，務求盡快在合理時間內，完

成評審工作，以確保學生在完成課程能取得相關專業資歷。 

 



8. 在上述評審過程中，院校有需要提高透明度，令各持份者能充分理解評

審箇中情況，讓他們作出明智的選擇，例如考慮是否仍要完成有關課

程，抑或選擇轉校。 

 

9. 舉辦專業資歷課程之院校應在學生報讀課程前，詳細披露該課程是否已

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及專業機構的認可，並須通知學生有關細

節，例如教師資歷、課程內容及在修讀課程完成後能取得的進修機會及

途徑。 

 

10. 副學士課程對不少初次高等程度考試失敗的學生，提供了希望及進修的

另類選擇，有其本身的價值，因此希望政府在開闢銜接副學士的學位課

程，能考慮周詳的配套、提升課程質素、加強監察，增加學歷的認受性，

有助增強公眾對副學士的信心。 

 

11. 消委會年初發表《公平營商•買賣共贏》之研究報告中，倡議加強保障

消費者權益的法例，包括規管誤導性銷售貨品及服務的保障。消委會建

議該等條例應同樣適用於規管院校的推廣及聲稱，以免有資料誤導的情

況。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