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建源、 IP KI只Yl lE~
立建..且 .D {;iI\ ILIiI[向 I II I/.!Ji lllNt南亞 k/i[ i 團 i l. Ch叫 Kiu C!\I1I1Il~ro.:ial B州時 5 1 Shun1Ung 'WCCI. Mnng K他 K州 .xm. 1I叫 K何19
1.1'j:lsbtin' ( 'oundl :\Irmbrr U 'IÜ :~' Id ; 叭，1) 1ìll“ì:rií ~ tt: t'a\ : [11:121 '27 71 盯 )1 • 'D in 2tHY 可 111 抽 1 吶山I : ihn的心切 hkpIU ， (lrg

香港九龍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陳新滋教授

尊敬的陳教授:

促採取積極措施捍衛學術自由 :

關於 {吞潛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 2012 )) 

貴校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的 {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 2012 ) ，香港

回歸 15 周年專輯 )(下稱 《 藍皮書的 於六月出版，書中指 「 在學科變動上，

大學與中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

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

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

金主導。」該言論引起中大強烈不滿，發表聲明公開批評失實抹黑，也引

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除質疑其學術質索和中立性，更質疑貴校管理不普

及學術質索監管機制存在浦洞。

閣下於十一月五日宣布成立調查小組跟進《藍皮書〉中遇識教育部份的

內容失實的投訴，本人證表示歡迎， 但仍對事件深為關注， 憂慮事件衝擊

學衛自由，期望貴校採取有效措施捍衛學衛自由， 因而特此致函閣下，

提出意見。

政治停據學術自由

中聯辦官員和親中媒體近年頻頻抨擊本港學者 ， 由去年中聯辦郝鐵川部

長和多份報章批評港大民意研究就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不科學、不符

合邏輯 J' 親中報章鋪天蓋地對學者成名、鍾庭耀和蔡子強作人身攻擊，以

至近 日 北京官方媒體{環球時報 }炮轟中大港人身份認同的民調不科學、「奉

勸」香港學者遠離政治，可見個別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官員和機構無

視{基本法}第三十四條和第一百三十七條對學衛自由的保障，頻密地透

過不同途徑和手法，打壓本港學衛自由，也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中央政府

的態度，是否意國採取政治手段，干預香港高等院校的學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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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是高學院校執行社會所託負的教育 、 研究和服務功能所必須具

備的先決條件 。 國際教育組織「世界大學服務社」關於國際學術自由和大

學自主的 { 利馬宣言} 第七條指出 「學術界的教職人員應有不受任何干擾

以執行教學工作的權利，並受公認的教學的原則 、 標準和方法的限制 。 J ' 

第八條指出「學術界所有成員應享有與世界各同行保持連繫的自由，亦應

享有發展自己教育能力的自由。 J 0 {藍皮書}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

評論，實有干擾院校執行教育工作及發展教育能力的自由之嫌。

更令人擔心的是， {藍皮書}由貴校當代中國研究所撰寫，所長薛鳳旋

教授主編，給人以學術界出手打壓學衛自由的印象，此風絕不可長。 雖然 ，

當代中國研究所不口薛教授享有不受任何干擾以執行研究工作的權利，公開

報導研究結論的自由和權利 ， 以及出版研究結論不受檢查的權利 ， 但正如

{ 干IJ 馬 宣言 } 第六條指出，以上權利「受公認的科學研究方法和原則的限

制」吋藍皮書 } 關於 「由美國基金主導」的評論，已被中大通識教育部指

為「虛橋陳述 J ' 而研究所只表示會在英文版有關章節中將「中文大學 」 改

為「某大學 J ' 沒能提出資證，更令人質疑〈藍皮書}旨在侵擾中文大學的

教學自主，而非基於實證的持平研究結論。

研究所和學者的獨立性被質疑

《藍皮書 } 是貴校當代中國研究所受中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社會科

學院委託，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轄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 此外 ， 貴

校教職員工會指研究所不久前舉行捐款儀式 ， 答謝全國政協委員會憲梓捐

150 萬元編製 〈 藍皮書} 擔心權貴利誘學者效忠北京。以上因素都令外界

顧慮，編撰〈藍皮書}的實校當代中國研究所人員會否為了迎合中央意顱，

以學衛著作之名，打壓其他院校，不惜放棄學術操守和學衛質素?

調杏小組職權狹隘

{藍皮書 》 被外界批評學術水平的並不限於上述章節，亦不是貴校近

期首次出現之學術醜間 。由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並廣受批評的(中國模式》

洗腦國民教育教材 ， 以至前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刻意發放不成熟的民調數

據，接二連三的事故，都顯示貴校對學術質素水平的監察極可能存在漏洞 e

實校教職員工會更指出 ， 當代中國研究所因自負盈虧 s 不受教資會監管。

但研究所屬貴校轄下部門，外界視為學術機構職權不對稱， 一旦出現

學術醜閔則足以影響貴校校譽 ， 甚至影響本港大專院校的公信力。

然而 閣下成立的調查小組職權狹隘，只跟進{藍皮書}中適量義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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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投訴，未能處理貴校在學術水平監管機制和管理架構上等問題。本人

認為， 閣下應正視問題，全面檢討現行機制，以取信於社會﹒

須撰高調杏小組的透明度

據報導 ， 閣下雖邀請7校外人士參與調查《藍皮書}失實投訴，但小組

成員名單以及具體職權範圍，沒向外公佈，欠缺透明度。此外，小組委員

會召集人是 貴校副校長黃偉國教授，成員傳理學院署理院長黃煜教授及地

理系李思名講座教授俱為貴校管理層 ， 必令人質疑其獨立性 。 此外，該三

名小組成員皆為處理趙心樹民調事件調查小組的成員 ，曾被外界評為護短，

外界對小組能否公正、公平地調查及處理事件 ， 更欠信心。

本人無意介入 貴校的內部管理，僅是從社會關注的角度提出意見，希

望藉此提高社會人士對 貴校的質素管理和秉持學術自由精神的信心。敬

請考慮，佇候覆音 。

敬祝

工作順利!

副本致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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