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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改 革 行 動 組  

 

大學改革行動組由一群關心大學教育前途的大學教師組成，目的在喚起社

會大眾對當前大學教育所面對的問題的關注。行動組召集人是香港大學陳

志煒，副召集人是城市大學梁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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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改 革 建 議 書  

 

人材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力，人材培訓對香港的未來發展非常重要。

社會把培育人材這個重要使命交託給香港的大學。若大學內部的制度出了

問題將影響大學教職員的工作，並禍延人材培訓，香港的前途亦會因而大

受打擊。近來傳媒廣泛報導大學出現的問題，然而大學管理層依然故我，

沒有面對問題作出改進。  

大學內裏的問題，從以下事例可見一斑。  

（一）  城市大學黃克明被無理解僱  

城市大學法律系副教授黃克明因為堅持嚴格評分而與系主

任發生爭論，其後屢遭無理對待，最後更被城大解僱。雖

向校外作多次投訴，但改變不了大學的決定。可見香港並

沒有申訴機制讓員工投訴大學。（附錄一）  

（二）  嶺南學院的內部評審機制  

嶺南學院教師盤淑嫻被中止合約，盤氏及嶺南七成多教師

要求公開她的評審報告，但校方一直拒絕。有報導更指社

會科學院院長曾向盤氏及其他教師作出不利他們前途的暗

示。（附錄二）  

這種現象再蔓延下去，學術自由將蕩然無存。  

此外，嶺南學院一名職員不滿上司的工作評估報告，但由於

校內沒有上訴機制，結果要在高院興訟，浪費公帑。（附錄

三）  

（三）  中文大學下令老教員提早退休  

中文大學指令教學及研究表現未達其要求的教員在五十五

歲後提早退休。但由於評審缺乏客觀標準和欠透明度，使教

職員惶恐終日，無所適從，直接影響教學。此舉亦會令大學

損失一些具豐富教學經驗的老師，並因而降低教學水平。（附

錄四）  



 2

（四）  科技大學經費使用失當  

香港科技大學斥資約二千萬建造室內暖水泳池之餘，又要藉

削減圖書館四成經費、減少飲水機和停開部份升降機等措施

來節省開支。科大已有兩個泳池，倘有餘資多建一個，為何

不用在圖書館？圖書館多些新書、新期刊供學生參閱，是不

是比大學多一個泳池更重要？（附錄五）  

此外，傳媒又報導科大研究撥款和教員升職等事俱有偏私之

嫌。（附錄六）  

（五）  校董會不能執行監管大學的責任  

擔任大學校董會成員的立法會議員曾表示感到很難監督校

政。（附錄七、八）  

這般缺乏制衡的制度可讓大學校長獨攬大權。  

香港政府早在九六年已決定把大學校長薪酬定在首長第八

級，但科技大學校董會竟無視這決定，在九八年與吳家瑋續

約時讓他繼續享有原來的薪酬和福利。（附錄九）  

試問校董會監督大學的職能何在？  

（六）  缺乏機制來遴選校長  

科技大學成立十年間，惹來各種各樣的指責。先有超支，繼

遭大學資助委員會指教學質素欠佳而削減本科生學額，近來

又有削圖書館經費建暖水泳池之舉。按常理，校董會應仔細

考慮應否與如此表現的校長續約，豈料科大校董會沒有諮詢

教職員，在閉門會議中決定繼續委任吳家瑋為校長。（附錄

十）  

其後，科大增設副校監之職，並委任剛退休的校董會主席鍾

士元出任。（附錄十一）  

倘校董會主席與校長沆瀣一氣，校董會怎樣履行政府和社會

交託給他們監管大學的重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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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到下面的三個問題。  

（一）  續約、解僱等人事問題欠缺上訴機制，校方可隨意辭退不聽話的員

工，而員工無法上訴，嚴重違背了社會公義和學術自由的原則。  

（二）  大學校政缺乏監管。教學政策的改變、資源的運用等未經仔細考慮

便推行，影響現在和將來的人材培訓  

（三）  沒有機制來甄選校監、副校監、校董會主席、副主席、校董會成員

和校長。  

要解決這些問題，應按社會公義和學術自由的原則，建立公平、公開的機

制來讓大學教職員參與校政及讓教職員有合理的申訴渠道，並設立有廣泛

代表的大學監管機制。如此方能讓大學教職員在學術自由不受干預的情況

下肩負培育本港人材的重任。  

我們建議以下的解決方案：  

（一）  成立高等教育教職員申訴評議會  

為重新營造良好的教研環境來培育香港未來的人材，我們

建議成立一個獨立的高等教育教職員申訴評議會，讓大學

教職員有公平申訴的權利。大學教職員可向評議會投訴大

學的不公平對待或行政失當。委員由社會上有公信力的人

士、大學行政人員代表和教職員代表組成。這樣的委員會

能代表各方意見。評議會擔任仲裁的角色，其決定雙方均

須遵守。倘一方不遵守，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行令。

這樣既可讓大學與教職員解決糾紛，又能避免大學與教職

員對簿公堂，浪費公帑。  

美國及其他與香港相若的先進社會亦曾經歷同樣問題，並

發展出類似組織。  

（二）  在校董會內成立校政委員會  

我們建議在校董會內成立一校政委員會，就大學提出的政

策詳細地考慮其可行性、影響，以及推行的細節，然後提

交校董會討論。委員會將由校董會的校外委員代表、校務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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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教職員協會代表、教職員選出的獨立代表所組成，

而校長為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委員會主席由委員會普通成

員中選出。  

此校政委員會的職責是就大學建議有關學術、資源分配，

和聘任條件等政策改動作詳細而深入的研究和討論。為使

委員會的意見能傳達給校董會，委員會的成員皆成為校董

會的成員。  

（三）  設立遴選委員會來甄選校監、校董會成員和校長  

甄選校監、副校監、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和校長的遴選委

員會由校董會校外委員代表、校務委員會代表、教職員協

會代表、教職員選出的獨立代表和學生代表所組成，而校

長為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委員會主席由委員會普通成員中

選出。  

甄選校董會成員的遴選委員會由校董會校外委員代表、校

務委員會代表、教職員協會代表、教職員選出的獨立代表

所組成。除遴選接任校長外，校長為委員會的當然成員。

委員會主席由委員會普通成員中選出。  

現時有些大學的校董會成員包括立法會議員，這做法應推

廣到所有大學，以加強大學對社會的問責性。  

 

為香港社會將來的發展，政府和立法會應正視這些問題，並盡快採取行動，

推行以上建議。  

 

 

大學改革行動組  

一九九九年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