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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本地人才方面，香港的表現不及多個已發展經濟體。培養
中小學生的 STEM 素養，以及從大學畢業生中建構本地人才庫，
應有助增加本地人才供應。此外，現今世代的人才接受正式學校
教育後，仍需要持續進修學習新知識與技能，免被時代淘汰。  
 
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推廣 STEM教育，但在 "學校為本 "模式下，學校須
自行規劃在校內推廣 STEM 教育的工作。在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
夥拍 STEM Inc，協作發展和推行 STEM教育。 STEM Inc與教師合作共同
設計 STEM課程及一起授課。  
 
大學的 STEM學系未能吸引傑出學生報讀，而研究院研究課程收生亦
以內地學生為主。香港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成效亦未如理想，未能
吸引內地學生畢業後留港工作。  
 
政府早於 2002 年 6 月成立持續進修基金，但本港的持續進修
參與率多年來一直偏低。相反地，新加坡推出 "技能創前程 "計劃，
善用經濟誘因鼓勵僱主及僱員參與持續進修，在國際上被稱譽為
成功例子。在 "技能創前程 "計劃下，新加坡公民獲發 "技能創前程
補助金 "，用作支付經核准課程的學費，而新加坡政府會定期增發
補助金。新加坡政府亦向自資進修人士提供款額慷慨的學費津貼，
僱主資助的培訓課程也可獲政府津貼，他們並可申請僱員缺勤薪金
補貼。  
 
有關培育本地人才的議題，屬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1. 背景  
 
 
1.1 在今日經濟發展的情況，培育、吸引和挽留人才是一地經濟

賴以成功的一大重要關鍵。事實上，成功的經濟體一般依靠高技術

人才，以立足於日趨知識型及以創新為主的國際經濟宏觀環境。多個

新興及已發展經濟體現正推行各項優惠政策，在全球各地吸納外來

人才，並同時致力培育本地人才，雙管齊下建立高技術人才庫。  
 
1.2 據政府表示 1，人才是香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培育

更多優質本地人才是成功的關鍵。但根據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2 的
2019 年 "世界人才排名 "(World Talent Ranking)，香港在培育本地人才
方面的表現未見突出。該報告評估了 63 個經濟體吸引和培育人才的
能力，而香港在投資與培訓本地人才一項排名 20。  
 
  

                                               
1 請參閱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2018)。  
2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是一間在瑞士洛桑和新加坡設有校區的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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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育本地人才由教育開始。在國際方面，香港用於教育的

公共總開支在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 2019 年報告中，全球只排行
第 53 位。至於對中學生提供的教育資源，按平均每名學生所使用的
政府教育支出計算，香港全球排名 30，而以師生比率計算則排行
第 27 位。在 2019 年 "全球創新指數 3"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評核的
129 個經濟體中，香港在 "教育 "一項排名亦不理想，僅列第 48 位。  
 
1.4 在本地方面，教育總開支佔政府總開支的比重在過去年間

有所下降，由 2010-2011 年度的 20.1%跌至 2020-2021 年度的 15.4% 
(圖 1)。教育經常開支佔政府經常總開支的比重，在同期間亦呈現
下滑，由 22.9%跌至 20.5%。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反映政府對教育的
長遠承擔，但在 2020-2021 年度按年實質增長僅為 7.2%，在 10 項
政策範疇中排行第三低。  
 
 
圖 1   2010-2011 年度至 2020-2021 年度間的教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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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 Budget Speech (various years)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3 "全球創新指數 "根據教育、政治環境、基礎建設和商業成熟度等 80 項指標，
對全球 129 個國家和經濟體的創新表現排名。該指數由康奈爾大學、歐洲
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每年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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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除了教育投資是否足夠外，另一關注是香港的人才儲備能否

足以建構以知識和創新為主導的新經濟。香港現時研究人才數目

偏低，以每千名勞動人口計算，研究員的數目在 2018 年僅達 6.6 名 4，

比例低於一些亞洲已發展經濟體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經合
組織 ")國家 (圖 2)。  
 
 
圖 2   2018 年或最新數據年份的每千名就業人口的研究員數目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a)及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b)。  

 
 
1.6 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城市型經濟體，人口只有大約 750 萬人，
在人才供應方面未必能夠達到自給自足，需要從外引進人才來滿足

發展新經濟的人力需求。儘管如此，培養本地人才的重要性不容

忽視，在全球爭奪人才日趨白熱化的情況下，香港在吸引和挽留外來

人才方面未必能盡如所願，實有需要培育更多本地人才以補足任何

不足之處。  
 
1.7 培養中小學生的 STEM 素養 (STEM literacy)5，並吸引更多傑出

學生在大學修讀有關 STEM 的學系，應有助確保本地人才的供應能

配合新經濟發展的需要。增加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以

擴大本地人才庫的舉措，亦是箇中關鍵。 6 然而， STEM 教育被視為

                                               
4 研究員的數目以 "相當於全日制的人數 "計算，其定義為僱員在統計年度內
實際參與研究及發展 ("研發 ")活動的工作月數除以 12。  

5 根據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8)，掌握基本 STEM概念是接受職業技能
培訓、修讀高等教育 /研究院課程，以及参與提升職場技能訓練的重要先決條件，
而學習 STEM概念應在中小學階段開始，因早期學習是掌握相關知識的最佳時機。  

6 根據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9)，作為未來的專業研發人員，研究生可有助建構
強大的本地人才庫，這對維持香港長遠的研發能力必不可少。  

15.7
15.3

14.8
14.5

13.5
10.9

10.3
9.8
9.7

9.5
9.2

8.7
6.6

丹麥  

南韓  

瑞典  

芬蘭  

台灣  

法國  

荷蘭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經合組織平均  

香港  



4 

香港發展創新科技較弱的一環 7，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

("大學 ")的 STEM 學系也未能吸引成績最優異的學生報讀。此外，
研究院研究課程錄取的學生，近年均以非本地生為主，但這些學生

畢業後不一定留港發展。  
 
1.8 雖然培育本地人才應從中小學和大學教育入手，但學習並

不能局限於正規課堂內。現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再不能單憑在傳統

模式學校學懂的知識技能，便可滿足終身職業發展的需要。事實上，

未來世界的人才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從來變化不定，並無定論。持續

進修對現今世代的人才更不可或缺，否則難以應對科技進步為職場

所帶來的急劇變化。然而，本港的持續進修參與率近年一直偏低。  
 
1.9 基於上文所述，本研究簡報將闡述  (a)  STEM 教育在香港的

發展狀況，以及選定經濟體透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制訂國家性

策略或其他具體措施來推廣 STEM 教育的相關經驗； (b) 本地學生

修讀與 STEM 相關學士學位課程的意欲； (c) 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的

收生對象；及 (d) 香港持續進修的情況。  
 
 
2. STEM教育在香港的發展狀況  
 
 
2.1 STEM是代表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各科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略詞， 2001 年由美國
提出，指以教授上述 4 個指定學科為本的課程。過去 20 多年間，STEM
由將 4 個相關學科拼砌在一起的概念，演化成學生以綜合和跨學科
方式獲取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模式。  
 
2.2 STEM 課程涵蓋 21 世紀所提倡的四項能力，即思辨及問題
解決能力 (critical thinking)、創造能力 (creativity)、協作能力 (collaboration)
及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8。時下職場對具備與 STEM相關知識 /技能
的人才需求殷切，在學校推行 STEM 教育，有助社會培育更多可用

之才。在新經濟的大背景下，求職者除了掌握行業專業知識與技術

外，亦要具備軟技能 (soft skills)，例如人際技巧、靈活變通、創意思維
和與他人合作等能力。   

                                               
7 根據 Google在 2019 年進行的調查，在聘請員工方面， 64%的受訪企業表示在
物色擁有 STEM 知識的人才時遇到最大的困難，而 51%的受訪中小型企業則
認為物色 STEM員工是最難招聘員工類別的第二位。  

8 STEM 教育的期望是培養學生能夠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懂得利用創新的方法

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並從過程中學會與人合作，以及掌握在事後與他人分享

解決辦法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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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香港，政府在 2015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首次提出推廣
STEM 教育，該政策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中得到進一步支持。
在 2016 年年底，教育局發表題為《推動 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
報告，為中小學推廣 STEM教育制訂方向，包括檢討科學、科技及數學
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 9，以及採取 "學校為本 "政策推行 STEM教育。10 
 
 
STEM教育的設計  
 
2.4 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推動 STEM教育 11，  但香港的 STEM發展
不及其他地方。在 "學校為本 "政策下，教育局容許學校透過不同的
重點和方案，以及融入不同的學習元素彈性推行 STEM教育。然而，
這模式被批評過於 "鬆散 "。在 2018 年，本地媒體曾審視《2018 小學
概覽》涵蓋的 509 間小學，發現當中約 62%曾在校內推展 STEM教育。
但各間學校舉辦的 STEM 學習活動性質不一而足，包括學習編碼及

3D 打印技術，以至與海外國家進行 STEM學習交流計劃。 12 
 
2.5 "學校為本 "方針的另一問題是學校對如何推行 STEM 各自

演繹，缺乏明確指引。但發展步伐順暢與否取决於多項不同因素，

包括學校擁有及願意投放在 STEM的資源、 STEM 課堂的時間編配、
教職員的專業知識，以及學校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能否在 STEM業界內
物色合作夥伴。因此，一些學校在推行 STEM 教育的道路上，無可

避免地遇上問題和障礙。  
 
2.6 事實上，學校推行 STEM教育面對的難題不少，而當中最困擾
的莫過於課時不足。STEM並非獨立科目，在非常緊湊的教學時間表
中，從其他課堂擠出時間進行 STEM 教育，對學校來說確實是一項

重大挑戰。 13 目前，部分學校安排在課餘後進行 STEM 活動，亦有

學校將活動局限於一些對 STEM有天份的學生身上，而非所有學生都
有機會參與。   

                                               
9 STEM並不是獨立的新科目，在本港的中小學課程中， STEM是透過科學、科技
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推動。學習領域是圍繞 8 個主要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來
編製學校課程的方法，學校科目按 8 個學習領域分類。  

10 其他建議措施包括加強師資培訓、推廣學生為本的 STEM 學習活動及強化與

社區主要持份者的夥伴關係。  
11 用於推廣 STEM教育的資源包括：在 2015-2016 及 2016-2017 學年分別向公營
中小學發放一筆過津貼；在 2019 年承諾撥款 5 億港元在所有公營中學推行
"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 "；及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學校推行校本 STEM
教育計劃。與此同時，教育局亦安排提供多元化的校本專業支援，及為所有

中小學學校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舉辦與 STEM相關的進深培訓課程。  
12 請參閱明報 (2018)及 Tang (2019)。  
13 請參閱陳文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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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此外，學校教師一般都是按科目授課，他們未必曾接受 STEM
跨學科教學模式的訓練。與此同時，小學根據教育局的課程指引，

將 STEM元素融入常識和電腦科，但很多常識科教師並非理科出身，
教授 STEM科目對他們來說是個新挑戰。 14 
 
2.8 多間機構在過去數年間曾就學校推行 STEM 教育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學校及 /或教師面對不同的問題和障礙 (圖 3)。這些包括
STEM 教育課時不足、教師在 STEM 教學方面專門知識 /信心不足和
欠缺足夠支援，以及教學指引含糊不清。  
 
 

圖 3   "校本 "模式下推行 STEM教育的困難  

 
 

• 教師忙於日常授課及教務工作，不大願意將時間 /心力投入 STEM活動。 
•  高中生學業繁重，無暇參與 STEM活動。  
• 部分教師缺乏教授 STEM課程的專門知識 (如機械人技術及程式編寫 )。  

 

 

•  STEM教育課時不足 (75.7%受訪學校 ( 2 ) )。  
•  跨學科發展 STEM教育相當困難 (71.8%)。  
•  參考示例不足 (57.3%)。  
•  教師培訓機會不足 (48.6%)。  
• 不滿有關 STEM教育的指引欠清晰 (48.5%)。  

 

 

•  教授 STEM科目的信心不足 (63.6%受訪教師 ( 2 ) )。  
•  STEM培訓及支援不足 (83.3%)。  
•  硬件設備不足 (81.6%)。  
• 教材支援不足 (70.5%)。  

 

 

•  STEM科目不受學校重視 (44%受訪教師 ( 2 ) )。  
• 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 /支援不足 (>80%)。  

 

 

•  只有 5.53%的受訪教師認為自己做好了充足準備教授 STEM 科目。  
• 受訪教師就 STEM 教學提出多項他們高度關注的問題，包括教學支援

是否足夠，以及經其安排的教學活動能否令課堂教學暢順進行。  
 

註：  (1 )  調查日期。  
 (2 )  有關數字指受訪學校 /教師對此表示認同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Croucher Foundation (2016)、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 (2018)、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7)、Amgen Asia and Global STEM Alliance (2017)及 Geng et al. (2018)。  

                                               
14 請參閱 RTHK (2017)。  

香港青年協會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 ( 1 ))  

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7 年 10 月 ( 1 ))  

安進亞洲及全球 STEM 聯盟 (2017 年 10 月 ( 1 ))  

裘槎基金會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 ( 1 ))  

香港中文大學 (2017 年夏季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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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的硬件配套  
 
2.9 除了 "學校為本 "的政策外，教育局的 "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
一覽表 "亦被批評未能配合學校推廣 STEM 教育的政策目標。 15 
該一覽表在 2020 年 5 月更新，供新建中小學購置家具 /設備參考之
用，當中部分建議購置的家具 /設備與時代脫節，例如 VHS錄影機、
卡式錄音帶播放機、附有軟磁碟機 (floppy disk drive)的電腦及幻燈片
投影機 (圖 4)。然而，3D立體打印機 /掃描器及雷射切割器等先進設備
卻未列入一覽表內。  
 
 
圖 4   新建中小學校舍家具及設備參考一覽表 (* )  

 
 
 
 
 
 
 
 
 
 
 
 
 
 
 
 
 
 
 
 
 
 
 

註：  (*)  只有英文版本。  
資料來源： Education Bureau (2020)。

                                               
15 請參閱 Mok (2019)及香港 0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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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的成效  

 
2.10 本地學生的 STEM能力水平，可從他們在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或簡稱 PISA")16 的
"科學能力 "測試表現反映出來。香港學生的 "科學能力 "排名由
2012 年的第二位下跌至 2015 年的第九位後，在最新的 PISA 2018評估
中止跌企穩，維持在第九位 (圖 5)。然而，香港學生在 PISA 2018"科學
能力 "測試的平均分是 517 分，較 2006 年下跌 25 分 17，較經合組織

國家同期在 "科學能力 "平均分的跌幅為高 18，多跌 19 分。香港學生
在 PISA 2018"科 學 能 力 "表 現 獲 評 為 "優 等 生 19 " (high achiever) 的
百分比，亦較 2006 年下跌 8.1 個百分點，跌幅在所有同期參加
PISA評估的國家 /經濟體中排行第二。  
 
 
圖 5   香港學生在 PISA 2006 至 PISA 2018 的表現  
 
 
 
 
 
 
 
 
 
 
 
 
 

 2006 2009 2012 2015 2018 
 
註：  (*)  參與 PISA的國家 /經濟體的數目  
數據來源：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   

                                               
16 PISA由經合組織策劃，每 3年進行一次，旨在評估 15歲學生以母語閱讀、數學和
科學能力，而最近舉行的 PISA 2018共有 79 個國家 /經濟體參與。  

17 2006 年是首次以 "科學能力 "作為主要範疇對學生進行評核的一年，該年的
結果被用作 PISA"科學能力 "測試的基準指標。  

18 在 2006 年及 2018 年的 PISA"科學能力 "測試中，經合組織國家取得的平均分
分別為 495 分及 489 分。  

19 "優等生 "指在 PISA"科學能力 "測試中達到第 5 級或以上 (即 633.33 分或以上 )的
學生。  

536 533 545 527 524

542 549 555
523 517

547 555 561 548 551

科學  

閱讀  

數學  

第 2 位/ 57(*) 第 3 位/ 65 第 2 位/ 65 
第 9 位/ 72 第 9 位/ 79 

第 3 位/ 57 第 4 位/ 65 第 2 位/ 65 第 2 位/ 72 
第 4 位/ 79 

第 3 位/ 57 第 3 位/ 65 第 3 位/ 65 第 2 位/ 72 
第 4 位/ 79 

平 均 分  

平 均 分  

平 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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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在 PISA"科學能力 "測試表現下滑之餘，本地中學生的 STEM
範疇知識基礎亦嫌薄弱 20，這情況主要表現在以下 3 方面： (a) 選修

科學科目的中學生人數； (b) 高等數學科的修讀率；及 (c) 學生修讀

選修科目的數目。  
 
 
科學科目  
 
2.12 數學是香港整個 6 年中學教育的核心必修科，但科學科目 21

在高中只屬選修科。在 2019 年，多達 50.5%的文憑試考生未有報考
任何科學科目，而報考科學科目的考生中，大部分只報考 1 科
(52.1%)，其餘 41.1%報考 2 科，而僅有 6.8%考生報考 3 科 (圖 6)。  
 
 
圖 6   2012 年至 2019 年間文憑試考生報考科學科目的比例  
 
 
 
 
 
 
 
 
 
 
 
 
 
 
 
 
 
 
 
 
數據來源：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20 請參閱 Wong (2017)。  
21 除了傳統科學科目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外，教育局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試 ")考生增加 "組合科學 "及 "綜合科學 "兩個新科學科目。  

45.1% 
2012 

45.6% 

1 個科學科目  
2 個科學科目  
3 個科學科目  

7.5% 

51.4% 
2013 

41.1% 

7.3% 

40.0% 
2014 

52.7% 

6.5% 
52.8% 

2015 40.7% 

6.5% 

40.6% 
2016 

52.9% 

2017 

2018 

6.8% 

52.1% 

2019 
41.1% 

9.4% 

6.5% 

40.8% 

52.7% 
6.4% 

40.6%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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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數學科的修讀率  
 
2.13 修讀高等數學科 22 的中六學生比率由 2011-2012 年度 23 的
22.9%跌至 2018-2019 年度的 14.4%(圖 7)。在文憑試實施之前，
舊制香港中學會考 ("會考 ")的考生透過選修 "附加數學科 "，學習高等
數學的知識，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高考 ")的預科生則修讀 "純粹數學 "
和 "應用數學 "。在 2010 年，約 25%的會考生選修 "附加數學 "，而選修
"純粹數學 "或 "應用數學 "的高考生比例則為 25%。 24 
 
 
圖 7   2011-2012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間修讀高等數學的

中六學生比例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數據來源： Academy of Sciences of Hong Kong (2016)及 Education Bureau (various years)。  

  

                                               
22 文憑試考生報考的數學科包含必修部分 (基礎數學 )及延伸部分 (高等數學 )。
延伸部分分為兩個單元：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及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
文憑試數學科考生可選擇只報考必修部分，或報考必修部分另加延伸部分的

單元一或單元二。  
23 2012 年是首屆中六學生參加在當年 3 月至 5 月間舉行的文憑試關鍵的一年。  
24 請參閱 Academy of Sciences of Hong Kong (2016)。  

22.9% 

18.8% 

15.8% 
14.6% 13.9% 13.7% 14.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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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選修科目的數目  
 
2.14 教育局鼓勵學生在能力許可下修讀更多選修科目，以達到

STEM 教育所提倡的跨學科知識 /技能學習，為個人未來升學和工作
更好準備。 25 在 2018-2019 年，71.7%的中六學生只選修 2 科，選修
3 科的學生僅有 19.1%。與舊制下相比，學生選修科目較少，2010 年
會考生平均選修 4.1 科目，高考生則選修修讀 2.3 科。 26 
 
2.15 學生過於偏重 4 個核心科目，或令他們難以修讀更多選修
科目。現時學生須在 4 個核心科目中取得 "3322"的成績 27，方可達到

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有意見認為 4 個核心科目 "內容
過多 "，佔總課時約 45%至 55%，局限了學生修讀更多選修科目的
空間。 28 
 
2.16 除 "3322"一般入學要求外，現行大學的收生政策也影響
學生選修多少科目。目前，大部分學士學位課程最多只按 6 科
成績收生 29，故此一些高中生即使有能力修讀更多選修科目，或仍會

"策略地 "只修讀兩個選修科目。  
 
 
3. STEM教育的國際比較  
 
 
3.1 多個已發展經濟體一如香港，同樣投入大量資源，大力推廣

STEM 教育計劃，為日後可能出現 STEM 專才短缺的情況及早綢繆。
美國、英國、南韓、澳洲和新加坡各地政府就推廣 STEM 教育訂定

計劃，側重點不盡相同，箇中情況簡述於下圖 8。在上述地方中，
新加坡在各方面制訂支援措施，全面推展 STEM教育，有關細節會再
詳加敘述。  
  

                                               
25 請參閱 Education Bureau (2019b)。  
26 請參閱 Academy of Sciences of Hong Kong (2016)。  
27 學士學位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為：在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考獲
最低第 3 級，以及數學科和通識教育科考獲最低第 2 級 (即 "3322"成績 )；另須
符合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的成績要求。  

28 請參閱 Education Bureau (2019b)。  
29 目前，大部分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以 "4C+2X"(4 個核心科目及 2 個選修科目 )、

"任何最佳 5 科 "或 "任何最佳 6 科 "作為收生政策。在 2019 年，只有中大醫學院
強烈建議申請人在文憑試修讀第 3 科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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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選定地方的 STEM教育政策重點  
 
 

 
•  《 2009 年美國復蘇及再投資法》 (2009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成立 STEM教育委員會 (Committee on STEM Education)，作為統籌聯邦政府推行
STEM教育工作的專責政府機構。STEM教育委員會負責制訂 STEM教育策略
方案，並每 5 年更新方案一次。  

•  《 2015 年每個學生都成功法》 (2015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將 STEM教育
列為優先項目，包括成立 "特級教師團 "(Master Teachers Corps)，招攬優秀的
STEM教師加入，負責示範課堂教學及培訓較年輕教師。  

 
 

 
 

•  英國 STEM學生大使計劃從各地招募有 STEM工作經驗 /學科知識的義工，
透過他們付出時間和經驗，組織專題介紹、師友計劃及職業講座鼓勵

青少年學習 STEM科目，。  
•  科學學習夥伴計劃結集英格蘭當地的 STEM 專家，透過他們支援中小學

推行科學教育，支援措施包括為老師提供最佳教學指引、網上資源，以及

持續專業發展機會。  

 
 

 
 

•  南韓政府聚焦於 STEAM跨學科教育，在 STEM的學習上加入藝術教育 (Arts)
元素。  

•  STEAM PD 計劃三部曲包括 (a)  "入門培訓 ( Introductory Training)"，協助教師
了解 STEAM 教育的基本概念； (b)  "基本培訓 (Basic Training)"，讓教師熟習
STEAM教育的最佳教學方法；及 (c)  "深入培訓 ( Intensive Training)"，培養教師
設計 STEAM教學內容的能力。  

•  STEAM-RGT計劃：政府鼓勵教師自發組織自助學習社群，就 STEAM教育進行
研究，並與其他社群分享研究結果。  

 
 

 
•  "全國 STEM學校教育策略 2016-2026"(National STEM School Education Strategy 

2016-2026)列出各項目標與行動，以確保 (a)  所有學生畢業時建立穩固的
STEM知識基礎和具備相關的應用技能；及 (b)  激勵學生修讀更具挑戰性的
STEM科目 (如高等數學 )。  

 
 

 
• 特意委託新加坡科學中心轄下的 STEM Inc支援中學發展及推行 STEM教育。 

 

資料來源：各地政府網頁。   

以聯邦立法促進 STEM教育某些特定範疇的發展  

透過 STEM 學生大使計劃 (STEM Ambassador Programme)及科學
學習夥伴 (Science Learning Partnership)計劃為社區提供支援  

透過全國 STEAM PD(專業發展 )及 STEAM RGT(教師研究小組 )
計劃支援教師  

制訂全國性策略  

成立專責機構改善 STEM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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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推廣 STEM教育的情況  
 
3.2 在新加坡，教育部自 2013 年起致力推廣應用學習計劃 30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或簡稱 ALP)，以培養中學生的跨學科知識，
並啟發他們把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現實世界中。為推行 "與 STEM
有關的應用學習計劃 "(STEM ALP)，教育部夥拍新加坡科學中心 31 
轄下新成立的 STEM Inc32 共同推廣 STEM教育。新加坡在 2014 年推行
首階段 "STEM ALP計劃 "時，只有 19 間學校參加。時至今日，當地約有
66 間學校推行 "STEM ALP計劃 "，佔主流中學的一半。  
 
3.3 STEM Inc 在中學積極發展及推廣 STEM 教育，與香港 "學校
為本 "模式下由學校自行規劃的做法截然不同。下文將闡述 STEM Inc
為推廣 STEM APL所作出的努力，這或有助啟發如何解決本地學校和
老師在推展 STEM教育時所面對的一些困難 33。  
 
 
為 STEM學生提供有系統的課程學習環境  
 
3.4 STEM Inc從學校以外聘請專家設計 STEM ALP課程，其中成員
包括退休教授、工程師和具有多年研發經驗的年輕專家。這些專家

的背景，再加上他們原有的行業或研發經驗，對設計 STEM ALP課程
幫助甚大，尤其是新加坡大部分 STEM教師對科學家、工程師及其他
STEM專才工作的範疇甚為陌生，在設計 STEM ALP課程時未必能涵蓋
學生在課堂上所應學習的 STEM知識與技能。 34 
 
3.5 在新加坡，學校須就某一個學習領域集中推行 STEM ALP，
而現時有 12 個環繞不同行業的學習領域供學校選擇 35。教育部與

STEM Inc緊密合作為學校提供意見，主要是要求學校根據學生和教師
的需要和意向作出決定。雖然學校只可選擇某個特定學習領域

                                               
30 在 2013 年，時任教育部部長推出兩項新計劃，一是 "應用學習計劃 "讓學生學習

21 世紀的知識，另一是 "生活教育項目 "培養學生的品格、價值觀及人際技巧。 
31 新加坡科學中心是教育部轄下的法定機構，是新加坡推廣科學與科技教育的
重要單位，致力推廣國民在科學 /科技方面的興趣、學習經驗和創意發展。  

32 STEM 是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學 (Mathematics)的
縮略詞， "Inc"則表示創新和創意 (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或企業 (corporation)。  

33 這些困難包括教學指引內容含糊不清、將 STEM 學習活動局限於一些對 STEM
有天份的學生身上，以及學校和教師缺乏教學支援。  

34 請參閱 Lim et al. (2018)。  
35 這 12 個領域包括 (a)  嵌入式電子學； (b)  工程設計及建模； (c)  機械人技術；

(d)  另類能源；(e)  食物科學及技術；(f )  城市設計及創新；(g)  水感應器及水資源
科技；(h)  物料科學；( i )  電子健康感應器；( j )  應用醫療科學；(k)  航空及航太；
及 ( l )  遊戲程式設計及模擬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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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STEM ALP，但學習領域屬跨學科的課程設計，學生仍能從中學習
多個範疇的知識。 36 
 
3.6 新加坡不會安排學校在課餘後推行 STEM ALP，而是在指定
課時內進行，以課堂學習和活動的形式向學生授課。此外，STEM ALP
不設考試，避免 STEM學習活動加重學生和教師的學習 /工作壓力，
或為他們帶來沉重負擔。  
 
 
以三層式設計的 STEM ALP照顧不同類別的學生  
 
3.7 STEM ALP 為學習能力和興趣不同的學生設計三層式學習及
活動，讓他們均有機會嘗試和體驗 STEM學習所帶來的樂趣和趣味。37 
三層式 STEM ALP包括：  
 

(a) 第一層計劃 (整體參與的活動 )    屬中一、中二學生
必須參與的計劃，學校提供有趣及創新的課堂與活動，

向學生示範如何利用科學知識解決現實生活上的問題；  
 

(b) 第二層計劃 (興趣小組 )    供有興趣進一步學習 STEM
的高中生自由參與的活動。可提供的課外活動包括加入

為特定主題而設立的 STEM 學會 (例如工程學會及環境
學會 )、參與新加坡科學節等盛事活動，和從事專題
研習；及  

 
(c) 第三層計劃 (人才培育 )   特為少數學生而設的
計劃。這些學生體驗 STEM 學習的樂趣和趣味後，有志

將來從事和 STEM有關的工作，而他們參加計劃的目的是
獲得應用學習的機會。有別於以小組活動為主的第二層

"STEM ALP計劃"， "第三層 STEM ALP計劃 "期望學生能自發
和獨立學習。STEM Inc為學生提供所需設備和設施，幫助
他們進一步提升學習的動力。  

  

                                               
36 舉例而言，以電子健康感應器為主題的學習領域會向學生教授基本生物學和
人體生理學知識，並讓他們親身體驗如何裝配電力零件和編寫程式來來進行

操作。學生可利用對這些零件的了解和實際操作的經驗，自行設計醫療作業

系統 /器材，例如設計輔助視障人士的器材。  
37 請參閱 Lim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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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教師和學校推行 STEM學習活動  
 
3.8 STEM Inc 聘用的課程專家與培訓人員負責訓練教師，並與
他們共同設計 STEM課程及一起授課。 38 根據教育部指引， STEM Inc
不會永久為學校提供服務。39 在推行 STEM ALP初期時，STEM Inc課程
專家及培訓人員會為推行計劃的學校提供協助，他們首先負責課堂

的教學工作，繼而與該校教師在課堂上共同授課，藉此培養教師日後

獨自教授 STEM ALP科目的能力。在約兩年後，學校會自行負責推行
STEM ALP， STEM Inc 屆時仍會擔任顧問角色，以確保每間學校的
STEM ALP皆能與時並進，配合當地及環球行業的發展趨勢。  
 
3.9 每間推行 STEM ALP 的學校亦可透過行業夥伴計劃 (Industrial 
Partnership Programme)，按其所選的 STEM 學習領域配對一間相關的

企業作為行業夥伴。行業夥伴計劃由 STEM Inc 發起，行業夥伴會為
配對學校  (a) 就 STEM教學課程提供意見；(b) 安排該校的學生、教師

及 /或家長參觀業界公司和參加學習之旅； (c) 透過行業實習計劃，

幫助學生發展職業志向；及 (d) 舉辦 STEMchat，供學生與 3 名 STEM
專業人士進行 30 分鐘網上交談。行業夥伴計劃與 STEM ALP相輔相成，
旨在讓學生了解現實世界的 STEM行業情況及職業前景，並提供機會
讓學生認識 STEM業界的專才。  
 
 
4. 報讀 STEM學系的大學本科生  
 
 
4.1 除了在中小學推廣 STEM教育外，吸引成績優異的學生報讀與
STEM相關的學士學位課程，對香港建立強大的本地人才庫同樣重要。
然而，STEM課程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有限，加上本地研發開支偏低，大學
的 STEM學系未能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報讀。  
 
4.2 現時，STEM學系畢業生的工作前景並不特別吸引。香港作為
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自然把重點放在服務和

金融業，而不是高科技行業。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四個傳統主要行業，

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成為帶動

本地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經濟動力。在 2017 年，這四個
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57.1%，總就業人數則佔 46.6%，而創新科技
產業的相關比重分別為 0.7%和 1.0%。   

                                               
38 教育部可批准教師暫時離開學校，借調到新加坡科學中心 2 年，期間教師與
中心共同創作課程、進行研究工作及擔任學生研究導師等。  

39 請參閱 Lim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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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港的研發開支偏低，亦可能進一步減弱學生報讀與 STEM
相關的學士學位課程的意欲。自 2000 年以來，香港研發總開支佔
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不足 1%的低水平。在 2017 年，相關
比率僅達 0.8%，遠低於南韓 (4.55%)、日本 (3.21%)及新加坡 (1.95%)。 
 
4.4 基於上述背景，不少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捨棄報讀大學的

STEM學系，而轉向報讀畢業後出路較吸引的醫科、商科和法律系。
在 2019 年，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就以上 3 個熱門學系的收生成績
中位數，高於理學院和工程學院 (圖 9)。 40 
 
 
圖 9   2019 年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選定學系收生成績中位數  
 
 
 
 
 
 
 
 
 
 
 
 
  

 醫學 
(內外全科
醫學士) 

商學 
(工商管理
學學士)(2) 

法律 
(法學士) 

工程學 
(工學學士) 

理學 
(理學士) 

 醫學 
(內外全科
醫學士) 

商學 
(工商管理
學學士)(6) 

法律 
(法學士) 

工程學 
(工學學士) 

理學 
(理學士) 

 

 
註：  (1 )  須在以下其中一個指定選修科目取得第三級或以上成績：化學或含化學部分

的組合科學。  
 (2 )  工商管理學學士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  
 (3 )  須在以下其中一個指定選修科目取得第三級或以上成績：物理或含物理部分

的組合科學。  
 (4 )  須在以下其中一個指定選修科目取得第三級或以上成績：生物、化學、物理、

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  
 (5 )  4C+2X： (a)  4 個核心科目及文憑試甲類或丙類的 2 個最佳選修科目；或 (b)  4 個

核心科目及文憑試甲類的 1 個最佳選修科目與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或二。
文憑試科目分為 3大類，分別是甲類，包含 24個高中科目 (4個核心科目及 20個
選修科目 )；乙類 (應用學習科目 )；及丙類 (其他語言科目，例如日語及法語 )。 

 (6 )  工商管理學學士 (環球商業學 )。  
 (7 )  文憑試甲類或丙類最佳 5 科成績。  
數據來源： JUPAS (2019)。   

                                               
40 根據 Varsity (2017)，工程學院是部分大學收生成績中位數最低的學系之一。學生
在報讀大學科目時，往往基於工程學院收生門檻較低而報讀，而並非真正對

工程學或科學有興趣。  

38 
(最佳 

6科)(1) 

45 
(4C+2X) 

38 
(任何 
最佳 6科) 

26 
(最佳 

5科)(3) 

25 
(最佳 

5科)(4) 

37 
(4C+2X)(5) 

39 
(4C+2X)(5) 

22 
(最佳 

5科)(7)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32 
(4C+2X)(5) 

24 
(最佳 

5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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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讀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  
 
 
5.1 除了 STEM 學系畢業生外，報讀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
亦是香港發展新經濟所需的人才來源。然而，本地學生的比例多年

來一直下降，由 2002-2003 年度 41 的 63%跌至 2018-2019 年度的 20%。
本地傑出學生對研究院畢業後的就業機會不無顧慮，尤其在大學

尋找教學 /研究工作不易 42，這或會削弱他們報讀大學研究院研究

課程的意願。 43 事實上，研究院研究課程畢業生的失業率和就業
不足率持續高於本科生，在 2017-2018 年度分別高達 4.2%及 5.8%。44 
 
5.2 另一方面，非本地學生積極把握報讀本地大學研究院研究

課程的機會，他們佔研究生總人數比例持續上升，在 2018-2019 年度
高達 80%。英國和澳洲雖是國際學生修讀研究院課程的熱門地方，
但兩地研究院錄取的非本地學生的比率較香港為低 45。  
 
5.3 研 究 院 研 究 課 程 收 取 的 非 本 地 學 生 以 內 地 生 為 主 ，

在 2018-2019 年度佔學生總人數的 83.3%，但與 10 年前的 93.9%
相比，比率已有所下降。香港研究院學費低於英美等受歡迎的留學

國家，吸引了不少內地學生來港升學。香港的學術聲譽甚高，且與

內地相鄰，亦是內地學生來港的誘因。  
 
5.4 在高等教育高度國際化的背景下，非本地學生畢業後若願意

留在香港工作，將有助滿足本地的人才需求。基於文化背景相近的

關係，內地學生對香港而言是極具吸引力和可依靠的潛在人才

資源。然而，香港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成效未如理想，一者是香港

生活成本高企，再者是香港作為外派僱員宜居城市的吸引力不高。46 
對於工程師及科學研發人員來說，香港製造業規模薄弱，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比重偏低，或進一步減低他們來港工作和定居的意欲。特別

是本地市場規模太小，許多研究成果和發明因規模效益不足而未能

商業化。   

                                               
41 由 2003-2004 年度起，政府不再就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取錄非本地學生設限。 
42 請參閱無綫新聞 (2018)和香港 01(2017 及 2018)。  
43 部分本地畢業生選擇到海外大學繼續學業，以期在不同的文化和環境下從事
研究工作。  

44 比較之下，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在 2017-2018 年度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
別為 2.0%及 5.0%。  

45 英國和澳洲的相應比率分別是 41.5%(2017-2018 年度 )及 34.7% (2018 年 )。  
46 關於香港人才入境計劃的詳細論述，請參閱資料研究組於 2020 年 6 月以
《全球爭奪人才》為題所發表的研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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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持續進修的情況  
 
 

6.1 政府於 2002 年 6 月成立持續進修基金，為有志進修的市民
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合資格的申請人必須於  (a) 成功修畢

課程後 1 年內；及  (b) 於年滿 71 歲前遞交發還課程款項的申請，
而他們可不限次數申領合共最多 20,000 港元的資助。 47 
 

6.2 持續進修基金設立多年，但香港的持續進修參與率多年來

相對偏低。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8 年進行的調查，在 3 689 100 名
從事經濟活動人口中，只有 20.4%曾於統計前 12 個月內參加由僱主
安排及 /或自行參加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 48 這情況較
2002 年輕微改善，當年政府統計處曾進行類似的調查，相關的持續
進修參與率為 14.6%。  
 

6.3 在國際方面，香港的持續進修參與率亦較很多已發展經濟體

遜色。經合組織在 2020 年曾就成年人持續進修發表報告，研究聚焦
於成年人口進修參與率偏高的 6 個特定國家  (圖 10)，而其中的
新加坡被經合組織稱譽為成功例子，所推行的 "技能創前程 "計劃
(SkillsFuture)，善用經濟誘因鼓勵僱主及僱員參與持續進修。  
 
 

圖 10   15-64 歲人士過去 12 個月接受與工作有關的正式 /非正式
培訓比率  

 

 

 
 

數據來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a)。  

                                               
47 自持續進修基金在 2002 年成立以來，市民一生可獲發還的資助上限一直維持
於 10,000 港元，該上限直至 2019 年 4 月才獲政府提高至 20,000 港元。  

48 在 15-24 歲、25-34 歲及 35-44 歲的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當中，分別只有 14.3%、
21.4%和 22.8%曾參加由僱主安排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  

32.1% 

44.6% 

22.2% 

9.0% 

42.1% 

41.9% 

48.0% 

64.1%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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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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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技能創前程 "計劃  
 
6.4 新加坡政府在 2015 年開展全國性的 "技能創前程 "計劃，
為國民提供發掘和提升個人技能的培訓機會，藉此鼓勵他們終身

學習。 " 技能創前程 "計劃針對學習起點及教育程度不同的新加坡
公民，讓他們能規劃人生，盡展潛能。為推行 "技能創前程 "計劃，
新加坡政府用於持續進修及培訓課程的開支，由 2010年至 2015年間
每年 6 億新加坡元 (33 億港元 )，增加至 2015 年至 2020 年間
每年超過 10 億新加坡元 (54 億港元 )。  
 
6.5 根據 "技能創前程 "計劃，新加坡政府為每名年滿 25 歲或
以上的新加坡公民開設個人學習戶口，發放首筆 500 新加坡元
(2,720 港元 )的 "技能創前程補助金 "(SkillsFuture Credit)，並會定期向
戶口增發補助金。例如，政府在 2020 年 2 月宣布向每名在
2020 年 12 月 年 滿 25 歲 或 以 上 的 新 加 坡 公 民 派 發 一 次 性

500 新加坡元 (2,720 港元 )額外補助金，以鼓勵國民學習新技能。政府
津貼多項與技能有關的核准課程，而課程學費餘額可以補助金支

付 49。 "技能創前程 "計劃核准以下 8 項關鍵及新興技能範疇，作為
加強培訓的重點，其分別為：(a) 數據分析；(b) 金融；(c) 科技服務；

(d) 數碼媒體；(e) 網絡安全；(f)  企業精神；(g) 先進製造業；及 (h) 城

市生活方案。  
 
6.6 為進一步確保國民能夠負擔進修的費用，新加坡政府大力

資助核准持續進修課程的學費，提供予自資進修人士的津貼金額

相等於課程費用的 50%至 95% (圖 11)。  
 
 
 
  

                                               
49 舉例而言，如課程費用為 1,000 新加坡元 (5,440 港元 )而政府津貼 90%課程費用，
學員可利用 "技能創前程補助金 "支付餘下 100 新加坡元 (544 港元 )的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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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向自資進修人士提供的課程費用津貼  
 

 
 
 
 
 
 
 
 
 
 
 
 
 
 
 
 
 
 
 
 
 
 
 
 
 
註：  (*)  PME課程為符合專業人士、經理及行政主管程度的課程。  
數據來源： SkillsFuture (2020)。  

 
 
6.7 至於由僱主資助的培訓課程，新加坡政府同樣會向僱主提供

相等於課程費用 50%至 95%的津貼。僱主亦可獲得相等於僱員基本
時薪 80%的缺勤薪金補貼 (Absentee Payroll)， 50 中小型企業的上限為
每小時 7.5 新加坡元 ( 4 0 . 8 港元 )，而非中小型企業的上限則為
每小時 4.5 新加坡元 ( 2 4 . 5 港元 )。此外，僱主可就每月收入不多於
2,000 新加坡元 ( 1 0 ,880 港元 )的 35 歲或以上僱員，申領有關僱員
基本時薪 95%的缺勤薪金補貼。  
 
 

                                               
50 缺勤薪金補貼是批予僱主的補助金，作為其准許僱員在工作時間參加認可技能
培訓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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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PME*課程  

21 歲或以上  
PME*課程  

 最高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0% 

 最高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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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於 2,000 新加坡元  
(每月 10,880 港元 )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5% 

•

所有課程  

40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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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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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歲或以上；及每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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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歲或以上  
 

40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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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80% 
 上限為每小時 17 新加坡元 (92 港元 )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50% 
 上限為每小時 15 新加坡元 (82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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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0% 
 上限為每小時 25 新加坡元 (136 港元 )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0% 
 上限為每小時 50 新加坡元 (272 港元 )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5% 
 上限為每小時 53 新加坡元 (288 港元 )  

 津貼額為課程費用的 95% 
 上限為每小時 26.5 新加坡元 (144 港元 )  

非 PME*課程  

PME*課程  



21 

7. 觀察所得  
 
 
7.1 根據上文分析，可歸納出下列觀察所得︰  
 

(a) 在培育本地人才方面，香港的表現不及多個已發展
經濟體。培養中小學生的 STEM素養，以及吸引更多傑出
學生在大學修讀有關 STEM的學系，應有助確保本地人才
供應能配合新經濟發展的需要。增加修讀研究院研究

課程的學生人數來擴大本地人才庫的舉措，亦是箇中

關鍵；  
 
(b) 雖然培育本地人才應從學校和大學教育入手，但學習並
不局限於正規課堂內。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再不能單憑

在傳統模式學校學懂的知識技能，便可滿足終身職業

發展的需要。持續進修對現今世代的人才更不可或缺，

否則難以應付科技進步為職場所帶來的急劇變化；  
 
(c) 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推動 STEM教育，採取 "學校為本 "政策，
但這模式被批評過於 "鬆散 "，一些學校和教師在推行
STEM教育時，難免遇到不少問題和障礙，包括教學指引
含糊不清，以及教師的教學經驗 /信心不足和欠缺足夠
支援；  

 
(d) 有關 STEM 教育的成效，可從多方面表現反映。首先是

香港學生近年在 PISA 的 "科學能力 "測試的表現下滑，
排名由 2012 年的第二位下跌至 2015年的第九位後，在最
新 的 PISA 2018 評 估中 雖 然 止跌 企 穩， 但 僅能 維持
第九位。此外，2019 年文憑試有一半考生未有選修任何
科 學 科 目 ， 而 修 讀 高 等 數 學 的 中 六 學 生 比 例

亦由 2011-2012 年度的 22.9%跌至 2018-2019 年度的
14.4%。另外，文憑試考生普遍過於偏重 4 個 "核心科目 "，
當中約有 71.7%只修讀 2 個選修科目；  

 
(e) 其他已發展經濟體亦大力投資 STEM 教育計劃，特別是

新加坡教育部夥拍 STEM Inc，協作發展和推行 STEM ALP。
STEM Inc從外聘請專家設計 STEM ALP課程，成員包括退休
教授、工程師和具有多年研發經驗的年輕專家。他們負責

培訓教師，並與教師們共同設計 STEM課程及一起授課。
STEM ALP 以三層模式設計，以照顧不同類別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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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關課程和活動在指定課時內進行，且不設考試，

避免 STEM 學習活動加重學生和教師的學習 /工作壓力，
或為他們帶來沉重負擔 ; 

 
(f ) 除了在中小學推廣 STEM 教育外，吸引成績優異的學生

報讀與 STEM 相關的學士學位課程的舉措，對香港建立

強大本地人才庫同樣重要。但不少傑出學生都捨棄報讀

大學的 STEM 學科，而轉向報讀畢業後出路較吸引的

醫科、商科和法律系；  
 
(g) 作為未來的專業研發人員，研究生可有助建構強大的
本地人才庫。然而，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近年錄取的學生

中，內地學生所佔比例甚高。若他們畢業後願意留港

發展，對香港而言是極具吸引力和可依靠的潛在人才

資源。然而，香港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成效未如理想，

一者是香港生活成本高企，再者是香港作為外派僱員

宜居城市的吸引力不高；  
 
(h) 工作上不斷更新知識和技能日趨重要，但本港的持續
進修參與率近年一直偏低。在亞洲，新加坡被經合組織

稱譽為成功例子，所推行的 "技能創前程 "計劃，善用經濟
誘因鼓勵僱主及僱員參與持續進修；及  

 
( i) 新加坡公民獲發 "技能創前程補助金 "，用作支付經核准
課程的學費，而新加坡政府定期增發補助金。新加坡政府

亦向自資進修人士提供款額慷慨的學費津貼，僱主資助

的培訓課程也可獲政府津貼，他們並可申請僱員缺勤

薪金補貼。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20 年 6 月 1 日  
電話： 2871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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