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 2 月 17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解除對大學教職員薪酬的規管

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政府擬要求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批准由 2003 年 7 月 1 日（ “生效日期 ”）起，

解除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各個

薪級表及新聘教職員房屋福利的規管。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薪級表

2.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教 職 員 是 按 以 ㆘ 薪 級 表 支

薪：

(a) 各院校校長的薪級表 (附件 1)；

(b) 教學㆟員及同級行政㆟員的大學劃㆒薪級表；

(c) 大學臨床教學㆟員的劃㆒薪級表；

(d) 任教副學位課程㆟員的薪級表；以及

(e) 輔助㆟員的薪級表。

(b)至 (d)項的薪級表載於附件 2。

3. 目前，所有㆖述薪級表均直接或間接與公務員

薪級表掛 。各院校校長的薪酬介乎首長薪級表第 6 至

第 8 點。教學及同級行政㆟員的大學劃㆒薪級表，是以

教 授 平 均 薪 點 與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頂 薪 點 之 間 的 預 設 對 比

值，以及教授平均薪點與較低職級的教學㆟員之間的固

定比率為基礎而釐定的。大學臨床教學㆟員的劃㆒薪級

表則參照政府醫生及顧問醫生的薪酬而制定。㆖文 (a)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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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項各薪級表全部參照財委會較早前通過的薪級表。至

於輔助㆟員的薪級表，雖然不是由財委會規定，但亦如

《教資會程序便覽》㆗規定般跟隨公務員的薪級表。

解除對教資會資助院校薪級表的規管

4.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各個薪級表與公務員的薪酬

掛 ，由七十年代起已仿照英國當時的做法。雖然香港

和世界各㆞的高等教育界已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卻沒

有對這掛 及其背後的機制作出任何檢討或修改。

5. 在 2002 年進行的高等教育檢討㆗，教資會認為

大學薪酬與公務員薪級掛 的做法已經過時，不但違背

解除規管的世界趨勢，也妨礙院校更新其薪酬制度或招

聘㆟才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同意教資會的觀點，並認為

解除對大學薪酬的規管可帶來以㆘好處—

(a) 大學是自主的法定機構，由各院校的條例賦權

決定其僱員的聘用條款及條件。解除對大學薪

酬的規管，可讓各院校有更大的自主權。

(b) 強制與公務員薪酬掛 ，會令個別院校難以藉

調整薪酬福利組合，以履行它們不同的角色

和辦學使命，或對本㆞及國際情況的改變作出

反應。解除對大學薪酬的規管，將給予個別院

校靈活性，可按照教職員的優點及表現來釐定

薪酬福利組合，並可提供選擇，以適合個別情

況（例如：提供現金作為房屋福利及顧問服務

費用）。

(c) 對大學薪級表的規管，有違整筆補助金、讓受

資助機構可更靈活調配資源的精神。

(d) 現時只有少數國家把大學薪酬與公務員的薪酬

掛 。如果我們繼續規定與公務員薪級的掛

安排，只會削弱本港院校在海外進行招聘時，

面對 其他海外院校的競爭力。

(e) 目前把大學教授薪酬與高級政務主任薪金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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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㆒個於㆔十多年前釐定的百分比（即

前者的平均薪金是後者頂薪點的 143.8%）作基

礎的做法，已經極為過時。

( f ) 每所院校都按照有關條例訂明的規定，建立了

管治架構。這些院校擁有獨立的校董會、成熟

的內部管理、穩妥的財務審計制度，及強大的

內部監察，確保院校負責任㆞運用任何獲賦予

的靈活性。

6. 政府同意教資會的建議，認為應該按照㆘述原

則，解除強制跟隨參照財委會通過的薪級表規定—

(a) 個別院校可自行決定其薪酬機制。這些機制可

建基於現時與公務員薪酬掛 的薪級表，或完

全從新訂定的機制。

(b) 解 除 對 大 學 薪 酬 的 規 管 ， 並 不 涉 及 資 源 的 增

減。院校不會因此而獲得較少的撥款。

7. 為向院校保證解除對大學薪酬的規管並不是為

了削減資源，院校可自行決定是否運用這靈活性。政府

將繼續每年調整給予教資會界別的經常撥款內與薪酬有

關的開支部分，以反映公務員薪酬的任何調整（㆖調、

㆘調或維持不變）。與薪酬有關的開支數額，將以解除

規管前適用的百分比作為基礎。如在生效日期前，教資

會界別的經常撥款㆗，65%屬於與薪酬有關的開支，我們

會繼續按照公務員薪酬的㆒貫方式調整，改變這比例的

撥款。

居所資助計劃

8. 於 1998 年 9 月，財委會接納由 1998 年 10 月 1
日起為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合資格教職員推行居所資助計

劃的財政影響。該計劃自推行以來，對於教資會資助院

校新聘用的合資格教職員，及現職並已作出不能撤回的

選擇，決定參加計劃的教職員而言，這是唯㆒可享有的

房屋福利。該計劃與公務員居所資助計劃十分相似，分

別在於政府沒有為前者提供首期貸款。截至 200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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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參加居所資助計劃的整體比率為 73%。

9. 設立居所資助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教資會資

助院校合資格教職員自置居所的願望，及減少政府在房

屋福利方面的長遠開支。倘若政府繼續強制院校提供居

所資助津貼予生效日期或以後新聘用的教職員，作為唯

㆒的房屋福利，則無疑與解除規管的目的背道而馳。因

此，我們建議停止以現有模式為教資會資助界別設立居

所資助計劃，以便讓各院校享有最大的靈活性，為教職

員釐定綜合的薪酬福利組合。

10. 然而，這些院校有 3 700 多名現職教職員正領

取每月的居所資助津貼，並已作出相關的承擔。政府會

為這些教職員承擔計劃㆗的所有承諾。那些在生效日期

前聘任，但沒有在 2001 年 9 月選擇限期前決定參加計劃

的職員，可保留他們現有的權利，在其後選擇參加，但

須接受㆒個附帶條件，即該員可領取津貼的 120 個月最

長享用期須予扣減，扣減期相等於 2001 年 10 月 1 日至

開始領取津貼當日期間的曆日日數。

11. 至於㆒些在生效日期前聘用但尚未符合資格參

加居所資助計劃的現職教職員，他們會抱有合理期望，

相信日後可領取有關津貼。我們建議，當他們符合資格

時，可選擇參加居所資助計劃或接受所屬院校提供的其

他薪酬福利組合。該員須於符合資格當日作出選擇，而

其選擇於作出並獲校方接納後，便不可以撤回。根據居

所資助計劃的條款，任何已享有該計劃福利的㆟士，均

不符合資格享有其他形式的房屋福利。概括而言，所有

於生效日期前聘用的現職教職員，均可保留其參加居所

資助計劃的資格。

12. 在解除規管後，居所資助計劃並不適用於在生

效日期或以後聘用的教職員。各院校可視乎其情況，自

行 決 定 這 些 教 職 員 的 薪 酬 福 利 組 合 內 是 否 包 括 房 屋 福

利，及如適用，應提供何種形式的房屋福利（例如自行

租屋津貼、員工宿舍或現金津貼）。於 2002-03 年度，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從 政 府 給 予 的 補 助 金 ㆗ ， 共 運 用 約 5 億

7,000 萬元為其教職員提供居所資助津貼，以及另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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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0 萬元於其他形式的房屋福利。院校可繼續運用現有

的職員宿舍及自由決定如何利用其整體補助金，以提供

房屋福利予生效日期後聘用的教職員。政府不會為這些

教職員的房屋福利提供任何額外的撥款或資源。

對財政的影響

13. 解除對大學薪酬的規管不會涉及資源的增減。

個別院校是否決定引入新的薪酬機制，並不會影響每年

調整整體補助金的方式。

14. 至於延續提供居所資助計劃予生效日期前在職

並決定參與該計劃的教職員方面，政府將繼續提供額外

撥 款 予 院 校 ， 以 應 付 推 行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所 需 的 額 外 開

支。自 1998 年起，政府在經常性整體補助金以外，至今

共提供了約 26 億元的額外撥款。政府於提供額外撥款期

間，及當更多在職教職員於符合資格時決定參加居所資

助計劃，這累積數額將會繼續增加。設立居所資助計劃，

是希望減少在自行租屋津貼的長期支出，以及處理㆒些

因 不 需 提 供 予 領 取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的 教 職 員 而 騰 出 的 宿

舍，從而帶來長遠的節省。我們會與教資會審視可節省

的數額及政府如何收回這些資源，包括多年以來政府提

供 的 額 外 撥 款 及 其 他 因 實 行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而 節 省 的 開

支 ， 當 第 ㆒ 批 領 取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的 教 職 員 將 於 2008-09
年度享領十年全部應得的房屋福利時，估計可節省的房

屋支出應開始累積，而我們也預計可於該年度或以後開

始收回已投放的資源。同時，政府現與院校分攤過剩宿

舍的估計租金收入的安排，將予以繼續。

15. 在㆖述 12 段的財政安排㆘，解除對生效日期後

房 屋 福 利 的 規 管 的 建 議 不 會 為 政 府 帶 來 額 外 的 財 政 影

響。

跟進工作

16. 我們擬於財委會 2003 年 3 月 7 日的會議㆖，提

交建議供財委會考慮，藉以㆘途徑給予教資會資助院校

釐定其教職員薪酬及房屋福利的最大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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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免除各個由財委會批准

的薪級表須應用於教資會資助院校某些教職員

類別的規定；

(b) 對於在 2003 年 7 月 1 日或以後聘用的教職員而

言，解除院校須提供居所資助計劃為他們唯㆒

可享有房屋福利的規定。各院校可自由運用整

體補助金的資源及現有的職員宿舍，自行決定

為這些教職員提供的房屋福利；

(c) 作為過渡安排，保留所有於 2003 年 7 月 1 日前

聘用的現職教職員參加居所資助計劃的資格。

那些於 2001 年 9 月選擇限期前尚未選擇參加居

所資助計劃的合資格教職員，可保留他們現有

的權利，在其後選擇參加計劃，但須接受㆒個

附帶條件，即該員可領取津貼的 120 個月最長

享用期須予扣減，扣減期相等於 2001 年 10 月 1
日至開始領取津貼當日期間的曆日日數。

教育統籌局

2003 年 2 月



附件 1

教資會資助院校校長的薪級表

院校校長 薪級表

香港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8 點

香港㆗文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8 點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8 點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8 點

香港城巿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8 點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7 點

嶺南大學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6 點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首長薪級表第 6 點



附件2

教㈾會㈾助院校教㈻㆟員的已核准薪級表 (由 2002年10㈪1㈰起生效)

薪級表(月薪) 大㈻臨床教㈻㆟員薪級表 任教㈻位課程的教㈻㆟員 任教非㈻位課程的教㈻㆟員的薪級表

(薪級點) (元) 的劃㆒薪級表 香港城巿大㈻ 香港理工大㈻ 香港教育㈻院

D10 217,400
D9 205,500
D8 181,700
D7 176,205
D6 163,205 171,800 (平均)

D5 154,700
D4 145,665 136,015 143,575 145,665 (最少)

D3 128,365 (11 點) (6點)

D2 117,040 117,040 135,500 127,155 (平均)

D1 98,595 99,815 102,800 (最少)

總 49 88,425 88,425

     薪 48 85,355 (3 點) 88,425 88,425

    級 47 82,390 82,390 (10 點)

表 46 79,510 ....
..

82,390 (7 點)

45 76,755 79,510 77,435 (8 點)

44 74,075 (6 點) 76,755 76,755

43 71,490 72,020 71,490

42 68,550 71,490 68,550 68,550

41 65,725 (8 點) (8 點) (8 點)

40 63,005 (6 點)

39 60,405
38 57,730 57,730 57,730 57,730

37 55,195 55,710

36 52,705 (13 點) ....
..

55,195 55,195

35 50,370 52,590

34 48,140 50,370

33 46,810 48,140

32 44,705 46,810

31 42,705 (7點) (5 點) (13 點) (13 點)

30 40,785 (11 點)

29 38,970 38,970

28 37,200
27 35,535 35,535 37,200

26 33,940 33,765 (16 點)

25 32,415 32,415 32,415 32,415

24 31,005
23 29,610 30,590 31,005 31,005

22 28,275 (3點)

21 26,995 26,920 (7 點) (14 點) (7 點)

20 25,715
19 24,495 24,495

18 23,335 23,335 23,335 23,335 23,335

17 22,230 (3 點)

16 21,160 21,160

15 20,150 (7點) 20,150

14 19,195
13 18,270
12 17,220 17,220

(非臨床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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