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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04 年 2 月 2 7 日

總目 190－－－－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分目 00 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接納 20 0 4／ 0 5 學年撥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經 常 補 助 金 ， 撥 款 總 額 估 計 為

1 0 6 億 5 , 78 0 萬元。

問題

2 0 04／ 05 學年會在 2004 年 7 月 1 日展開，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 (下稱「教資會」)資助院校需要政府確定在這個學年批撥的經常補
助金額，才能落實這個學年的財政預算和教學計劃。

建議

2 . 教育統籌局 (下稱「教統局」 )局長建議各委員接納 2 004／ 0 5 學年
撥 予 八 所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經 常 補 助 金 ， 撥 款 總 額 估 計 為 1 0 6 億

5 , 78 0 萬元。有關院校較早前已接受這個撥款總額，院校最近亦再確定
接受撥款額的立場，並殷切期望可盡快決定 2004／ 0 5 學年的撥款安
排。

理由

2 0 04／／／／ 05 學年各院校所需的經常撥款額

3 . 我們通常會每三年一次就教資會資助界別所需的經常補助金，提

交建議予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審議。 2001 年 2 月，財委會接
納在 20 01／ 02 至 200 3／ 04 這三年期內，撥出總額為 36 2 億 6 , 9 5 0 萬元
的經常補助金予八所院校 (見 FCR ( 200 0 - 0 1 ) 7 3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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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高等教育檢討》中所提出的建議在 2002 年年底公布。有關建議
涉及對現行制度作出相當大的轉變，而且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落實。故

此，當局決定把 2 001／ 02 至 2003／ 0 4 的三年期「延展」多一年至
2 0 04／ 05 學年，而下一個三年期則由 200 5／ 0 6 學年開始至 20 07／ 0 8
學年止。在 20 04／ 05 這個「延展」學年內，各項規劃準則如整體學額
指標和撥款模式只會有輕微的改動。

附件1

5 . 教資會按照既定方法，經審議八所院校的指示學額指標和各院校

提交的教務發展建議書後，已評定 200 4／ 0 5 學年各院校所需的經常撥
款額。延展年度與 20 03／ 04 學年在學額指標和所需的經常撥款額方面
的比較數字載於附件 1。

教資會資助界別在 20 04／／／／ 05 學年的撥款上限

6 . 政府從院校估計所需的經常撥款總額中扣減各院校假定所得的學

費 ( 1 )和其他收入 (主要為利息／投資收益 )，從而釐定撥予教資會資助界
別的經常補助金額 (稱為撥款上限 )。教資會按照這個撥款上限，就個別
教資會資助院校在 20 04／ 05 學年可獲的經常補助金額，正式向當局提
交了下述建議－

學年 財政年度

2 0 04／／／／ 05
百萬元

2 0 04 -0 5
百萬元

2 0 05 -0 6
百萬元

( a ) 香港城市大學 1 , 37 3 . 7 1 , 03 5 . 5 3 3 8 . 2

( b ) 香港浸會大學 5 4 6 . 7 4 1 2 . 1 1 3 4 . 6

( c ) 嶺南大學 1 8 7 . 8 1 4 1 . 7 4 6 .1

( d ) 香港中文大學 2 , 20 4 . 4 1 , 66 0 . 8 5 4 3 . 6

( e ) 香港教育學院 6 3 2 . 3 4 7 6 . 4 1 5 5 . 9

( f ) 香港理工大學 1 , 55 0 . 0 1 , 16 8 . 2 3 8 1 . 8

( g ) 香港科技大學 1 , 23 9 . 2 9 3 3 . 6 3 0 5 . 6

( h ) 香港大學 2 , 13 8 . 1 1 , 61 1 . 0 5 2 7 . 1

小計 9 , 87 2 . 2 7 , 43 9 . 3 2 , 43 2 . 9

                                
( 1 )  政府決定 2004／ 05 學年的指示學費將會維持在現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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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財政年度

2 0 04／／／／ 05
百萬元

2 0 04 -0 5
百萬元

2 0 05 -0 6
百萬元

研究用途補助金 5 0 5 . 9 3 8 0 . 8 1 2 5 . 1

語文培訓補助金 7 6 .6 5 7 .7 1 8 .9

重組和合作活動補助金 2 0 3 . 1 1 5 2 . 9 5 0 .2

撥予教資會資助界別

的經常補助金總額

1 0 ,6 57 .8 8 , 03 0 . 7 2 , 62 7 . 1

7 . 在 2004／ 05 學年，教資會資助界別的撥款上限為 106 億 5,780 萬元，
比 20 03／ 04 學年約 122 億 5 ,000 萬元的估計款額為低，這反映了以下
因素：

( a ) 當 局 就 該 界 別 所 需 的 經 常 撥 款 額 作 出 物 價 調 整 ， 包 括 因 應

2 0 01／ 02 至 2 00 3／ 04 這三年期內累積的通縮而作出調整，以
及因應 20 04 年和 200 5 年的公務員薪酬減幅，對與薪酬有關
的撥款作出物價調整；

( b ) 在低息環境中，假定收入較少；

( c ) 該界別須在 20 03／ 04 學年經物價調整的撥款上限中，透過提
高效率節省 10 %  的款項；以及

( d ) 2 0 04／ 05 學年的學額預計會有改變。

8 . 關於上文第 7 段 ( c )項，儘管政府各部門在 2003 - 0 4 財政年度致力
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由於教資會資助界別的撥款是以三個學年為一

個周期，所以我們沒有因此削減 2003／ 0 4 學年 (即現行三年期的最後一
年 )撥予教資會資助界別的經常補助金。事實上，為協助各院校開拓不
同的經費來源，我們在 2003 年 6 月撥款 10 億元，以設立等額補助金
計劃。根據這項計劃，我們會按各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提供等額的

補助金。由於推行這項計劃，整個界別可額外獲得共 20 億元的非經常
資源，而教資會資助界別在 2004／ 05 學年透過提高效率而節省的開支
每年約 1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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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關於上文第 7 (d )項，我們已採用經改良的計算方法，即在計算各
個三年期 (或學年，視乎情況而定 )的學額增減對撥款上限的影響時，採
納已計及不同課程程度 (即副學位程度、學士學位程度、研究院修課課
程程度和研究院研究課程程度 )相對成本的學生單位成本，作為計算基
礎。舉例來說，如副學位的學額減少，撥款上限會按照這類學額的加

權 成 本 而 減 少 ， 而 並 不 是 按 學 額 的 整 體 平 均 學 生 單 位 成 本來 計 算 減

幅。因此，在釐定 20 04／ 05 學年的撥款上限時，當局因應資助副學位
學額有所減少，採納按課程程度加權的學生單位成本作為基礎，使教

資會資助界別的撥款減幅得以減少約 6 ,00 0 萬元。此外，雖然在這個學
年由公帑資助的研究院修課課程亦有所減少，我們已與教資會達成協

議，不會因此而進一步調低 2004／ 05 學年的撥款上限。就此，政府原
本可因應研究院修課課程學額減少而節省的 1 億 310 萬元，現會改由教
資會保留，以資助各院校進行策略性重組所需的部分款項。

附件2
1 0 . 教資會會根據撥款上限釐定各院校所需的經常補助金額，有關方
法詳載於附件 2。教資會採用的計算公式，可以相當嚴格和準確地評估
各院校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所需的資源，並加入一項以個別院校近期研

究成績為依據的撥款評審準則。教資會去年進行了《高等教育檢討》，

現正檢討其撥款方法，目的是希望鼓勵院校進行角色分工、獎勵配合

院校角色而表現優異的院校，以及推動各院校在教學、研究、管治、

管理和社區服務等方面爭取佳績。

1 1 . 教資會打算在 20 0 4／ 05 學年的撥款上限中，預留 2 億 3 1 0 萬元 (包
括上文第 9 段所述 1 億 310 萬元的節省款項 )，用以資助院校進行重組
和合作活動，以推行各項措施，從而取得更大效益和提高質素，以及

讓各院校按照所界定的角色，重新策劃各項活動。院校亦會獲得初期

的財政資助，以便推行有價值的計劃，務求節省較項目的投資額為多

的資源。

1 2 . 我們根據既定做法評估各院校所需的經常撥款時，並未計及多項
措施為政府帶來的額外財政承擔，這些措施包括自 1998  年起推行教資
會居所資助計劃、退還地租和差餉，以及自 2003 年 7 月起推行等額補
助金計劃。因此，上文建議批撥的政府補助金額並未計及這些措施所

涉的額外政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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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未用款項轉撥至下個三年期

1 3 . 委員在 20 01 年 2 月批准各院校把三年期內獲教資會批撥的經常補
助 金 轉 撥 至 下 個 三 年 期 作 儲 備 之 用 ， 惟 轉 撥 款 額 不 得 超 過 補 助金 的

2 0 %。我們視 20 04／ 05 延展年度為 200 1／ 0 2 至 2 003／ 0 4 這三年期的
延續。因此，我們打算容許各院校把 2001／ 0 2 至 2 004／ 0 5 這四個學
年內所得的經常補助金總額的未用款項轉撥至 2005／ 06至 2007／ 08這個
三年期，轉撥款額仍然不得超過 2001／ 0 2 至 2 004／ 0 5 整段期間補助
金總額的 20 %。

對財政的影響

1 4 . 2 0 04／ 05 學年的建議撥款上限為 106 億 5 , 7 8 0 萬元； 2004- 0 5 和
2 0 05 -0 6 財政年度估計的現金流量分別為 80 億 3 , 0 7 0 萬元和 2 6 億
2 , 71 0 萬元。如委員同意，我們會在 2004 - 0 5 年度和 200 5- 0 6 年度政府
的財政預算內預留所需撥款。

1 5 . 按照慣常的安排，除非指示學費水平 (即計算撥款額時所假設的學
費收入 )有變、政 府推出新措施和公務 員薪酬調整有任何進一步的改
變，否則，撥款上限一經釐定，在有關年期內不會更改。

背景資料

1 6 .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已在 2003 年 1 2 月 1 日和 9 日的會議上審
議這項建議。議員大致上支持有關建議。

1 7 . 大學校長會已再次確定立場，接受政府建議 2004 /0 5 學年的撥款水
平。該會於 20 04 年 2 月 20 日就 2005 / 06 至 2 007 / 0 8 的三年期的高等教
育撥款發表聲明，重申成員殷切期望 2004 /0 5 學年及 2 005 / 0 6 至 2 0 07/08
的三年期的高等教育撥款安排盡快落實。有關後者，大學校長會成員

的共識，是可盡力以 0-0 - 0 或 0-0 - 5 方案為暫時基礎規劃 20 05 / 0 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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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08 的三年期撥款期的工作 ( 2 )。第三年的撥款調整幅度將由教 資

會、有關院校及政府於日後商討，當中考慮的因素會包括當時經濟情

況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統籌局

2 0 04 年 2 月

                                                
( 2 )  0-0 -5 方案指 2005/06 至 2007/08 的㆔年期撥款期內首兩年經費（在計劃㆗ 2004-05

學年高等教育開支削減 10%後）保持不變而第㆔年削減 5%的建議。 0-0-X 方案則建

議第㆔年削減幅度不超過 5%，確實調整幅度留待接近該年時才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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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 4／／／／ 05 學年與 2 00 3／／／／ 04 學年的學額指標比較

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指標

增減
院校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數目 %
城大 7 134 7 134 - -
浸大 4 068 4 068 - -
嶺大 2 037 2 037 - -
中大 9 259 9 273 14 0.15
教院 2 919 3 153 234 8.02
理大 7 311 7 325 14 0.19
科大 5 457 5 403 -54 -0.99
港大 8 972 8 842 -130 -1.45
合計 47 157 47 235 78 0.17
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佔總學額的百分比
69.0% 70.5%

研究院修課課程學額指標

增減
院校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數目 %
城大 853 605 -248 -29.07
浸大 353 354 1 0.28
嶺大 - - - -
中大 1 005 998 -7 -0.70
教院 561 561 - -
理大 814 591 -223 -27.40
科大 456 409 -47 -10.31
港大 1 375 1 356 -19 -1.38
合計 5 417 4 874 -543 -10.02
研究院修課課程學額

佔總學額的百分比
7.9% 7.3%

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指標

增減
院校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數目 %
城大 378 378 - -
浸大 139 139 - -
嶺大 17 17 - -
中大 1 275 1 275 - -
教院 - - - -
理大 381 381 - -
科大 850 850 - -
港大 1 275 1 275 - -
合計 4 315 4 315 - -
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

佔總學額的百分比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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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位課 程 學 額 指 標

增減
院校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數目 %
城 大 4  7 2 5 4  3 3 5 - 3 9 0 - 8 . 2 5
教 院 2  0 0 3 1  6 6 2 - 3 4 1 - 1 7 . 0 2
理 大 4  7 2 5 4  6 1 5 - 1 1 0 - 2 . 3 3
合 計 1 1  4 5 3 1 0  6 1 2 - 8 4 1 - 7 . 3 4
副 學 位 課 程 學 額 佔

總 學 額 的 百 分 比

1 6 . 8 % 1 5 . 8 %

總 計

增減
院校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數目 %
城 大 1 3  0 9 0 1 2  4 5 2 - 6 3 8 - 4 . 8 7
浸 大 4  5 6 0 4  5 6 1 1 0 . 0 2
嶺 大 2  0 5 4 2  0 5 4 - -
中 大 1 1  5 3 9 1 1  5 4 6 7 0 . 0 6
教 院 5  4 8 3 5  3 7 6 - 1 0 7 - 1 . 9 5
理 大 1 3  2 3 1 1 2  9 1 2 - 3 1 9 - 2 . 4 1
科 大 6  7 6 3 6  6 6 2 - 1 0 1 - 1 . 4 9
港 大 1 1  6 2 2 1 1  4 7 3 - 1 4 9 - 1 . 2 8
合 計 6 8  3 4 2 6 7  0 3 6 - 1  3 0 6 - 1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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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 4／／／／ 05 學年與 2 00 3／／／／ 04 學年所需經常撥款額的比較

(A) (B) 增減

2003／／／／ 04 學年 2004／／／／ 05 學年 (B – A) (B – A)／／／／ (A)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需求

政府補助金 11,363.4 9,872.2 -1,491.2 -13.1

假定收入 3,430.5 2,936.0 -494.5 -14.4

撥款總額 14,793.9 12,808.2 -1,985.7 -13.4

中央撥款 182.5 - -182.5 -100.0

教學發展補助金 38.4 - -38.4 -100.0

研究用途補助金 577.9 505.9 -72.0 -12.5

語文培訓補助金 87.5 76.6 -10.9 -12.5

重組和合作活動補助

金

- 203.1 203.1 -

所需的經常撥款總額

政府補助金 12,249.7 10,657.8 -1,591.9 -13.0

假定收入 3,430.5 2,936.0 -494.5 -14.4

總額 15,680.2 13,593.8 -2,086.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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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教資會資助院校經常補助金額的方法

教資會撥予各院校的經常補助金，分為整筆補助金 (或適用於香港
教育學院的指定用途經常補助金 )和作指定用途的撥款 1 兩種。教資會主要

根據在 19 94 年制定並經改善的方法，釐定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整筆補助
金 (或適用於教院的指定用途經常補助金 )的款額。簡言之，教資會資助
界別整體所得的整筆補助金額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 a ) 教學用途撥款－約 75 %

( b ) 研究用途撥款－約 23 %

( c ) 專業活動用途撥款－約 2%

教學用途撥款

2 . 教學用途撥款是根據學額、進修程度 (即副學位程度、學士學位程
度、研究生修課課程程度和研究生研究課程程度 )、課程模式 (即兼讀和
全日制 )和學科等 因素計算得出。有些 學科由於需要特別設備或實驗
室，或須佔用教職員較多時間，因此成本較高。按概括學科類別劃分

的相對加權數值表列如下－

學科類別 相對成本加權數值

1 . 醫學 4 . 0 － 5 . 0

2 . 牙醫學 3 . 5 － 5 . 0

3 . 與醫學及衛生有關的學科 1 . 4 － 2 . 4

4 . 生物科學 1 . 3 － 3 . 8

5 . 物理科學 1 . 3 － 3 . 2

6 . 數學科學 0 . 9 － 1 . 5

7 . 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0 . 9 － 1 . 5

8 . 工程及科技 1 . 2 － 2 . 3

                                                
1  就 2004／ 05 學年而言，作指定用途的撥款包括研究用途補助金、語文培訓補助金，
以及重組和合作活動補助金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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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類別 相對成本加權數值

9 . 建築學及城市規劃 1 － 1 . 6

1 0 . 工商管理 0 . 8 － 1 . 6

1 1 . 社會科學 1 － 1 . 6

1 2 . 法律 1 － 1 . 6

1 3 . 大眾傳播及文件管理 1 － 1 . 6

1 4 . 語言及相關科目 0 . 8 － 1 . 5

1 5 . 人文學科 0 . 9 － 1 . 2

1 6 . 藝術、設計及演藝 1 . 3 － 1 . 8

1 7 . 教育 0 . 9 － 1 . 4

研究用途撥款

3 . 研究用途撥款基本上與正在從事研究工作人員的數目和相關學術

領域的研究成本掛 。最近一次在 1999 年進行的研究評審工作，已定
出每個成本中心內正在從事研究工作人員的數目，並評審不同院校和

同一院校內不同成本中心的研究成績。

專業活動用途撥款

4 . 這部分的撥款與院校全體教學人員均應參與的專業 (非研究性質 )
活動有關。撥款額是按教學人員的數目計算得出。

院校內部的撥款分配

5 . 教資會所採用的計算公式只用作釐定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整筆補助

金額。各院校獲批撥款後，可自行決定如何善用資源，但須為所作的

決定負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