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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05年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的意見  
 
我們歡迎當局提出此項旨在使香港的整體人力資源在全球經濟體系中

維持競爭力的條例草案。我們亦相信，一個明確的資歷架構對於持續

教育計劃的長遠發展及成功至為重要。  
 
我們在研究《 2005年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號：EMB (MPE)CR 1/3231/04)期間，就條例草案所載有關資

歷架構的影響提出如下意見。  
 
收費  
評審當局  ⎯⎯  香港學術評審局 (下稱 “學評局 ”)將會以財政自給的模

式運作，並獲授權收取評審考核費用。我們希望及相信，作為非牟利

的法定機構，學評局會實行一套機制，確保來自評審考核收費的利潤，

不會高於某個設定的上限。而進修計劃營辦者和評估機構支付的費

用，將會轉嫁最終客戶和求學人士。  
 

商機及風險  
我們歡迎條例草案，因其亦有助於為社會大眾創造營商及工作機會。

日後可能會有更多進修學院開設，從而增加職位空缺。由於這些學院

屬長期營辦性質，故可加強上述的營商及工作機會的持續發展。  
 
我們認為，一項負責任的條例草案，必須讓學評局能夠制訂學術及職

業評審機制，以鞏固資歷架構，藉進行評審考核 (包括為下列目的而進

行的任何評估或其他活動 )，以釐定進修計劃營辦者是否有能力達到其

聲稱的目標，或進修計劃是否達到營辦者所聲稱的標準。同時，學評

局需正視一般求學人士所面對的問題。  
 
求學人士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他們報讀這類進修課程時須繳交的學

費。此項條例草案所制訂的機制，應把學費列為評審因素之一。一般

的原則是，在商業世界最好完全沒有干預，但這原則的前提是，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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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都履行它們對社會的企業責任，而不會剝削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人

口。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我們很高興看到當局設立 “過往資歷認可 ”機制，並相信擁有優良技能

及經驗但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士，將享有同等的地位，可取得相關的資

歷。當然，學評局有責任評審合適的評估機構，以便該等機構在資歷

架構下評估個別人士學到的技能、知識或經驗。 

 

協助求學人士的設施  
資歷架構不再只集中於學位或以上程度或副學位資歷的學術評審。當

局現時建議把評審範圍擴大至涵蓋遠較過去為廣的教育及培訓市場，

以及更多類別的在職人士。  
 
副學位、學位或以上教育程度的評審只涉及高等教育院校。這些院校

的學生如常繳交學費，不會察覺條例草案與他們有何關係。反之，對

職業資歷進行評審卻會影響廣大勞動人口的利益，所以條例草案將逐

漸引起公眾關注及對社會產生衝擊。學生們大多數有家庭給予經濟支

持，又可申請政府貸款，但勞工階層則不同，他們要面對經濟負擔。

當局提出此項條例草案，意味倘若他們想在就業市場中保持競爭

力，便須為獲取的資歷付款。許多屬勞工階層的市民目前已捉襟見肘。

我們希望政府在提出條例草案的同時考慮為有需要的人士設立資助及

貸款計劃。  
 
設立資歷名冊作為公眾在網上認識資歷架構的媒介  
我們贊同這項安排，並相信在互聯網上運作的介面是政府與公眾之間

的最有效溝通渠道。市民將歡迎當局提供有關認可資歷的中央資料

庫，供他們參考查閱。此外，我們認為職業培訓機構應在其進修計劃

中，為求學人士加入基本資訊科技應用培訓課程。  
 
資歷架構的宣傳安排  
資歷架構能否成功推行，將取決於進修計劃辦學機構的參與 (即它們在

資歷架構推行時就其課程尋求學評局的質素保證 )，以及市民的參與。

政府現正考慮提供非經常撥款，以 “等值 ”方式撥款資助培訓課程辦學

機構的評審開支。我們認為，當局亦應透過推廣活動教育市民知悉及

明瞭這項政府政策的重要性。職業資歷的評審雖非強制性，但其推行

確會影響他們日後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  
 
推廣活動需要金錢和時間方面的資源。學評局須制訂機制，就這範疇

有效撥出其部分財政預算。  
 
支持條例草案  
鑒於條例草案旨在配合全球經濟體系對更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源的需

求，並且對香港過渡成為知識型經濟體系的未來發展極之重要，故此

我們全力支持條例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