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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意見書 

「將學生貸款出售並將學生貸款的資金提供及行政管理工作外判的建議」

議程 

 

盧偉明 

 

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六日 

 

1 大專教育是香港發展知識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特區政府承諾，任何學生不會

因經濟困難而失去就讀的機會。這個承諾，主要體現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管理的各個學生

資助計劃，當中包括助學金及經入息審查貸款（低息貸款）。無可否認的是，現時的學

生資助計劃仍有很多不足的地方，因此，學生資助辦事處推出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高

息貸款），以補充前者的遺缺，及讓特區政府的承諾很到兌現。 

 

2 然而，近日有建議出售學生貸款，並將資金提供及行政管理工作外判，無疑是等同將特

區政府的承諾同時出售及外判，本人對此表示強烈反對。 

 

［市場化是教育異化的共犯］ 

 

3 市場化並不全然帶來好處，這點從特區政府推出副學士政策可見一斑。為了讓專上學額

在十年內擴展至六成的水平，特區政府推出自負盈虧的副學士政策。在市場機制下，特

區政府提早五年超額完成，專上學額已升至 66%。但是，超額完成背後，副學士政策滿

目瘡痍──學額供過於求、學生債台高築、課程質素參差不齊……等。 

 

4 教育政策以外的市場化，亦是不堪入目。早前，有食環署外判清潔商無視僱傭條例對勞

工的保障，剝削外判清潔工的薪酬待遇，並被法庭裁定罪成。這個例子，只是市場化後，

種種惡果的冰山一角。此時此刻，特區政府實在沒有需要，讓市場化的問題蔓延至教育，

令學生成為市場化下教育政策的犧牲品。 

 

［出售學生貸款 得不償失］ 

 

5 政府文件指出，節省資源並不是政府出售學生貸款的主要原因，況且有關建議能夠節省

的資源亦相當有限。再者，出售學生貸款，學生最大的憂慮並不在於紙上的條款有否改

變，而是在於條款背後的種種陷阱。 

 

6 其中一個擔憂，就是出售學生貸款後，現時種種由學生資助辦事處行使的酌情權，包括

因長期病患、經濟困難或進修而提出的延期還款安排等，最後會否一併外判開去。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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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可以信誓旦旦，表示金融機構的做法與學生資助辦事處的一貫政策無異，然

而，這個期望是否合理呢？ 

 

7 近日，警務處加強執法，檢控不法追債行為，警務處處長李明逵更明言，收債規範化是

未來一項重點工作之一。由此可見，現時金融管理局發出的相關指引，未能有效處理不

法收債行為。金融機構將收債工作外判予財務公司，亦是慣常做法。這時特區政府建議

出售學生貸款，學生質疑特區政府推卸教育責任、擔憂財務公司無理纏擾，實在不無道

理。 

 

［反對出售學生貸款 全面檢討學生資助政策］ 

 

8 總括而言，出售學生貸款，並不會減輕學生的債務，反之，市場化後的種種異化，學生

將要全數承受。此時，學生資助辦事處已開展了多項檢討工作，包括檢討學生資助計劃

的生活指數基準、改善副學士的學生資助政策、建議計算學生實習及兼職收入等。假如

今天草率通過出售學生貸款，將會為整體學生資助及貸款政策的檢討工作，帶來不明朗

的因素，亦為未來的改善措施徒增不必要的障礙。 

 

9 最後，本人懇請立法會議員反對出售學生貸款，並促請特區政府盡快開展全面檢討，讓

各個學生資助及貸款計劃得以改善，並更有利學生接受大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