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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師遊行的風波說起 

香港高校教職員會聯會主席岑嘉評 

 

(一)高教界面臨嚴峻局面 

 

日前，教育界大遊行，參加教師人數萬多人，他們均反對工作壓力過於繁重，使

老師不勝負荷。其實高校教職員的工作壓力，比中小學教師們更沉重，除了教學

與研究之外，尚有不少非教學職務要處理，文山會海，不停提交教學質素保證及

節省資源的報告及檢討，目前恆生指數是萬五點，但不少高校教職員們均表示，

在高校任職的員工，其痛苦指數已超過萬五點，根據一項非正式的調查，感到在

大學任職不快樂的同事，佔80%或以上。現在大學同工流行說，校園內再無“Happy 

Face＂，同工們憂慮惶恐。局面十分嚴峻。老師的問題不解決，所謂優質教育，

均僅限於紙上談兵而已。 

 

(二)大學教職員們士氣空前低落 

 

自回歸之後，政府對高等教育削資 40%以上，加上薪酬與公務員脫鈎，「破舊而

不立新」，令大學領導層，可憑個人意旨，決定員工的工資，大學以未來撥款不

穩定為理由，動輒針對一些他們認為「不聽話」的員工，還有「由長約轉為合約」，

「自願離職」，「提早退休」，「工作外判」等等花樣，這些措施不但影響現職教師

的士氣，也令有志於教育事業的後來者望而卻步，大學的凝聚力嚴重受損。要在

香港培養、留住及吸引優秀人才，令香港成為人才中心，勢將成為空話，香港在

世界性的人才爭奪戰中，正處於劣勢。 

 

(三)「0-0-五」方案荒唐 

 

在過去兩年，高校教職員已隨公務員減薪 6%，後來再遭政府削減 10%。但由於教

統局局長強行通過高教聯極力反對的「0-0-五」削資方案，懸在大學頭上的閘刀

仍在。雖然本港經濟開始復甦，通脹重臨，各行各業正在加薪，惟獨高校教職員

除無工資增加之外，還停留在最低潮時的工資及短期合約的聘用制度。雖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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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舊約的教師薪酬尚未有再大幅削減，但新約員工則薪酬偏低，於是帶來的另一

個弊端是新舊有別，同工不同酬在校園裏出現了嚴重的不公平，升遷的途徑也不

多，年輕教師除為教育賣命，貢獻青春之後，前途是一片漆黑。大學教職員們均

怨氣甚多，士氣低落。 

 

(四)大學應以教學為本 

 

教統局企圖以＂低資源，高質素＂的策略發展本港高等教育是完全行不通的。教

資會及教統局官員抱著＂一分耕耘，十分收穫＂的想法，期望用商業手法來經營

大學，只會把香港變為知識沙漠。目前大學對教師的評審，嚴重向研究傾斜，教

師只忙於做研究寫文章，教書成為次要的工作，甚至是研究不佳的懲罰，於是完

全談不上對學生作「德育」教育，至於擴闊學生視野及服務社會的其他重要任務，

已不幸淪為次要或變成流於口頭上的說項。教育是長期工作，「十年樹木，百年

樹人」，辦大學會不是經營一所企業，假如特區政府，不能對高等教育重新定位，

仍不明白高等教育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本港未來的前途將令人擔憂。 

 

目前本港大學，均紛紛自我吹噓為世界級大學，但教統局的官員，港府高級公務

員，以致各大學的大教授們，卻紛紛把子女送到國外一些未必是世界級的大學讀

書，這表明他們對本港的高等教育，投下了不信任的一票。 

 

(五)幾點建議 

 

(甲) 高教聯會認為減低各院校目前濃厚的人治色彩，必須成立「獨立申訴機
制」，不能隨便解僱教職員，令教職員們能安心工作。 

 

(乙) 有關制定教育政策的委員會，必須加入教職員工會代表，以聽取前線教
師們的意見，否則政策只是閉門造車。倘若執行不當，或未有適當的配

套，會令教師的工作百上加斤。 

 

(丙) 在大學資源的運用方面，必須公開及有透明度，大學的人事及招聘，有
關的條件及過程，亦必須清晰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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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由於大學的工作，無論研究與教學，均極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環境，以
確保學術自由的風氣及對教育的長期承檐。因此大學有必要以「長期合

約」及「實任」的制度來聘用教職員，在以功利為先及講究效率、講究

管理的美國大學，至今仍堅持保留「實任」制度，未敢輕言廢除，香港

應從中吸取經驗。 

 

(戊) 大學領導層的聘用及升遷，包括副校長，院長及主任等，必須有明確的
任期及更替制度。大學重要的行政決策，必須諮詢教職員工會的意見。

必須維護合約精神。更改合約條及福利，必須獲得當事人的同意，不應

單方面隨便更改合約。 

 

(己) 大學教統會與教資會，應該定期與教職員工會見面，上下加強溝通，方
可幫助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庚) 各大學在與政府「脫鈎」的情況下，亦應有相當程度的協調，以免在人
事，薪酬及有不同程度上的距離而產生惡性競爭。 

 

在過去多年來，教統局一直漠視「高教聯」的存在，「高教聯」屢次提出有建

設性的建議，可惜反被莫名其妙地指控為 “只顧個人私利，不識大體，不顧

本港教育質素＂。現在本港教育界人士，正發出怒吼，這也許是教統局及特

區政府，重新檢討本港未來十年教育政策的契機。我們希望清朝時代的管治

方式，與殖民教育的思想餘毒，儘快隨風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