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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機制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意見書 

 

本會於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去年7月17日的會議上，從建立院校內部監察著手，

已就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機制問題提出四項具體建議，包括： 

 

 公開各級管治架構會議文件 

 制訂公開資料守則 

 設立標準諮詢程序 

 確立工會談判及協商地位 

（詳見附錄一：本會2008年7月17日意見書） 

 

本會仍然認為以上四項對建立健全的校內監察極為重要。有關中大校政的最新發

展，因「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稍後將作報告，在此不贅。就是項議題

在過去數月的發展，本會有進一步意見如下： 

 

一、 確立以「院校社群共治」為「院校自主」的大原則 

近年公眾要求資助機構增加透明度和問責性的聲音愈來愈清晰，教資會資助院校卻

三番四次以「院校自主」為由，拒絕公眾的監察。有見及此，本會認為處理院校管

治問題，必須先釐清何謂「院校自主」。我們認為「院校自主」應是「院校社群的

共治」，而不是院校管理層的獨裁及黑箱作業。 

 

本會現正向中大教學人員進行一項問卷調查，在已收集的問卷中： 

 六成教師(61%)不認為/覺得現時中大的管理文化鼓勵言論自由； 

 近一半教師(47%)不覺得自己「在各級委員會內可以無顧慮地表達自己的觀

點」。 

 

在本會於2006年進行的問卷調查中： 

 八成 (76%)員工認為「在大學裡面，權威壓倒理性討論」； 

 八成 (82%)員工認為「大學的政策制訂及運作都很不透明，中下層人員很難了

解大學發展」； 

 超過一半(58%)員工指出他們的「部門即使認為大學政策有問題，仍照樣執行」。 

 

事實上，在中文大學，同事發表反對意見往往會擔心被視為異己，學生的意見亦往

往被打壓為無知和偏執。為保障學術自由、保障教育專業及有效的院校管治，「院

校自主」必須立足於資訊的透明度，以及前線教職員、學生及校友等校內持份者的

參與和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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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院校獨立申訴委員會的角色及重要性 

考慮到「院校自主」應為「院校社群共治」，跨院校獨立申訴委員會既由民選院校

成員組成，則並無抵觸「院校自主」。跨院校機制的角色有二：首先，跨院校機制

有助鼓勵院校自我完善校內機制。事實上，在成立跨院校機制的壓力下，中大校方

終於上週向本會表示將討論設立校內申訴機制。我們相信將來成立了跨院校機制，

更能鼓勵校方和員方使用校內機制解決問題。其次，各院校的校內申訴機制參差，跨

院校機制可成為處理員工申訴的後援，由熟識院校運作，了解學術及教育原則的同

仁作出仲裁。因此，本會支持儘快落實是項建議。 

 

三、有關增加管治透明度的要求 

本會樂見各所院校在提交教資會的文件上，對公開校董會會議結果都有正面回應，

說明在院校管治問題上，一定程度的議會介入及公眾壓力是有必須的。不過，現時

各院校（以中大，港大為例）傾向只以「簡報」形式公佈校董會的最後決定，對爭

加透明度、問責性及師生在決策過程的參與意義不大，亦不利政策的執行。本會認

為，以中大為例，校方必須同時 1) 公開會議議程；2) 公開完整的決策文件；3)公

開校董會屬下教務會及行政與計劃委員會等二級決策機關的議程、討論文件及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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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項議程及教資會提出的文件，本會希望提出兩點回應及四項具體建議： 

 

第一、 教資會提交之文件指中大已完成有關管治架構的檢討，並實施了部分建

議。本會必須指出，中大師生在整個過程中完全被蒙在鼓裡，甚至至今

仍未能取得有關檢討文件，亦不知道到底校董會已通過了哪些改動。2006

年12月，中大校長劉遵義教授突然邀請教務會成員出席一非正式聚會，

席間派發文件，提出取消選舉產生的學院院長制，改為校長委任院長制。

大學同仁方才得悉校董會轄下的「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原來已向校董會

提交三份報告書，更曾聘請一海外專家小組提供建議。 

 

時至今日，儘管本會曾透過不同途徑要求取得該三份建議書及一份海外

專家報告，文件仍下落不明。近日，校方再提出改組教務會，有教職員

再次要求校方公佈全盤管治架構改革計劃，以便了解新制下各單位的權

責制衡，但校方仍堅持其「斬件式」改革及諮詢，仍然拒絕公開文件。

如此管治手法，本會只能形容為「無賴」；面對無賴管治，教職員只能

作消極對抗，對士氣無益，對大學政策的執行有害。 

 

第二、 教資會文件指中大設有既定又詳細的程序，處理各類投訴及申訴事宜，

此事實屬子烏虛有。就聘用條件、勞資糾紛的投訴及申訴，員工從未見

過有明文的程序，校方亦從未就各類投訴及申訴程序諮詢本會。根據本

會的經驗，處理有關事宜的程序與機制亦不甚劃一，例如是否讓工會代

表參與，往往因處理者而異。事實上，近月校方多次拒絕本會代表出席

人事申訴個案的會議，其中包括兩宗解僱個案及數宗警告信上訴個案，

嚴重侵犯員工的工會代表權。 

 

本會認同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處理院校管治問題的大方向，即在院校自主的大

前提下，建立健全有效的內部監察機制。本會認為以下四點是建立監察機制必不

可少的條件： 

1. 公開各級管治架構會議文件：包括各級管治架構及其屬下委員會的議程、會

議紀錄及討論文件。在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倡議下，大學校董會現時已有公開

校董會的出席率。但除此以外，以中大為例，校董會、行政與計劃委員會及

教務會等的運作尤如黑洞一個，所有文件都列為機密。師生甚至沒有途徑知

道這些委員會討論過甚麼。資訊集中在極少數人的手中，權力也就集中在極

少數人的手中，或者只能透過非正式途徑獲得。這對建立信任及執行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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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打擊亦極大。要建立有效的內部監察機制，資訊的流通最為重要。 

 

2. 制訂公開資料守則：守則包括說明公開資料的目的、公開或不公開的原因、

如何公開、向誰公開、公開的內容範圍、持份者索取資料的渠道。政府自 1995

年起已制訂及推行公開資料守則。作為政府資助機構，院校有責任加強透明

度，讓校內外持份者能作出監察。作為理應走在社會前端的高等教育機構，

在資訊發佈上最少已落後了十多年。 

 

3. 設立標準諮詢程序：凡政策的制定，都應先經過一既定程序諮詢。諮詢的對

象、形式、通知期、諮詢期、資料的提供等，都應有一定標準，讓各單位遵

守。在中大取消民選學院院長一事中，經過本會與大學教育關注組發起簽名

運動及向校董會反映，校長被迫進行諮詢。但諮詢是在文件不足，通知極度

倉卒，安排在老師正在上課的時候進行的。 

 

4. 確立工會談判及協商地位：從資源上看，資助院校最終的僱主其實是政府，

因此，政府有責任制訂守則及程序，確立工會的談判及協商地位，從而減少

勞管衝突的發生。具體來說，就是確認所有大學註冊工會代表員工處理糾紛，

就人事薪酬政策的制定獲得諮詢的權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