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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同意大學校長會對跨院校申訴機制的意見，我們同樣在原

則及實際層面來看，都不贊同建議中的跨院校申訴機制是有效和可行的。而

處理申訴有效的方法是由院校用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處理。 

 

浸大現時已有「教職員申訴處理程序｣，特色是: 

(1) 鼓勵以溝通、調解，解決紛爭； 

(2) 由校內有公信力的同事參與組成「申訴調解委員會｣； 

(3) 有校外人士參與申訴調解程序及上訴程序； 

(4) 投訴者及被投訴者都有充分機會申辯。 

 

這個機制是公開的，在教職員手冊及人事處網頁都可參閱這些程序細

節，符合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 

 

程序主要分為三部份：第一是非正式的程序：鼓勵同事可以首先與其直

屬上司提出工作有關的申訴，透過溝通、調解，達致共識。第二部份是正式

程序：倘若申訴未能以非正式程序獲得解決，申訴人可以要求成立「申訴調

解委員會｣，成員組合主要來自由個別學院/部門的同事代表，並有一位校董

會校外成員。第三部份是上訴程序： 倘若任何一方不滿意調查結果，可以提

出上訴。校董會轄下「人事委員會｣主席，可以成立一個三人組成的「上訴委

員會｣，其中二人必須為「人事委員會｣內的校外人士，並由其中一人擔任主

席。大學會不時檢討有關程序，計劃於明年進行另一次檢討，繼續完善有關

程序。 

 

此外，有關浸會大學傳理學院的「工作表現評估｣政策，乃是根據大學「非

教學人員工作表現獎勵計劃｣的守則而設立的，並不是新政策，故此並不存在

「一邊諮詢，一邊落實｣。由於浸大教職員工會發放的資料不盡不實，必須澄

清如下: 

 

第一， 傳理學院為了更有系統地實施多角度評估，特別成立了「評估委

員會｣，又設計網上問卷，給予學院內，認識被評估者的同事及同學參與;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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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邀請「學院外，不認識的同事及同學參與｣，也沒有把「同事的工作範圍

向外發放｣。 
 

第二， 教職員工會發放的問卷調查，內容多處失實，有誤導之嫌，得出

的結果，並不反映事實。例如:  

第 1題: 「你認為以工作表現評估需要為理由，把你的工作範圍(Job 
Description)向外發放，給與你工作完全無關的同學和系外

不認識你的教職員審閱，這做法合理嗎?｣; 又 
 

第 3 題: 「院內、院外、全時間、兼讀的學生; 所有認識或不認識

你的教職員，都可評估你的工作表現，你認為合理嗎?｣  

 

第三， 教職員工會報導，調查結果收回 302 份問卷，約佔全校二千多位

全職同事百分之十五，並不是全校九成同事。 

 

第四， 大學所有高層，包括校長、副校長、院長及部門主管，在評估其

表現時都會進行問卷調查，收集其他評估者的意見。所以，增加多角度評估，

並不是傳理學院首創的新評估方法。 

 

傳理學院最近一次的網上評估，有很多同事回應，亦得到 145 同學回應，

絕大部份回應屬正面的鼓勵，令人鼓舞。有同學表示：非常高興學院能實施

這一種評估方法，讓他們能對非教學人員的服務表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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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政策及程序(一般指引)

 「教職員申訴處理程序」  

 前言 

 1. 大學鼓勵同事間互相體諒，互相扶持及互相尊重，以建立一融洽的工作環境。 在

意見出現分歧時，應作坦誠及正面的溝通，儘速處理及解決問題，以避免分歧惡化為衝

突或紛爭，因而引致嚴重的申訴。 

 2.          上司與下屬如能定期互相溝通，可減少彼此間的誤會，有助建立一個互信的文化。

倘若同事關注到任何與工作有關的問題，應首先向其直屬上司提出商討。如有關的問題

涉及其直屬上司，同事可將問題提交予部門主管/系主任處理。同樣地，若投訴的對象

是部門主管/系主任，同事應向學院院長/所屬部門直屬的副校長提出投訴。倘若是投訴

學院院長，應向學務副校長提出; 而投訴副校長的個案，應向校長提出。除非有關同事

認為必須以書面作出投訴，否則應儘量以面談的溝通方式與直屬上司商討有關的投訴。 

3. 直屬上司在接獲同事的申訴時，應以不偏不倚的精神儘快作出回應，會見有關的同

事，了解該申訴的原因及背景，務求解決同事的申訴。在大部分情況下，申訴的事件往

往是因誤會產生，雙方溝通出現問題，或因某方面的疏忽所引致。任何一方迅速作出道

歉或適當的補償，通常有助解決問題。同事提出的申訴越早獲得處理，能夠成功解決的

機會便越大。如有需要，同事或部門可知會人事部尋求協助調解。若同事選擇以書面形

式向其上司提出投訴，有關上司亦應作出書面回覆，告知同事調查的結果。 

 4. 倘若投訴未能根據上述非正式程序獲得解決，提出投訴的同事可循下述的程序提出

申訴。 

定義與範疇 

5.          本政策中，「申訴」是指任何由一位或一組教職員提出與工作有關而又未獲解決

的投訴，對象可以是個別同事或一組同事。如申訴個案屬其他政策及程序涵蓋的範疇(如

以下甲段所述) ，或由其他政策及程序中所訂明的上訴機制來處理的投訴/申訴 (如以下

乙及丙段所述) ，則此等個案應根據有關的政策及程序來處理: 

 (甲) 性騷擾的投訴、與「平等機會條例」相關的投訴/申訴; 

http://www.hkbu.edu.hk/~pers/pnp/1/Grievance-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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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對「大學評審委員會」作出有關續約/實任/完約/跨越薪級關限等評估結果而提出的

上訴；  

(丙) 對「終止聘任調查委員會」所作出的決定提出的上訴。 

6.            由一組教職員提出的投訴，必須具體以及為該組同事的共同投訴。有關同事應委

派一名代表，於申訴程序進行期間，作為該組同事的發言人。在任何情況下，本申訴程

序並不能用作要求大學修改「服務條件及條款」的談判媒介。  

正式的程序 

 向校長提交書面投訴 

7.          倘若同事認為他╱她的投訴未能由學院院長/副校長圓滿解決，又或者個案涉及學

院院長/副校長，他╱她可自行決定以書面方式將申訴呈交校長，說明申訴的性質，

以及有關指控的依據。校長在詳細考慮同事的申訴以及曾經採取的行動後，將會在

收到書面投訴的兩個星期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投訴者他會採取的行動。校長會採取

的行動可包括:  

• 校長親自接見申訴雙方，並試圖解決同事的申訴; 

• 倘若校長認為學系/學院/部門尚未曾處理或未曾有機會適當地處理該投訴個

案，可將個案轉介到有關的學系/學院/部門先行處理; 

• 倘若校長認為投訴事件並不屬於本程序範圍內處理的個案，可將個案轉介到合

適的委員會處理; 

• 校長可將申訴交予「申訴調解委員會」作正式的審理。 

 由「申訴調解委員會」進行調查 

 「申訴調解委員會」的組成 

 8.          倘若校長認為合適的話，他可以將投訴交由一常設「申訴調解委員會」進行調查。

「申訴調解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   由校長委派一名副校長或一名資深教╱職員擔任「申訴調解委員會」的主席; 

• 由校長委任一名屬「人事管理委員會」的校外委員作成員; 

• 由校長從「申訴調解委員會成員名單」當中，委派三名作為「申訴調解委員會」

的常任成員。「申訴調解委員會成員名單」，是從每個學院及行政部門，由同事

選出最少一位及不多於三位的教職員組成； 

• 由人事部主任委派一名人事部的職員出任「申訴調解委員會」的秘書。 



 9.          在處理某一個案時，倘若「申訴調解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與該投訴個案有直接利

益關係的人，或為申訴任何一方的直屬主管或下屬，以及曾經在非正式或正式的程序中

參與過處理同一個案的人，將不會獲委派作為該個案的「申訴調解委員會」成員。校長

將會從「申訴調解委員會成員名單」中另外委任合適的成員，以處理該項投訴。 

 10.      在新學年開始的時候，每個學院及行政院部門，將會由同事選出最少一名及不多

於三名教職員，組成「申訴調解委員會成員名單」。校長會從名單中委任三位常任委員

或按需要委任合適的成員組成「申訴調解委員會」。 

 11. 作出投訴的同事及被投訴的一方在校長決定將投訴交由「申訴調解委員會」處理後

的七個工作天之內，將會收到書面通知負責處理該投訴個案的「申訴調解委員會」委員

名單。任何一方如對委員會名單有意見，或希望提出反對，必須在收到委員會名單通知

的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向校長提出反對，並需列明反對的原因。校長在考慮過提

出的反對及因由後，會作出最終的決定。無論如何，委員會名單必須於發出有關校長決

定將投訴交由「申訴調解委員會」處理的書面通知的二十一個工作天之內確定。 

 程序 

 12. 個案如被轉介到「申訴調解委員會」處理，「申訴調解委員會」須以書面方式將有

關的安排及本程序知會申訴雙方。被投訴一方會獲發一份由申訴人所提交的書面申訴內

容，而他╱她亦會被要求在收到申訴內容的兩個星期內以書面回應申訴一方所作的指

控。而此份書面回應，將會隨同有關「申訴調解委員會」聆訊的時間、日期、地點的通

知交予申訴的一方。  

 13.      申訴雙方均享有以下的權利：  

• 出席「申訴調解委員會」的聆訊；  

• 提交證據予「申訴調解委員會」；  

• 個別傳召證人； 

• 由一位校內同事陪同出席「申訴調解委員會」的聆訊。陪同申訴任何一方的校內

同事可為其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惟在「申訴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上，只可在旁觀

察，不可參與討論。(由於本申訴程序並非法律訴訟，故此雙方不得邀請法律代

表出席)。  

 14. 「申訴調解委員會」須於聆訊日期至少十個工作天前知會申訴雙方聆訊的日期、

時間及地點。申訴雙方亦應於聆訊日期至少五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委員會秘書下列的

事項：  

•   他╱她會否出席「申訴調解委員會」的聆訊；  



• 他╱她會否邀請一位校內的同事陪同出席委員會的聆訊。倘若他╱她會邀請一位

同事出席，應提交該名同事的姓名；  

• 他╱她會否傳召證人出席委員會聆訊。倘若他╱她會傳召證人，應提交證人的姓

名；  

• 任何與申訴個案有關的證據。  

 15. 「申訴調解委員會」將會仔細調查個案，並把結果及建議向校長匯報。在調查期

間，「申訴調解委員會」將考慮申訴雙方、以及其傳召的證人所提交的證據，「申訴調

解委員會」亦可以傳召其他證人，及審查其他相關的證據，以收集更多有關的資料。「申

訴調解委員會」可於調查期間尋求法律意見，以確保調查的程序正確。   

16.  無論申訴雙方出席與否，聆訊都會如常舉行。「申訴調解委員會」須於其委員名

單獲確定後兩個月內盡快完成調查的程序，並把調查結果及建議的報告於聆訊完結後十

個工作天內提交校長作考慮。校長將會於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是否採納委員會的建議。倘

若建議不獲接納，校長可根據以上第七段所述，考慮其他跟進的方法。  

 將裁決結果知會雙方 

 17.  申訴雙方於校長作出裁決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可獲書面通知有關的結果。  

 時限 

18. 所有負責處理有關申訴個案的同事，必須儘快於每個程序訂立的時限內完成有關的

工作。如申訴個案由「申訴調解委員會」處理，申訴一方大約可於向校長作出書面投訴

後的四個月內，獲知調查的結果。  

 投訴副校長的個案 

 19.  倘若申訴的對象為副校長，個案應首先向校長提交。倘申訴不獲得解決，而基於

副校長是由校董會聘用，同事應自行決定，是否以書面方式向校董會轄下的「人事管理

委員會」主席提出申訴。  

 20. 「人事管理委員會」主席可與申訴雙方會面，以解決該項申訴。或可將個案交由

一「特別申訴調解委員會」處理。「特別申訴調解委員會」由「人事管理委員會」主席

出任主席， 包括兩名「人事管理委員會」的校外成員出任委員會成員，以及由「人事

管理委員會」秘書出任為委員會的秘書，按照 12 至 18 段所述的程序調查申訴個案，以

決定最適當處理該申訴個案的方法，並將結果知會校董會主席。在調查過程中，「特別

申訴調解委員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會邀請校長提供有關的資料。  

 



 投訴校長的個案 

 21. 倘若申訴的對象為校長，有關個案應首先提交予校董會主席處理。校董會主席可

約見申訴雙方，以解決有關的投訴，或要求「人事管理委員會」主席成立一個「特別申

訴調解委員會」處理。「特別申訴調解委員會」由 「人事管理委員會」主席出任為主

席，包括兩名「人事管理委員會」的校外委員作為成員，及由「人事管理委員會」的秘

書出任為秘書，並按照第 12 至 18 段所述的程序來調查申訴個案。「特別申訴調解委員

會」將會決定最適當處理申訴個案的方法，並將結果知會校董會主席。  

 上訴 

 22. 倘若任何一方不滿意調查結果，可以在接獲調查結果的通知後的一個月內提出上

訴。上訴一方需提出不滿原因，以及是否有新的証據以支持其上訴。負責處理上訴的單

位(請參閱下述第 23 至 25 段)會考慮要求「申訴調解委員會 / 特別申訴調解委員會」

再審核其決定，或將個案提交「上訴委員會」處理。  

 23. 倘若申訴對象為副校長以下職級的同事，上訴一方可以去信校董會轄下的「人事

管理委員會」主席提出上訴，主席在接獲上訴要求的兩個星期內，會考慮成立一個「上

訴委員會」調查上訴個案。「上訴委員會」由 「人事管理委員會」主席委任一名「人

事管理委員會」的校外成員擔任主席，包括另外兩名「人事管理委員會」的成員(其中

一名必須為校外成員)，以及由人事部主任委派一名人事部職員出任秘書。  

 24. 「上訴委員會」會重新審議所有經「申訴調解委員會」考慮過的証據，及「申訴調

解委員會」處理該個案的程序，以決定有否處理不當，或是否有任何証據未被「申訴調

解委員會」考慮。「上訴委員會」未必會尋求更多的証據，亦未必會就上訴個案進行聆

訊。如「上訴委員會」決定進行聆訊，會按照第 14 至 16 段所述的程序進行。「上訴委

員會」的決定將為最終的裁決。無論如何，「上訴委員會」須於成立兩個月內就上訴個

案作出裁決，並於裁決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將結果以書面形式知會提出上訴的一方。  

 25. 倘若申訴對象為副校長或校長，上訴一方可以去信校董會主席，校董會主席在接

獲上訴要求的兩個星期內，可成立一個「上訴委員會」調查上訴個案。處理投訴校長╱

副校長個案的「上訴委員會」由一位校董會的校外成員出任主席，包括另外兩名校董會

的校外成員，並以校董會主席委任合適人士擔任「上訴委員會」的秘書。「上訴委員會」

將根據第 24 段所述程序進行調查。「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將為最終的裁決。「上訴委

員會」必須於裁決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將結果以書面形式知會上訴的一方。  

 

 



 保密 

 26. 所有曾參與處理教職員申訴個案的人士，包括所有直接或間接知道與申訴個案有

關的資料的人士，都需要將事件高度保密。所有有關會議的記錄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所有

提交的証據，將會於人事部存案。  

 修訂 

 27. 大學將會不時檢討上述程序，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修訂。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