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各位議員: 

 

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推行學位回撥及研究經費重新調撥, 對本港的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

有深遠影響,對各大專院校教研人員的培養發展及非教學員工的就業安排及工作穩定,均有不良

影響. 香港作爲一國際大都會,人口七百多萬,平均教育水平位於世界前列. 學術研究的廣度及

大專院校所提供課程的多樣性,也應向世界先進地區看齊,不應畫地自牢,影響本港人才培養發

展及競爭力.  

 

教資會推行學位回撥,重新編配,以質素提升為名,減損大專課程的多樣化,損害學生選擇適

合本人才華的課程. 以當下就業市場的需求而決定人才培育的範圍,不但缺乏前瞻性,更令本港

人才市場欠缺彈性及面對大趨勢改變時的適應能力. 當社會經濟環境有變時,一方面是某些工

種人才過剩,另方面卻欠缺適合人才以掌握社會經濟環境改變所帶來的新機遇. 香港經濟面對

挑戰,持續發展的能力, 將因教資會短視的學位分配政策而從根基被破壞. 

 

再者, 任何課程也需要一段時間才達至國際先進水平, 教材教法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發展, 

教研人員也需要時間成長. 過早對某些課程學科打壓, 除了打擊本港大專課程向國際水平的發

展以外,也窒礙本港教研人才的發展,讓本港多年投放於高等教育及研究的投資,付之東流. 而課

程缺乏穩定環境,令有關院校難以長遠規劃及吸引合適人才, 而非教學人員也缺乏就業保障. 

教資會有關措施只會以提升素質之名而行破壞素質提升之實, 對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均造成損

害, 破壞本港的安定和諧. 

 

把研究經費從大學抽調, 交由研資會分配, 除了有侵害大學自主損害學術自由之嫌外,對

學術研究範圍及方向的影響,非常明顯. 須知評審指標多為國外的,以國外指標來評審本地研究

計劃,對本土研究非常不利,外國學者沒有興趣的研究課題,必然不能得到應得的評分. 港人提供

的財政資源,將不會流進與港人利益攸關的課題. 對本港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規劃不利. 政府將

大專院校研究經費過份以互相競爭的制度下爭取，會令大學只集中研究一些開發成熟、大機會

可以成功的項目，而沒有時間和資源去開發一些處於研究雛形的新項目；在缺乏足夠已有數據

支持下，扼殺學術的創新研發。另外，如大學只注重研究，以獲取更多經費，會容易忽略本科

生的基本大學教育以及教師的質素。建議撥款分配，應把研究與教學用途分類，作一適當的比

例。 

 

很多謝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讓我們表達意見,但更希望立法會能夠關注教資會的政策及

權限. 以免有關機構以學術自由之名破壞學術發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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