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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本地專上院校發展之我見 

  目前，香港資助大學每學年招收的大學學士學位學額為 15,000 個，佔適齡學童比例約

18%。若要讓更多本地青年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這個 18%的「金鐘罩」必須打破。為此，

政府近年積極鼓勵私立大學發展，事實上，環顧世界各地，如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

家，私立大學佔當地專上教育比例都遠高於香港，有的高達六至七成；不少世界著名大學

也是私立大學。為此，發展私立大學可說是大有何為。 

近年社會有關專上院校之討論，一般圍繞院校經營及質素部份，指現時各院校發展

速度與質素參差不齊，而政府應進一步增加對專上教育界別的投資，協助院校提升質素，

讓私立院校在專上教育界別擔當更積極角色。身為其中一位院校領導者，本人希望向各位

議員分享一個更基本的想法，值得各位持份者三思。 

  本人認為，現時本港整個專私立上院校界別，似乎都被標籤成「二等」、「八大之後

的選擇」。誠言，在資源不足加上起步較慢的先天劣勢下，私立院校之發展及規模現階段

均無法與八大相比，但教我們擔憂的是，這種標籤經過多年渲染與沉澱後，漸漸成為一種

「次等文化」，由上而下影響院校發展，再擴散至社區不同層面。 

首先，從教育質素、資源分配及學校整體表現而言，自資院校，尤其開辦學位課程為

主的院校，必須與八大的標準看齊，由同一類型的監管機構，如大學資助委員會，以同一

把尺的標準去量度自資院校的課程發展及教與學的質素，才不致於培育出不一樣，或次等

的畢業生，  學生的核心才能應該與八大看齊。 

另外，從院校之管治架構來看，現時本港八大之管治組織，即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

之組成，均由清楚條文規定及約束，成員包括政府委任、工商界代表及院校委任等。私校

如較早起步之公開大學，其校董會之組成同樣來自不同界別，這批掌握院校決策之成員，

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從教學、行政到籌款、學生活動各具所長，這種安排能確保意見多

元，廣納不同聲音，帶領院校順利發展。然而現時私立院校之管治架構組成部份，卻沒有

明文約束，組合容易傾向於太隨意。 

私立院校面對的挑戰，並非加大資助就足夠解決，本人以為，政府以至各界均必須

打破「私大等同二等」這個迷思，參考八大，以同一質素監管組織監管；專上院校本身只

要透過專職分工，走向專門化的道路，質素不一定無法與八大比擬。而私立大學發展，不

僅可幫助政府分擔教育責任，解決高等教育資源尤其是副學士銜接學額不足問題，還可以

通過良性競爭，提高本港高等教育的整體辦學水平。 

最後，對於收生超額問題，本人認為可從兩方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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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們得承認，學校辦學是希望提供更多學習機會予學生。  如果院校本身的

師資、設施和學習空間是足夠提供更多學習機會給學生的話，學校應有權力去決定多收學

生。  當然，這決定必須要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同時，各院校就多收學生的決定亦必須通報予監管的組織(如類似大學資助委員會的

組織)，由該組織統籌整體院校收生的情況，及就教學質素作審核，確保有關院校的教學質

素不會因多收學生而下降。 

 希望各位議員、政府及教育當局能夠高瞻遠觸、從善如流，支持本地專上院校

發展為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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