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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管治及質量保證機制 

香港公開大學認同學術機構應該有一套全面的管治及質量保證機制，在過去

25 年，公大已經建立一套完善的質量保證機制系統及清晰的管治架構。2014 年

6 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為公大進行每 6年一次的院校評審，

並於 2014 年 8 月發表報告，報告讚揚公大嚴謹的學術審視程序，特別是開展新

課程方面，同時亦提出各項建議，校方已成立小組跟進。 

政府對私立及自資院校的財政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現時每年投資高達 170 億元，支持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

資助的八大院校，這數額龐大的教育投資，亦只能令高等教育普及率達到兩成。

因此，如果社會大眾希望有較高的教育普及率，及提供更多學位，亦只有透過自

資模式來實現這目標。 

私立及自資院校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們卻面對

著極大的挑戰。它們需要與條件較佳的教資會院校競爭。私立及自資院校跟 8

大院校一樣，以服務社會為宗旨，在籌辦課程時，大前提是要配合現今知識型社

會以及市場經濟的急促轉變，回應人力市場的需要而提供相應的教育及培訓，在

財政及人力資源緊拙情況下，院校既要顧及社會的迫切需要、兼顧學術質素保

證，同時亦要面對其他院校的競爭，院校需要承擔一定的營運風險。在師資方面，

私立及自資院校在招聘上亦相對較難以優厚的招聘條件及穩定的工作前景來招

攬人才，許多學者在教學的同時希望兼顧學術研究，而私立及自資院校目前以教

學爲主，未能吸引希望在研究方面發展的學者。 

此外，私立及自資院校的財政支持也得來不易，這些院校缺乏善長仁翁設

立的基金作後盾，加上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大多為普通家庭的子弟，所以院校亦

不能大幅增加學費，儘管理論上可以這樣做。另外，為了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師

資的質素以及校園設施也要與資助院校相若，因而資金少不了。更困難的是，自

资院校沒有任何政府財政資助。 

在目前七成高教普及率中，自資院校提供了其中相當大部分的學額。換言

之，香港主要靠自資院校才有這般驕人的高教普及率。因比政府應該考慮向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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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提供某程度上的財政資助。它們所要求的並非像教資會院校豐裕的整體撥

款，而是可以稍為有助自資院校發展的某類資助。我們對於政府新近推出的「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這一類支持自資院校的新舉措深表歡迎。公開大學

多個範疇的課程取得了這項資助，包括創意媒體、護理以及檢測和認證。在 960

個「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資助學額中，本校獲得 350 個，於自資院

校中可以說是獨佔鰲頭。 

目前，政府對教資會院校及自資院校資助比例是一與零之比。這個不合適

的安排，可以稍為調整到比如零點四、零點三，甚至是零點二。此外，政府也可

以透過課程資助計劃提供某種形式的定期資助。舉例來說，對於有助本地經濟多

元化和長遠發展的課程，政府可加以提供有選擇性的資助。而且，政府亦可考慮

在給學生資助以外，對個別院校的某些課程提供直接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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