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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回覆邵家臻議員  
在2017年11月3日提出的問題  

 
1. & 2. 我們沒有 2012/13學年以前申請入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數字。  
 
 在2012/13學年，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合共接獲2 158宗由本地

生提交入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申請，而非本地生

的申請則為17 524宗。  
 
在2016/17學年，大學共接獲2 020宗由本地生提交入讀教資會

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申請，並以此估計約有1 010本地生提

交這些申請 1。這些本地申請人中最終有579名入讀課程，相當

於估計本地申請人數的 57.3%和本地申請宗數的 28.6%。在

2016/17學年，來自非本地生提交入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

課程的申請共有 14 433宗。最終入讀的非本地生人數則為

1 988名，相當於非本地申請宗數的13.8%2。按照申請宗數而

言，本地學生獲取錄修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機會

比非本地學生高逾一倍。  
 

本地畢業生是否升讀研究院課程（特別是研究院研究課程），

以及在何處修讀，純屬個人意願，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當

時市場的就業機會、學生本身的職業志向，以及教學／研究

範疇的前景等。再者，選擇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

中，不少人選擇負笈海外，以體驗在不同的文化和環境下從

事研究工作。  

                                                      
1  教資會資助大學估計，每名本地申請人平均提交兩份入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

的申請。  

 
2  不同非本地申請人提交入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申請宗數差異較大，院校因

此未能憑藉申請數目估計每年非本地申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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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資會資助大學由2011/12學年開始收集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

究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的就業資料。在2011/12至2015/16學
年，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人數及有關

畢業生全職就業並以香港為通常工作地點的數據表列如下  – 
 

學年 
非本地

畢業生 
總人數 

回應統計調

查的非本地

畢業生人數 

回應時表示正全職就業而通

常工作地點為香港的非本地

畢業生人數 
2011/12 1 186 758 285 
2012/13 1 260 767 141 
2013/14 1 366 961 305 
2014/15 1 457 1 019 379 
2015/16 1 532 1 112 362 

 
註：  
1. 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課程畢業生的就業資料，是由教資會資助大學每年

在同年十二月期間進行的畢業生就業統計調查所搜集。畢業生就業調查

包括的畢業生是指畢業於統計調查年度內的學生。  

2. 除了上述兩個分類外，有回應調查的非本地生可能已全職就業但未有表

明工作地點、在香港進修、失業 /就業不足或並未尋求就業。  

3. 2016/17 學年資料暫未備妥。  

 
在香港修畢全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課程並獲得學士學位或更

高資歷的非本地學生，可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

業安排」申請留港／回港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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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基金現時投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帳下，以賺

取穩定及低風險的回報，投資回報根據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

去六年的平均投資回報釐定。2009至2017年的平均回報率約

為每年4.98%。金管局預測2018至2021年的預計回報率為每年

2.4%至3.3%。  
 

5. 大學按擇優而取的原則錄取研究生。我們從大學得知它們考

慮錄取申請人時，其中一個主要的甄選準則是申請人是否具

潛質並有決心完成研究院研究課程。  
 
 根據擬議的助學金計劃，教資會會按照合資格研究生的人

數，直接向各大學發放助學金，而合資格的研究生將獲自動

豁免學費。如該研究生因某種原因在正常修業期內 3退學，教

資會秘書處將因應情況按比例調整提供予大學的有關助學

金。由於學生的學費已獲豁免，我們不會要求相關學生「退

回」學費。  
 

6.  現時大部份在本港就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已

獲得每月約15,000至16,000港幣的津貼。新助學金計劃旨在提

供額外經濟誘因，吸引本科畢業生繼續升學。  
 

7.  有關研究生就業出路方面，我們留意到本地專上教育院校均

有提供不同教學或研究職位可供申請，就教資會資助界別而

言，在2016年約有2 740個與教學或研究有關的職位空缺。  
 

此外，創新及科技局已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預留五億元，

啓動「科技專才培育計劃」，培育及匯聚更多優秀創科人才，

鼓勵他們在創新及科技方面發展，其中包括推出「博士專才庫」

企劃，資助企業聘用創科博士後專才，從事研發工作。我們相

信新措施能為研究院研究課程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8.  政府及教資會對各類學術研究均給予同等支持。提出及接納

不同的研究項目屬院校自主的範疇，具體而言，大學可自行

決定應從事甚麼學科及類型的研究。  
 

                                                      
3  哲學碩士課程的標準修業期為兩年，哲學博士課程的標準修業期則為三年 (如學生具備

研究式碩士學位 )或四年 (如學生不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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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有不少大學排行榜以不同評審準則評核大學在各個範

疇的表現，但是這些大學排行榜並不會影響政府的高等教育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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