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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新論壇和新青年論壇進行了多份有關大學及大專學歷勞工收入

的研究，研究引證了學歷通脹的現象：擁有大專學歷勞工過去 20 年不斷

增加，他們從事低技術工作的比例愈來愈高，收入中位數亦有所下跌。學

歷通脹雖然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但香港的資助學位一直維持在佔適齡人

18%的水平，大學學歷勞工增加，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副學士的副產品：自

資的銜接學位課程。 

 

新論壇認為，新政府應盡快檢討現時的大專教育，特別需就副學士的定位

作詳細研究。短期來說，政府應將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3萬元資助的適用範

圍，放寬至所有大專院校開辦的自資學位課程。政府亦應增加內地大學升

學資助的金額，增加適用的內地大學數目，加強支援香港學生到內地修讀

大學。另外，香港的產業結構過於單一，新論壇一直倡議政府設立「文化

體育旅遊局」，期望現屆政府能採取措施，發揮文化、體育和旅遊業的優

勢，為青年人提供優質就業機會。土地供應不足，不單令青年難以置業，

也嚴重窒礙香港各新興行業發展，新論壇認同政府就滿足長遠的土地供應

進行諮詢，我們期望能透過理性討論，凝聚建立持續土地供應方案的共識。 

 

檢討副學士定位檢討副學士定位檢討副學士定位檢討副學士定位 

 

在 2000 年推出的副學士課程，以市場化和產業化的模式，讓政府能在短

時間內，以有限的財政資源，大幅提升了大專教育人口。可是，社會對副

學士的認受性存疑，給外界「高不成，低不就」的印象，而絕大部份的副

學士學生，皆以升讀政府資助課程為目標。奈何資助學位數有限，剩餘的

大部分副學士畢業生只能選擇修讀銜接學位課程，而這些學位課程的質素

參差。 

 

副學士計劃實行 17 年，新論壇支持政府就副學士的定位進行研究，特別

是從職業導向和勞動市場的角度考慮，評估副學士課程的實際需要，提高

課程的就業能力，讓副學士畢業生可以在勞動市場發揮所長，無需以修讀

銜接學位課程作為唯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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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放寬放寬放寬 3萬元資助計劃萬元資助計劃萬元資助計劃萬元資助計劃 

 

現屆政府剛上任就提出了 36 億元的教育撥款，增加教育經常性開支，反

映了政府對教育的承擔。不過，學生修讀合資格全日制自資學士課程或自

資銜接學位課程的 3萬元資助，只限於自資院校，新論壇認為應將資助放

寬至其他院校的自資學位課程，讓學生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進修的院校，

避免學生因為想享用資助額而影響學業選擇，扭曲了銜接學位課程的需

求。再者，讓學生自行選擇課程，亦可令市場發揮汰弱留強的作用，借此

提升自資學位課程的質素，令資助更符合政策目的。 

 

改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改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改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改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近年部份內地大學取得很好的國際排名，內地又給予香港學生國民待遇的

學費，並且設有免試安排，在內地升讀大學，對香港學生來說也是一項進

修選擇。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亦可熟習內地的文化，建立在內地和香

港發展的人際網絡，為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合和發展培訓人才。 

 

可是，政府對此類學生未能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在 2014 年推出的內地

大學升學資助計劃，只能為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提供每年最高 1.5 萬港

元資助，至於 2017 年推出的免入息審查資助，也只能為學生提供每年 5

千港元資助。現時內地大學不同學科的學費，由 5千至 1萬元人民幣不等，

加上每月約 1千元人民幣的基本生活費，每年 1.5萬的港元資助，根本不

能令已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應付在內地升學的開支。 

 

除了資助金額外，計劃的申請資格亦需檢討。現時的資助只適用於內地的

156 間大學，佔內地近千間大學的少數，如學生不是就讀此 156 間大學，

就無法申請資助。另外，對於已在內地讀書的香港人，亦未能受惠於此計

劃內。而在內地修讀大學的香港學生當中，保守估計有三成屬於此類。 

 

故此，新論壇建議政府檢討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一是放寬申請資格，

讓更多合資格的內地大學，以及所有在內地讀大學的香港人，均納入資助

計劃中，以增加受惠港人學生數目。另外，資助金額亦需提高至合理水平，

以滿足學費和內地生活費的基本需要為目標。政府也可考慮設立免入息審

查貸款，為學生提供足夠的貸款金額，避免學生因經濟需要，而放棄在內

地進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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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示科技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檢示科技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檢示科技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檢示科技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德國早在 5 年前就提出了「工業 4.0」的概念，人工

智能日趨成熟，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新媒體和智能手機的發展，亦大大

改變了傳統的營業模式，對各行各業和專業技術要求帶來極大挑戰，部份

傳統行業很可能快速被新科技取代，可是，現時的教育制度所傳授的知

識，是否可適切回應未來的挑戰，還是未知之數，然而，經改革後的 334

學制，著重語言和通識教育，但不利於培訓理科和工程人才，令香港難以

培養足夠的工程人才，回應創新科技經濟發展所需，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

一大隱憂，故此，新論壇認為政府應檢示科技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讓

香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 

 

設專責架構設專責架構設專責架構設專責架構  推動文化及體育產業推動文化及體育產業推動文化及體育產業推動文化及體育產業 

 

要改善大專生的就業和向上流動，除了提升教育質素，政府也要帶動新興

產業發展。新論壇一直倡議，要求政府參考英國和南韓的經驗，成立「文

化體育旅遊局」，將文化創意、體育及旅遊相關的政策集中由一個新的政

策局處理，促進文化及體育產業發展，提升城市魅力和吸引力。 

 

體育運動有助培育國民身份認同，發展體育產業可以提升社會自豪感和歸

屬感，尊重遊戲規則，提倡團體精神。另一方面，各項的體育盛事和比賽，

可成為具吸引力的旅遊項目，為香港旅遊業增值。新論壇在 2015 年進行

的民意調查亦發現，近七成的受訪者，均同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和體育盛

事的方向。我們期望政府能盡快提出架構重組的建議，推動香港文化及體

育產業發展，提供更多不同種類的優質就業機會，為擁有不同興趣的青年

人，提供一展所長的空間。 

 

支持開發土地支持開發土地支持開發土地支持開發土地  建立持續土地供應建立持續土地供應建立持續土地供應建立持續土地供應 

 

在過去三次的大學學歷勞工收入研究均發現，雖然大學學歷勞工收入有穩

定增長，但增長被樓價大幅蠶食，嚴重脫離他們的負擔能力。香港土地短

缺問題如無法解決，不單令青年難以置業，也嚴重窒礙香港各新興行業發

展。故此，新論壇支持特區政府，就如何滿足長遠的土地供應進行公眾諮

詢，透過理性討論，凝聚建立持續土地供應的共識。新論壇分別在 2015

年和今年進行了有關土地供應問題的民意調查，有關釋放部份郊野公園土

地的建議，在 2015年有 47%受訪者表示可以考慮，在 2017年的民調發現，

在加入「保持郊野公園總面積」及「發展公營房屋」的前提下，有 64.6%

表示可以考慮，比 2015年的大幅上升 17個百份點，反映社會對此方案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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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態度，新論壇期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能發揮帶領社會討論的作用，整

合社會各界意見，擬定一個可供政府盡快落實的持續土地供應建議。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