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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自資院校規管得宜 可發揮優勢特色
 
 
 

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下稱「小組」）公布諮詢文件，較全面檢視香港自資專上教育概
况、自資專上教育界別角色、對該界別的規管和支援及副學位課程未來路向等議題。

自資專上教育可分為兩個層面：（A）副學士課程vs.學士或以上課程，及（B）獨立自資院校（大
部分為私立院校，沒有公帑資助）vs.教資會資助院校（又稱公校）屬下自資單位或課程，因此可組
成4 個不同板塊。要準確了解及解決箇中問題，先要鎖定所討論之板塊和焦點，以免淪為空泛及引
起混亂。

現時大部分自資副學士課程（包括高級文憑），主要由教資會（UGC）院校轄下自資單位（如社區
學院或持續進修學院）自行開辦；其餘自資副學士課程由自資院校按《教育條例》經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下稱「評審局」）評審後提供。在自資學士課程上，大部分由9 所按《專上學院條
例》經評審局認可的自資院校（另外還有政府成立但自資的公開大學與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開
辦。UGC資助院校轄下自資單位，一直有開辦自資高年級銜接學士課程（下稱「銜接課程」），近
年更有幾間公校開辦4年制或5 年制自資學士課程（大部分不需作獨立評審）。香港是世界上極少
數的地區，公校沒有規限可自由兼營自資本科課程。

作為小組諮詢的重點，本文主要針對提供學士課程的獨立自資院校。政府支持公帑資助院校和自資
院校同步發展的政策，已廣泛獲得認同。不過要達到這目標，除改革規管外，政府必須向自資院校
提供更多支持政策。另外目前「公校兼自資」現象已造成一些潛在角色衡突、交叉成本補貼、不公
平競爭和「小金庫」的關注與爭議，但可惜小組並未有處理這些敏感但急要解決的議題。

獨立自資院校的重要角色

非牟利自資學位頒授院校的成立，主要是回應政府約10 多年前決定提高學士入學率的政策（由當
時低於兩成提高到現今近四成），因此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和社會流動。多所獲評審局認可的自資
私校，過去10 年在沒有政府撥款資助下一直艱苦經營、穩步成長，其中兩所院校已按教育局《成
為私立大學的路線圖》申請正名「大學」。

小組肯定獨立自資院校在促進整體高等教育的多元健康發展扮演重要角色，以能滿足香港多元人才
的需要、提升整體勞動人口素質、加強香港在全球化知識型經濟中的競爭力。自資院校與公校優勢
互補、各展所長，也讓師生家長多一個高教模式選擇。因此自資院校對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

自資院校的特點是有較強自主性、靈活性、多樣性、適應能力、市場靈敏度、創新和成本效益。例
如恒生管理學院採用獨特的「博雅＋專業」教育模式，主力本科教學，着重小班教學、緊密師生關
係與學生個別關顧指導，在多方面填補了主要為研究型的UGC 資助院校之不足。UGC 資助院校提
供多元綜合及傳統學科的課程，而自資院校可集中資源開發有自我優勢的專業範疇和有特色課程。

雖中六學生人數持續下降，而自資學士課程的供應亦有點飽和，但自資院校一直採取措施應對這些
挑戰。一些較新及較小型的院校（特別是沒有完善校園空間和設施的院校），在招生方面面對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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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但相信如果這些較小型的院校能有自己優越而獨特之處，它們仍可透過重點針對特定群組的
學生繼續成長，保持作為小而優、有特色的院校，底線是其質素保證。

自資院校在香港的起步很遲， 規模、資源、成就與名氣至今都未及公校。如能按小組建議獲政府
更多政策和財務支援（例如包括發放啟動期的一筆過資本投資補助金及經常資助），自資院校將能
更快提升其校園建設、教學設施、師資與學術水平，相信不久香港會有更多與公校水平相若的私立
大學。

政府從來沒有讓自資院校主要依賴市場力量主導其發展，一些直接或間接的政府規管措施一直存
在。這些包括院校要符合專上學院條例要求、各院校本身憲章、評審局嚴格學術評審要求、教育局
指引要求、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管治及質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及教育局《成為私立大學的路線
圖》等，因此已有嚴格獨立的質素保證和評審機制。

不應主要以收生數判斷「停牌」

筆者歡迎小組檢討及修訂在1960 年代通過的專上學院條例，包括加入更合理明確的「取消課程╱
院校註冊」準則，以回應規管自資院校的公眾期望（雖然現行評審局已有取消個別課程甚至院校註
冊的機制）。但由於一些認可自資院校只成立幾年，政府應給予合理的試辦期（如至少7 年）和提
供所需政策與直接財務支援措施。另外政府也不應主要以收生人數作「停牌」判斷，而應更重視其
質素水平。政府亦應盡快修改該條例一些過時落後的條款，例如免除教師聘任需向教育局取得批准
的要求，避免引起干預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的嫌疑。

評審局主要職責之一，是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評審自資院校及其學位課程。由於擁有自我評審資格，
目前UGC 資助院校在開辦新自資學位課程前，不需經過如評審局的嚴格和繁複的外部獨立「新課
程評審程序」。評審局和教育局應多向公眾介紹評審局的嚴格學術評審程序，以提高公眾對自資院
校及其學位課程質素的信心。

小組建議修訂專上學院條例，使其能適用於所有自資院校及UGC 資助院校屬下自資單位╱課程，

並接受評審局統一評審，及要求UGC 資助院校屬下自資單位與課程脫離母體院校。筆者認同此建
議的新措施能促使一個更統一、健康和平衡的自資教育生態和競爭環境。至於應否進一步將評審局
與為UGC 資助院校進行質素核證的質素保證局， 合併為單一質素核證系統，也值得小組深入考
慮。

應更多規管公校自資課程

總體而言，目前似乎已有足夠規管措施監管自資學位頒授院校，大多自資院校已有良好的管治機制
及學術水平。自資院校的一些優點是其高度的自主性、靈活性和對市場需求的靈敏度，特別是在提
供的學位課程、課程學生人數、學費水平等。政府在維持有效監管架構及讓各類型院校能公平競爭
的同時，應進一步讓自資院校的發展由市場力量主導，並盡量減少干預，避免過度監管。相對地，
政府應實行更多規管措施監察UGC 資助院校提供之自資課程。

（作者按：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

（回應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諮詢文件．二之一；編者按：下周一(7月9 日)續下篇）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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