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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學位教育肯定「物超所值」  

隨着全球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趨勢，而四年大學本科教育的成本愈來愈高，加上

很多畢業生的起薪點長年沒有顯著增長，甚至「學非所用」，這已令一些香港

人誤解學士畢業生過多、學歷貶值及與市場需要錯配，甚至鼓勵 DSE 成績較差

的考生報讀非學位的職業技術課程。但筆者相信這些「念大學無用論」或「學

位唔值錢論」明顯是太短視。 

目前只有兩成多香港勞動人口有學士學位，還嚴重落後於大多先進經濟體的近

四成。要了解大學生是否過多，還要看本科教育目的只是為就業或人力需求，

還是有其他同樣或更重要的人生和社會目的。 

學位教育具市場溢價 

當然近年多了大學生必然會令其平均質素有所下跌，但在香港能夠進入認可學

士課程的學生，都已達到文憑試的最低成績要求（約佔 35%考生），而這個要

求在國際標準來看算是不合理的高。因此大學生質素已經有一定保證，況且文

憑試成績並不完全代表一個人的全面素質與潛能。 

對很多學生和家長來看，念大學可提升個人的就業前途、收入、社會流動力。

本科教育也可提升社會整體就業、生產力與經濟增長。這沒有錯，不少學術研

究數據顯示學士學位確與個人長遠職位晉升與收入有關，有學位的人比無學位

的人之薪金差距，愈長時間愈大。即使一些職業技術院校畢業生的起薪點相對

較高，有學位的人比沒有學位的人更容易在職場轉工，減低中年失業的風險。

修讀四年本科課程肯定有其市場溢價。 

明顯地由於社會對人才質素要求的變化，今天一個學士學位已不能保證取得一

份「筍工」。近年香港學位畢業生的薪金停滯不前，涉及環球經濟轉型及很多

其他社會、行業與個人因素。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學位只是職場入場券，其後

的成就很依賴個人的能力、態度、修為與表現。 

不少學位畢業生肯放下身段從基層或較低技術職位做起，爭取一些前線運作經

驗，有利將來晉升至管理層，是可喜的現象。再者現今工作所需的多變知識技



能，往往與在院校所學的專業不吻合。就算畢業後第一份工是對口的，但過幾

年後也會轉行或自行創業。本科教育就是為年輕人準備未來的多元出路。 

本科教育對成長重要 

雖然政府和商界一直期望大學本科教育盡量與人力資源及經濟發展掛鈎，但本

科教育的目的不單為了個人就業、收入或 GDP，還有其他同樣或更重要的人生

和社會目的。本科教育（特別是博雅型）旨在培養具二十一世紀可轉移核心能

力，如跨學科知識、明辨思考、創意、人文關懷、道德價值、社會責任感的一

個人，令他們能快樂自信地發揮個人最大潛能及應付未來一生在工作和生活的

挑戰。 

例如本科主修人文社科的同學，不管自己日後能否應用所學於事業上，其知識

面和生活會變得更廣闊充實，更能深入理解世間的複雜問題。除提高個人的能

力素養，本科教育也可提升整個社會的質素、公平與和諧。 

我們如果視本科教育是一個具備能力資格的年輕人之基本學習權利及思考人生

的機會，和一個傳承知識文化的責任，那麼香港的學士入學率仍遠遠不算高，

更談不上有所謂「學歷貶值」、「大學生過剩」等憂慮。 

香港大多數人視非學位職業專才教育為升學出路的次選，並期望畢業後可銜接

學位課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於 DSE 達標的學生，應選讀職業專才課程

（不論是否學位）抑或傳統本科課程，應視乎學生個人的志趣傾向，而非只是

DSE 成績。在德國不少優秀的高中生投考職業技術院校而非傳統大學，這完全

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現今歐美先進的職業技術院校已從以往的專業導向，漸

滲進不少大學博雅教育元素（香港在這方面仍較落後）；而博雅型大學也已有

提供一些專業導向的主修課程，以滿足部分學生的就業需求。 

優質本科教育的成本確實很高，但作為一個社會的長期投資，回報肯定是物超

所值的。政府已向自資院校學士學生提供學費資助，加上院校的獎助學金，以

令中下經濟階層的學生能負擔得起念大學。從社會公平性及流動性，從追求一

個均衡快樂的人文社會來看，香港的大學生數目還是遠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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