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高中畢業生只需一紙申請，就順利入讀大學，令升學
比例僅得三成的本港高中畢業生羨慕不已。只是，高等教育應
該 「矜高自持」 ，以高門檻高淘汰率培養精英，抑或 「放下身
段」 ，面向普羅大眾？台灣教育部門兩岸及國際事務教育司司
長林文通，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高等教育必須精英化，而香
港的高校生源再好，專上院校切不可超過二十所。他認為，精
英教育輔以有系統的專業技能培訓，勝過為單一學位教育 「充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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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高等教育須走精英化
台教育官員談三地大學發展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B17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基督教女青年會一項
調查發現，參加就業服務的青年認為最有用的不是傳統
就業支援，而是由專業社工度身訂造的個人輔導。女青
年會建議政府加強個人需要為本的青年就業服務，提倡
「一人一實習」協助青年及早累積工作經驗，避免在工

作世界 「硬陸」。
基督教女青年會以問卷訪問了178位參與該會就業

服務計劃的青年，發現青年認為最有幫助的服務是 「社
工提供的個人輔導」， 「職業技能訓練」及 「職業資訊
的提供」排名反而較低（見附表）。女青年會青年就業
服務督導主任林遠濠表示，現時青年對自己能力看法兩
極化，有些青年自以為學歷高而不肯屈就某些工作，有
些青年則過分自卑，因此社工的個人輔導十分重要。他
指出，青年最常見的就業問題是欠缺工作動機，社工往
往須投其所好，在短期內為青年建立信心及成功感，然
後才指導青年找工作。

青年欠缺工作動機
林遠濠認為，政府協助青年就業的焦點側重培訓知

識、技能，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實習機會予青年，協助

他們及早累積工作經驗及認識工作世界。他說，女青年
會一直倡議 「一人一實習」，他更進一步，建議政府讓
所有新高中學生都有實習機會， 「因為未必人人中學畢
業後都會升學，實習可避免他們在工作世界 『硬陸』
。」

有語言障礙的黃運友七年前透過女青年會在狗場實
習，現時在狗場擔任牽犬師。其僱主郭安琪憶述，黃運
友起初替狗隻洗澡時，洗到狗睡了也未完成，牽犬時
「狗有狗行，人有人行」，表現並不算好，但他經過不

斷努力，現已是成名牽犬師。郭安琪認為，黃運友是一
個很成功的例子，因此支持 「一人一實習」，給年輕人
踏入社會的機會。

談及本港最近接連發生子弒父母的倫常慘劇案，林
遠濠認為，事件是對政府的一個警號，政府只集中從經
濟角度看失業率高低，忽略青年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
他表示，事件亦反映父母期望與青年的落差，建議家長
多跟子女溝通，協助子女訂立計劃，並多鼓勵子女， 「
不要一開始便下判斷覺得子女失業便是懶」。他又建議
父母為失業子女尋求專業協助，認為效果會比日夜責備
為佳。

社工個人輔導助青年就業

【本報訊】針對台灣院校整併困
難，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
任凌友詩，於早前舉行的研討會中表
示，曾去信林文通，建議台灣裁撤高
校前，可先考慮香港和內地的需要。
林文通表示，隨兩岸教育往來持續
頻繁，每年非本地生源增長百分之四
。未來將與內地和香港院校合作，開
設專升本和副學位銜接課程。

林文通稱，隨兩岸教育合作的
日漸頻繁，來台攻讀的內地生，由08
年的一千三百名，增加至去年一萬五
千名。同時，台灣亦從去年開始直接
以文憑試成績錄取本港新制高中畢業
生。

他透露，未來或將推出學位銜接
課程，目前，本港副學士學位和高級
文憑課程相當於台灣的二專，即畢業
後的學生，程度與大二學生相似，副
學士畢業生未來或可進入台灣高校攻
讀大學三、四年級課程，隨後拿到學
士學位。他希望今年可以首次招收副
學士學生，亦有計劃與內地院校商討
專升本課程。

不過，林文通亦表示，其認同凌
友詩的看法，因為過於依賴非本地生
源，或將影響本地教育規劃，因此整
併是台灣高等院校不可避免的漫漫長
路。

林文通表示，香港目前的高等教
育入學狀況，恰似四十年前的台灣。
當時，因為大學入學比例只有二成五
，所以台灣力推教育改革，為學位教
育充氣。他回憶，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台灣的高校不過18所，到他大學畢
業亦不過38所，而目前，台灣擁有多
達163所高校，平均十餘萬人就有一
所高校，而香港平均七十萬多人才 「
共享」一所高校。

專上院校勿超20所
這一組令改革者欣慰的數字，卻

無法掩蓋僅僅 「看上去很美」的現實
，林文通表示，每年有四萬五千名碩
士和五千名博士，共計五萬人 「前赴
後繼」投入人力市場。目前，台灣碩
士以上學歷持有人就超過一百萬。 「
人力市場根本無法吸納，有些職務只
要求高中畢業生，結果博士、碩士也
去應徵」。

另外，林文通說，兩岸三地均面
臨出生率持續走低的問題，而堪稱
「重災區」的台灣，近年出生率僅

0.88， 「意味平均每對夫婦，生不
到一個孩子」。出生率十餘年持續走
低，影響至高校的收生。目前，三分
之二的台灣高等學府招不滿學生， 「
一個院校千人的收生計劃，一般只收
到七百到八百人」。他認為， 「過不
了十年，台灣就將會看見有不少大學
關門」。

院校合併過程艱難
應此，台灣教育部門決定，除不

新增大學，更決意整併現有學府。林

文通表示， 「我們的目標是將大學降
至一百一十所」。但院校合併是一個
艱難的過程，例如，台灣清華大學和
台灣交通大學緊鄰，儘管合併之聲四
起，但兩校因校名問題一直商談未果
。目前成功整併的僅嘉義大學一個案
例，亦歷經多年磨合。裁併三分之一
高校，談何容易。

林文通表示，如以台灣教育體系
膨脹為前車之鑒，按照香港的人口數
量，高等院校不能超過二十所。而且
院校增加決不能一蹴而就。 「如果香
港教育局願意聽我的意見，那我一定
會告訴他們，高等教育必須走精英化
，無法入讀大學的學生完全可以走職
業教育的道路。」

職業教育培養藍領
那麼，無法拿到學位的年輕人去

哪？林文通說，事實上兩岸三地，都
面對同樣一個問題，我們有大批文學
碩士，卻缺少修電梯的人。

而目前台灣的職業培訓系統，或
值得借鑒。他說，台灣學生在中三畢
業後，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進入普
通高中，升讀綜合性大學，或者入讀
職業高中，再入科技大學。通過與綜
合大學不相伯仲的系統教育途徑，
培養具有多個技能的藍領， 「比如
建造業的學生，也學會計、財務分
析」。

當然，對於職業教育是否要以大
學形式完成，依舊值得商榷，但利用
職業教育，培養尖端及實幹的藍領，
也許可為膨脹的，或正在膨脹中的學
位教育體系，提供一條分流之路。

中大聯歡會宣揚傳統文化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日前邀請約180位

來自逾20個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國際學生、內地學生及本地學
生出席 「中國文化之夜」聯歡晚會，透過多項特色的表演節
目及遊戲，鼓勵不同地區的學生互相認識及交流，同時讓國
際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當晚更有多位駐港外國領事／副領事
及非本地生獎學金的捐款人出席，一同欣賞學生的精彩表演
，並參與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攤位活動。

聯歡晚會特設多個攤位，包括彩虹書法、麵粉公仔製作
、小食等，展示中國文化，駐港外國領事和一眾嘉賓更嘗到
攤位中展示的糖餅、砵仔糕等本地美食。來自不同地方的
學生合作在晚會中獻上具中國色彩的表演，來自荷蘭、美加
、墨西哥、韓國，以及內地學生合作演出扇舞、旗舞及二胡
表演等，氣氛熱烈。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浸會大學
教職員工會聯同浸大學生會等昨發表聯合聲
明，反對政府改變前九龍塘李惠利校舍地皮
用途，要求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法決定
土地的具體用途。

多個組織昨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政府在
諮詢期間將李惠利地皮列入本年度賣地表，
破壞土地用途規劃的程序公義。聲明指，在
該地皮興建500個住宅單位，只會為有錢
人提供住屋選擇及投資機會，成全地產商
利益，對解決一般市民的房屋需求毫無幫
助。

浸大教職員工會認為，雖然社會各界明
確反對在李惠利地皮興建豪宅，但對地皮的
具體用途則意見不一，仍須尋求共識，要
求政府以公平、公開、公正的方法讓市民
探討、論述，找出服務公眾利益的最佳方
案。

浸大學生會會長馮靖汶透露，學生會早
前發起的一人一信行動反應踴躍，約有2000
人已去信城規會反對將李惠利地皮轉為住宅
用途。她說，學生會將發起遊行，若政府最
終堅持改變李惠利地皮的用途，不排除會呼
籲全校學生罷課。浸大教職員工會理事陳士
齊表示，會方支持罷課、罷教，並希望與各
大專院校聯合行動。

副學士或可升台大三

青少年參與就業支援計劃後
對各項服務的評價

就業服務

社工提供的個人輔導

個人素質的訓練、培養

職業資訊的提供

職業技能訓練

工作實習的機會

受訪人數

資料來源：基督教女青年會

認為服務有幫助的
受訪青年百分比

96.6%

93.9%

90.4%

89.8%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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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調查倡一人一實習
▲各國學生於中國文化之夜合跳扇子舞

◀台灣教育部官員
林文通，接受本報
專訪時指出，高等
教育必須精英化

▲郭安琪（右）
展示黃運友在狗
展工作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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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會青年
就業服務督導主
任林遠濠（左一）
表示，有些青年
自以為學歷高而
不肯屈就某些工
作，有些青年則
過分自卑，因此
社工的個人輔導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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