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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19年來，特區政府一直將教育
列為最大公共開支項目。除了積極推行教
育改革，全面革新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重
視兩文三語外，當局同時鼓勵本港大學
生和中學生加強對外交流，以擴闊
視野。第四屆政府更致力推動創
新及科技發展，為香港在經
濟全球化的大環境尋求發
展新方向和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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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筆投放資源提升教育質素

港府推動創科增競爭力

梁振英落實競選承諾
明年推15年免費教育

【大公報訊】政府近年推出
了一系列措施，增加資助高等
教育機會，為畢業生開拓更寬
廣的升學途徑。其中，特區政
府推出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計劃」，2016年參加內

地院校增加6至84間。今年更宣布

優化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經優化後的計劃，新學年將擴展至

資助於155所指定內地院校修讀學士學位
課程，並有經濟需要的港生，不論申請
人是透過哪種途徑考入有關院校都可受
惠。此外，由2015/16學年起， 「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每屆約

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
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為增加本港副學位畢業生升學出路
，特首梁振英於去年《施政報告》提出
，2015/16學年起政府逐步增加1000個副
學士銜接資助大學三年級學額，到2018/
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成績優秀的副學

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大學，估計每年開
支達四億。特區政府今年亦推出 「香港
副學位畢業生升讀華僑大學銜接學位課
程試行計劃」，17間本港院校副學位畢
業生可以申請福建省華僑大學11個專業
的兩年銜接學位課程，本港大專生可獲
得多一個取得大學學位的途徑。

【大公報訊】回歸19年以來，特
區政府切實履行 「教育投資不手軟

」承諾，教育開支一直高踞公共
開支首位，今年再給家長及學子
一大 「喜訊」，明年起將正式落
實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屆時
預計70%至80%半日制幼園學童
毋須交學費，政府每年經常性
開支將由現時推行學券計劃的
41億，大增逾60%而為67億，香
港也向15年免費教育目標邁進。

回歸後，特區政府由2008/09
學年起，每年斥資10至12億，將免費

教育由九年伸延至高中12年，2008學年

起全面資助學生至高中畢業為止，約19
萬名高中生受惠，政府於1978年開始推
行的小一至中三的 「九年免費教育」隨
即成為歷史。

學界爭取多年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亦是2016年《施政報告》亮點之一，亦
落實特首梁振英15年免費教育的競選承
諾。免費幼教下，政府將按學生人數為
學校提供 「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每
名非牟利半日制幼園學生，資助額為
32,900元，較現時每年學券資助額
22,510元高逾46%，用以支付幼
師薪酬及幼園營運等開支；至於
全日及長全日制幼園的資助額

，則分別較半日制高30%及60%，每學
生的實際資助額約為42,770元及52,640
元。

2017/18學年起幼稚園三個年級學童
全面受惠，但日後家長仍須繳付雜費，

如校服及茶點費等開支，當局會加強監
管雜費項目收費，避免幼園濫收。過渡
期間，政府會邀請 「關愛基金」在2016/
17學年，先為有經濟需要家庭提供一次
過開學津貼，預計五萬名學童受惠。

【大公報訊】香港一直至力發展成
為區域教育樞紐，並推出一系列措施，
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包括資助本地學
生到世界各地交流。特首梁振英在今年
《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10億元的 「一
帶一路」獎學基金，希望促進香港與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的交流。

回應各界意見，教育局從善如流，
決定將 「一帶一路」獎學金改為 「雙向
」資助，新設 「一帶一路境外升學獎學

金」，供港生前往 「一帶一路」沿線地
區升讀學士課程，每人每年12萬港元為
上限，又將於今年七月推出 「一帶一路
」交流資助計劃，並在2016/17年度向參
與計劃院校發放約6000萬元，每名學生
資助總額上限5.3萬元。

為加深香港年輕一代對國情的認識
，增進與內地交流，特首梁振英任內提
出多項措施，包括在2015/16學年起分三
年撥款1.9億元，為每間中小學每年提供

12萬元津貼，與內地學校結成 「姊妹學
校」，期望結盟數目倍增至600間。

內地交流計劃方面，根據現有機制
，政府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往內地
交流一次，梁振英提出 「加碼」於2015/
16年度增撥1200多萬元，預計到2017/18
年度，每年撥款增至3800多萬元，合共
費用超過一億，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
機會，由現時一次擴大至中小學階段各
一次。

為追趕日新月異的世紀科
技大潮，第四屆特區政府三年

多前就提出成立 「創新及科
技局」。然而，好事多磨

，經過立法會足足三年
的 「拉布」，創科局
終於在2015年11月開
局，成為政府第13個
政策局，資訊科技
專家楊偉雄獲國務
院委任為首任創科
局局長。行政長官
梁振英並在今年《施
政報告》公布投入約

48億港元，列出一系
列關於創新及科技措施

，重頭政策包括成立20
億元 「創科創投基金」，

政府與投資者以1：2的比例
作配對，資助初創企業。同時

，政府撥款20億元推行 「院校中
游研發計劃」，資助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資助的大學在重點科技領域，進行
更多中游及可轉化作應用的研究。

20億成立「創科創投基金」
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

把 「創新及科技」獨立成章，而且投放

相當 「大手筆」，展現特區政府發展創
新科技的決心。事實上，科技與生活息
息相關，新成立的創科局將大力統籌、
協調、支援和配合香港創科事業的發展
。梁振英又宣布一系列建議，推動香港
創新科技事業的發展，創科局將統籌大
學、科學園、工業邨、數碼港、生產力
促進局、應用科技研究院及其他四個研
發中心，建設科研、開發和生產體系。

梁振英提出，預留20億元成立 「創
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
投資基金，共同投資香港本地的創科初
創企業，當局會公開邀請風險投資基金
，希望引進Smart Money，加大它們在
香港投資創科領域的初創公司，以會1
：2的出資比例，與私營風險投資基金
合作。引進Smart Money的同時，亦引
入風險投資基金的專業知識和商貿網絡
，協助完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

推行「院校中游研發計劃」
大學與中小企是政府推動科研的重

要對象，特區政府今年將撥款20億元推
行 「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向每個獲批
項目資助最高500萬元，跨學科或多院
校合作上限1000萬元。政府會諮詢教資
會、學術界及其他持份者後，訂出院校
中游研發計劃的具體研究課題，項目為

期最長三年，每個獲批項目可獲最多
500萬元資助，跨學科或多所院校合作
的項目的資助上限為1000萬元，金額按
項目的階段成果分期發放。政府擬每半
年邀請院校提交申請，成立一個專家委
員會評審，考慮創新及科技內容、技術
能力、財務因素及管理能力等因素，批
核款項由創新科技署負責，設有監察及
檢討機制。

同時，特區政府亦推出為期三年、
涉及五億元公帑的 「科技券先導計劃」
，當局計劃是以2：1的配對模式，向每
家中小企提供最多20萬元資助，每家最
多可獲批三個項目，有關中小企必須以
現金投入不少於核准項目總成本三分之
一的資金，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提高
生產力、升級轉型或重新裝備其工序，
每項目應在12個月內完成。

一帶一路獎學金促雙向交流

港生內地升學擴資助

▲梁振英（右二）上任後，即推動創科發展。圖為他早前赴法國訪問，其中參
觀巴黎開發硬件科技企業。左二為創科局局長楊偉雄

▼政府明年正式推行免費
幼稚園教育政策

▲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
為畢業生開拓更寬廣升學
途徑

▶政府設 「一帶一路」 獎學基金，促
進香港與沿線國家學生交流

▶港府大手筆投入資源，發展創
新科技事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