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問責協議》旨在提升資助大學的問責性
及其表現透明度，其中載有各種表現指

標，按大學的個別情況評估其表現。教資會近日
發布了2023/2024年度的最新問責協議資料，香港
文匯報針對各校促進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的表現進
行分析，發現在初創創業一環，嶺大有最多的
22.6%學生參與，教大及香港浸會大學分別有約
17%緊隨其後，但其餘5所大學相對較低，全部不
足10%。
在實習經驗比率方面，中大排第一，教大及香

港理工大學亦分別多於四成，最低的嶺大只有
7.5%，其他4校則為兩三成不等。

服務學習回饋社會 教大最佳
在學期間離港出外交流、訪問、實習，參與學

習團、體驗式學習及國際性活動等非本地學習經
驗，均是大學生開拓視野的重要渠道。
協議顯示，八大在有關方面差距不算大，百分

比最高的教大及港大有逾三成學生有機會參與非
本地學習，較低的中大及科大亦有接近兩成。在
透過服務學習回饋社會方面，教大有約三分之二
學生參與，在八大中最為突出。（見表）
因應學生參與初創創業比率高企，嶺大在回應

香港文匯報時表示，該校致力成為數字時代的文
理融合型大學，有關指標反映嶺大的吸引力正與
日俱增。
初創創業排名最低的中大解釋，該校一直致力
促進及鼓勵學生創新創業，設有研究及知識轉移
服務處，幫助科研人員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產
品，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近五年申請專利數目
達到全港首位。大學亦會於每年舉辦「中大創新
日」及「中大創業日」，展示師生校友的科研、

創新及創業成果，及透過中大深圳研究院的眾創
中心積極推動大學科研成果企業家培育。
在實習方面，中大表示，該校推出全港首創的

校企合作教育計劃「在學．在職計劃」，為學生
提供為期六至八個月、有學分及薪酬的全職實習
工作機會，深受學生及僱主歡迎，合作企業夥伴
亦逐年增加。
教大在學生參與服務學習、非本地學習經驗以

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學習經驗比率均為八大最高，
該校表示，一直鼓勵學生參與經驗及服務學習，
培育學生成為關心社會的人才，亦推動學生在海
外及大灣區實習和體驗，以提升學生在教與學方
面的體驗及發展，裝備學生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成
長。

港生參與初創創業比率偏低
除個別大學外，本港大學生整體參與初創創業

比率偏低。立法會議員鄧飛認為，香港初創企業
發展目前始終仍是短板，今次數字反映大學能為
學生提供相關機會不算太多，他希望各大學可以
更積極推動外，教資會亦可從資助政策層面，為
鼓勵學生參與初創初業的大學提供更多撥款，創
造誘因營造更濃厚的「雙創」氛圍。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留意到，在非本地學

習經驗中，八大學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學習比例
偏低，認為近年很多內地知名企業積極為港生提
供實習機會，建議大學加強宣傳，吸引更多學生
參與。
在初創創業方面，他認為只靠大學鼓勵未必足

夠，但可在中學階段讓更多學生體驗創業歷程，
近年已有不少非牟利機構舉辦類似活動，希望各
中學積極參加。

初創創業參與率 嶺大生稱冠八大
教資會發表港大學年度「成績表」 中大近半學生獲實習機會

中大擬設跨領域專組制訂五年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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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香港中文大學新
任校長盧煜明昨日透過中大刊物《走進中大》
分享其工作大計。他指熱切期待與大學校董會
及中大管理團隊密切合作，為大學規劃新方
向，而當務之急是成立跨領域專責小組，為大
學制訂新的五年策略計劃，作為大學2026年至
2030年發展的路線圖。專責小組將思考如何優
化書院制度以提升學生體驗；打造人文與科學
兼擅的研究和創新生態系統；建設中大成為全
球人才中心；促進校友關係和社會參與；以及
加強國際化和戰略合作等。
盧煜明強調，在現時的科技大環境下，大學

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回應人工智能（AI）的發展
趨勢。他舉例說，目前的DNA研究都需要運
用人工智能，它亦能協助醫療程序，例如幫忙
看X光檢查等。但同時要慎重處理人工智能相
關的道德倫理、知識產權、專業責任問題等。
他又提到自己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參與研
究生書院的經驗，這讓他深深體會為碩士生和
博士生設立專屬書院的重要性，為他們提供更
全面的中大教育，因此會探討在目前本科生書
院制的基礎上再發展研究生書院的可能性。

盧煜明：促進知識轉化回饋社會
就香港積極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盧
煜明相信，自己在科學與創業方面的背景與經
驗，能為中大相關方面發展作出貢獻，並期望
在校長的新崗位上，能進一步檢視大學不同科

研成果轉化落地過程中面臨的瓶頸，並尋求改
善方法，促進中大知識轉化，為社會帶來實質
影響。
在全球「搶人才」的背景下，他深信大學必

須變得更主動，特別是主動協助能力卓越、對
策略發展至關重要的人才發展事業。同時，應
當推動中大邁向更國際化之路，目標將中大建
設為國際人才薈萃之地，吸引全球頂尖學者與
學生前來。
盧煜明強調，中大作為一所人文與科學兼備
的綜合大學，兩者的發展同樣重要。未來會投

放資源均衡發展科學與人文學科，使中大的學
術成果能在國際間發揮更大影響力。同時，他
會帶領中大繼續堅守弘揚人文精神的使命，致
力為國家及香港培養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備的中
大人。
他表示，出任中大校長一星期以來，自己與

校園內外持份者有不少互動的機會，包括與專
責大學各個發展範疇的委員會進行會議，與同
事們交流意見，一同為大學持續發展共商良
策，務求令中大對社會發揮更大影響力。

高等教育是香港重要的「金字招牌」，透過多樣化的表現指標進行評鑑

監督，是維持及提升大學教與學質素的關鍵。負責向香港八所資助大學

分配撥款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三個年度均會與各大學簽署《大學問責協議》，並

就八大的共通標準發布年度表現的「成績表」。香港文匯報深入分析各校問責協議的最

新資料，發現在近年社會大力鼓勵的創新創業方面，嶺南大學有超過兩成本科生參與初

創公司或創業，比率為八大中最高，最低的香港中文大學則少約20個百分點，只有

2.7%學生參與，但同時，中大是實習機會最充分的大學，45.8%學生有相關體驗。至於

非本地學習經驗，及參與服務學習的百分比，就以香港教育大學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盈盈

多
元
學
習
機
會
（
百
分
比
）

學
生
滿
意
度
（
計
分
）

院校名稱

參與初創創業

實習經驗

非本地學習經驗

大灣區內地城市學習經驗

參與服務學習

教與學質素

整體學習環境

研究式研究生#

SEN學生支援#

城大

7.5%

22.8%

20.2%

0.3%

13.5%

3.88

3.84

4.54

4.12

浸大

16.9%

31.6%

23.5%

3.0%

31.5%

3.66

3.62

4.24

4.21

嶺大

22.6%

7.5%

21.7%

2.7%

18.4%

3.93

3.92

4.53

3.82

中大

2.7%

45.8%

18.8%

0.8%

19.6%

3.80

3.94

4.30

4.03

教大

17.5%

45.5%

33.9%

7.8%

66.1%

3.63

3.64

4.12

4.15

理大

8.3%

40.5%

25.5%

0.7%

32.3%

3.88

3.93

4.39

4.19

科大

9.5%

25.0%

19.6%

0.5%

16.2%

3.79

3.92

4.60

4.16

港大

5.8%

29.6%

32.2%

2.0%

12.8%

3.86

3.90

4.29

4.14

註：滿意度以1至5分計，5分最高
#除了其中兩項滿意度註明為研究生/SEN學生外，其餘項目均以全體本科生作統計

資料來源：教資會《大學問責協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

●嶺大有22.6%學生參與初創創業，為八大最多。 資料圖片

《大學問責協議》載列了八大學生對各校教學
支援相關體驗的滿意度評分。根據最新的2023/
2024年度數據，在教與學質素滿意度方面，以5
分為滿分計，嶺大以3.93分領先，較之前一年增
長 0.07 分；教大以 3.63 分位居榜尾，下跌 0.05
分。
整體學習環境滿意度方面，中大雖比上一年下跌

0.04分，但仍以3.94分繼續領先；浸大下跌0.18
分，以3.62排名最後。在SEN（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支援滿意度上，浸大躍升至第一名，獲得4.21
分；排榜尾的嶺大得分為3.82分。在研究生整體研
究經驗滿意度，科大獲4.60分，排名第一；教大以
4.12分排榜尾。

嶺大表示，該校在教與學質素滿意度獲最高評
分，充分反映該校教學質素受學生肯定。因應
SEN生滿意度較差，學生事務處會透過定期問卷
調查了解學生學習體驗，以提供靈活的支持措
施，更好地協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
對教與學質素評分較低，教大回應表示，大學

內部一向有嚴謹機制確保教與學質素，教資會質
素保證局亦會定期對資助大學作質素核證，以促
進質素保證和提升。教大曾於2016年進行的第二
輪質素核證，其教與學質素獲正面肯定，第三輪
質素核證已於2024年完成，報告將於今年公布。
中大表示，該校在學習環境滿意度方面已連續

六年排名第一，肯定了大學致力促進學生全人發

展、豐富其學習體驗的努力。

議員：教資會須持續追蹤研究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認為，從教與學質
素、學習環境滿意度等方面，八大整體都有不錯
分數，反映學生普遍滿意大學的教研環境。隨着
八大取錄非本地生比例調高，在硬件設施負荷以
至課堂互動等情況，各大學近年已積極增加老師
人手，同時改善校內設施、建教學樓等，教資會
須持續追蹤研究，了解有關的影響。
他強調，教學質素是大學教育本分，需要不斷
提升培養各種人才，做好全人教育，故此解讀數
據時應考慮到各大學定位、學生相關經歷與成
果，同時教資會亦可多收集了解各大學國際化程
度與校園文化多樣性資訊，回應社會對香港高等
教育發展的關注。●圖為浸大SEN共融校園輪椅體驗活動。 浸大圖片

●中大擬成立跨領域專責小組，為大學制訂新的五年策略計劃。圖為中大管理團隊召開會議。
中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於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設立100億元「創科
產業引導基金」，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
性新興和未來產業，系統性建設創科產業生態圈。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創新科技署昨日起邀請市場
就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提交意向書，創科局局長孫東
將於本月20日下午舉行的簡介會，現場回答問題，
並聽取業界的意見和建議。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標誌着政府革新投資創新及科
技產業的思路，以充分發揮市場力量，把投資放大
並聚焦到指定的策略性產業。意向書邀請文件就該
基金列出初步框架，包括策略投資人須承諾出資的
金額、基金經理的資格、子基金的主要條款，邀請
市場提出意見。
根據基金的初步框架文件顯示，會在創科產業引
導基金下成立子基金，聚焦五個主題板塊：生命健
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半導體與智能設備、
數字化與升級轉型，以及未來與可持續發展。每個
板塊下各設一至數個子基金。

冀募集至少400億元
特區政府將作為子基金的有限合夥人，向各個子
基金投入資金，惟特區政府投入的總額不會超過100
億元，期望透過專業基金經理的募資能力及策略投
資人的參與，使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下的整體子基金
規模達到至少400億元，即市場投入的資金會是政
府出資總額的至少3倍。
此外，特區政府會成立督導委員會，就基金運
作、管理、投資目標、投資框架、遴選基金經理、
監察及檢討等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