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lionrockdaily.com 2024.6.21 | FRI

2024.6.21 | FRI

2024.6.21 | 星期五

2024 年6月21日 星期五

2024.6.21 | FRI

2024 年6月21日 星期五

P2 要聞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與團結香港基金昨日
聯合發表《香港青年於廣州創業的機遇與挑
戰》報告。圍繞包括能力和認知與實際需要
的差距、創業資訊獲取與解讀、創業基地發
展同質化等7個在穗創業的香港青年面對的
主要挑戰，提出針對性建議，又提倡7項建
議，其中向特區政府提出3項建議，包括提
供短期就業技能、建立大灣區港青創業政策
資訊平台以及拓展創業港青的營商配套諮詢
服務。

不熟悉內地行業運作

截至去年7月，廣州共有52個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吸引2,000多名港澳青年來

穗創新創業，累計孵化項目2,099個。是次
研究採用實地考察和個案訪談的調研方法，
到廣州天河及南沙訪問了十多位香港青年及
負責人，涵蓋超過20個產業方向。研究發
現，香港青年對內地行業運作、創業模式，
兩地政府的資助形式和補貼政策並不熟悉，
申請政府資助時遇上困難。他們又認為內地
創業政策轉變快，駐粵辦亦未能充分了解創
業港人的需求，支持不夠全面。
對此，團隊建議特區政府應以先就業，

後創業的模式，協助港青獲取當地相關行業
技術和經驗，逐步建立創業網絡，亦建議建
立如HKYouth+手機應用程式發放相關資
訊，駐粵辦亦可透過轄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推廣中心提供教育和醫療諮詢服務。
他們並建議廣州市政府提升民營孵化載

體功能，令獲取創業資訊更便利，又建議加
強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與廣州孵化基地的合
作，建立內地網絡同時拓展香港海外市場。
多位參與調研訪談的香港創業青年代

表、NGO組織負責人、大灣區職場導師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其中，2000年就北上廣州創
業的林惠斌認為，為企業在不同階段面臨的
問題提供諮詢和解決方案十分重要。例如在
創業前期要幫助港青了解內地的政策、市
場、文化和營銷模式等，在企業註冊和經營
階段幫助解決身份認證、企業招聘、市場推
廣等。

港青鍾斯敏去年北上廣州創業，其公司
主營業務範圍是軟件、網頁和系統開發等，
主要合作對象是學校和各大教育機構。鍾斯
敏坦言，目前項目落地的難點就是缺乏與大
灣區有需要的內地學校和教育機構的對接。
她希望特區政府與相關行業協會和機構，協
助提供一些項目對接和定向的業務支持。

港青在穗創業遇挑戰 倡設資訊平台 ■港青學生在廣州參觀
創業基地。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沿用多年的18%
大學學費成本收回率，多年來因經濟

起伏有所波動，而提供高等教育的成本呈
上升趨勢，故有關比率近年持續下跌。數
據顯示，2013/14 學年，成本收回率為
17.6%，至2024/25學年，預測成本收回率
將下滑至12.5%的低水平。調整學費後，
2027/28學年將稍為改善至13.4%。發言人
指，自上一次調整學費以來，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已累計上升四成，故這次調整幅度
非常溫和。
發言人强調，高等教育有異於一般公

共服務，是對香港未來的重大投資，特區
政府一如以往以審慎態度處理學費調整，
並盡力在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公共財政紀
律，及為學生提供可負擔的高等教育之間
取得平衡，在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同
時，確保有關界別的長遠財政可持續性。

特區政府亦持續增撥資源擴容提質，下學
年的經常性撥款將近240億元。

3年後未有加費計劃

發言人又指，特區政府的政策是確保
符合資格的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接
受高等教育。為修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合
資格全日制大專學生提供須經過家庭入息
及資產審查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
劃」和無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全日制大
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配合這
次學費調整，該兩項資助計劃下提供的學
費助學金和學費貸款額亦會由2025/26學年
起相應調整；各教資會資助大學對有需要
學生設有獎學金、助學金及貸款等其他財
政支援，確保學生不會因財政困難影響接
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強調，現時大

學學費已逾20年沒有增加，這次的加幅溫
和，每年加 5.5%即每個月支付多約 200
元，學生能負擔，而加學費與特區政府財
赤無關，暫時目標只加3年，之後未有加費
計劃。他指出，特區政府的目標是資助大
學生約82%的學費，但目前的資助比率接
近九成，所以有必要調整，並指即使連續3
年加學費，資助比率達約86%，遠遠超過
82%的目標。
陳國基又指，特區政府會給予有財政

困難的學生足以繳交學費的助學金，以及
透過約2%的特低息、長達15年還款期和申
請延期還款的寬鬆方法，幫助向特區政府
借貸的學生。
對於資助大學將於2025/26學年起連續

3年增加學費，不少家長和學生或會擔憂本
港的自資大學可能亦會跟隨「加價」，本
報特就此向各自資大學查詢。當中，香港
都會大學回覆指出，其為特區政府創辦、
財政獨立的自資大學，學費為主要收入來
源，以支付大學營運及課程營運開支。在
面對通脹、市場競爭等因素，都大會適時
按相關政府指引及因應當時的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等，檢視這些課程的學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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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大學的科研和學術地位受到廣泛認可，
圖為香港科技大學。

特區政府將於2025/26學年起增
加資助大學本地生的學費，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及嶺南大學均表示，理解特區政府這
次調整學費的決定，並將作出相應配
合，透過獎學金、助學金等財政支援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經濟援助，確保
他們能應付學費開支，以及有機會參
與不同交流計劃及活動。

提前一年公布讓社會消化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是次加幅合理
溫和，並提前一年公布讓社會消化，
是兼顧了同學的需要、公眾的感受，
以及特區政府的財政紀律目標。他建
議各大學可籌集並提供更多資源支援
有需要的同學，亦應鼓勵商界、企業
加強對大學和同學的支持。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教育事務副

發言人陳仲尼亦認同今次學費調整合
理且溫和，絕大部分家長及學生可以
負擔。他理解部分家長和學生會為加
學費憂慮，但特區政府已充分考慮社
會環境和家庭承受能力，並會適當增
加向全日制大學生的助學金和貸款額
度，確保到有需要的學生能繼續升
學。他相信學費調整後，特區政府可
更有效運用教學資源，尤其可投入更
多資源到職專教育及應用科學大學，
以確保教育質量的持續提升及多元發
展。

陳仲尼認為，本港資助大學在科研和學
術上的國際地位一直獲廣泛認可，加學費後
仍然比英國、澳洲、美國等地的學費有競爭
力，期望特區政府能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
際高等教育樞紐的地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來港發展。

香港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的本地生
學費27年來首次調整，特區政府經仔
細研究後，昨日公布將於2025/26學
年起連續3年增加學費，平均每年加幅
5.5%，學士及研究院課程將由現時的
42,100 元 增 加 至 2027/28 學 年 的
49,500元；副學位課程則由15,040元上調至17,800元。至於2024/25學年學
費會凍結，讓社會有更長時間及作好準備。為此，政府為修讀全日制大專學生
提供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
劃」之學費助學金和貸款額亦會在相關學年起相應調整。

教資會資助課程未來上調學費情況
學年
2024/25
2025/26
2026/27
2027/28
註：目前僅香港教育大學開辦小量資助副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

學士、研究院修課及研究課程
42,100元
44,500元
47,000元
49,500元

副學位課程
15,040元
15,900元
16,800元
17,800元

■教資會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學費亦有
相應加幅，圖為開辦小量副學
位課程的香港教育大學。

連續3年平均增5.5% 陳國基指幅度溫和能負擔

大學加學費 資助率仍達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