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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線上

思路研究會、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
究所、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立法會議員周文港辦事
處昨日共同發布研究報告，為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
提出18點建議。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常務理事、港
專學院協理副校長林森說，受移民潮、人口老化等影
響，不少中小學面臨縮班殺校危機，教育需求逐步減
少，而自資專上院校收生嚴重不足，推動香港建設國
際教育樞紐，不單可以高效利用自資院校及中小學的
剩餘學額，填補香港的人才缺口，同時可吸引內地及
海外優秀人才來港發展，有助香港增強國際競爭力。

新加坡留學生多香港1.8倍
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周文港表示，現時香港

的高等教育體制，對外來青年來港就讀職業專才和高
等教育課程的吸引力不足，政策限制多，他建議政府
將現時規定資助院校兩成、自資院校一成的非本地學
生收生限制，盡快分階段全面撤銷。他指出，新加坡
土地只有香港的65%，卻有7.9萬人的非本地學生，
較香港多出1.8倍， 「新加坡都可以收到那麼多（學
生），如果本港按（新加坡）比例收生，8至9萬都
可以收得到。」

周文港又以香港教育大學為例，新學年有大約
5000名本科生，平均每年收生1250名，而基於非本
地學生收生限制，僅能接收250名非本地的本科學
生， 「但我們收到5000至6000名申請，當中最多收
250名。」 對於若放寬限制，校園設備、師資等是否
足以應付多一倍學生，周文港表示不用擔心， 「我們
不會一下收那麼多，會慢慢升至三成、四成逐級
上」 ，校方會因應就讀人口上升，支援教學人員、圖
書館書籍數量等。

倡研辦公營中小學自資學位
本港樓價高企，住房等配套亦是問題之一，周

文港說，個別學生可能在校舍外合租房屋，他建議政
府參考其他地區已推出的公私合作發展 「校外宿
舍」 、寄住家庭計劃等，為來自不同地區的非本地
生，提供不同類型宿舍。

研究報告又建議，政府放寬中國內地以及部分
亞洲國家中小學生來港就讀的入境限制，未來積極考
慮開辦公營中小學自資學位，促進非本地生全自資來
港就讀中小學，並且借鑒海外經驗，為來港未成年學
生的直系親屬提供有期限陪讀簽證。

香港擁有良好高等教
育基礎的優勢，特區政府
正在探討發展和鞏固香港
成為國際高等教育區域樞
紐。立法會議員周文港聯
同智庫機構與教育界發表
研究報告，認為現時高等
教育的非本地生收生不
足，建議放寬收生限制，
加強校內及住宿配套，為
本港未來發展培養人才，
增強國際競爭力。

報告舉例，國際學生
為英、澳等地帶來龐大的
經濟貢獻，包括留學生住
宿開支等，更有助推動旅
遊經濟和勞動力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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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收非本地生 吸人才增競爭力
智庫研究：國際學生為多地帶來龐大收益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夏寶龍在京會見
新界鄉議局訪問團

【大公報訊】8月29日上午，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以劉業強為
團長的香港新界鄉議局訪問團一行。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鍾偉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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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大學升學資助
9．8截止申請

【大公報訊】教育局昨日提醒有意申請2023╱24學年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的合資格香港學生，須於9月8日或
之前透過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網上申請平台（musss.edb.
gov.hk）遞交申請，或把填妥的申請表格以郵寄方式遞交教育
局。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資助計劃預期可惠及絕大多數到內地
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及有不同經濟需要的香港學生。

合資格的學生可申領資助計劃的 「經入息審查資助」 或
「免入息審查資助」 ，前者只提供予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資
助計劃的資助款項會按年發放，資助年期為有關學生於指定內
地院校就讀的學士學位課程的正常修業期。符合資格的申請人
只可在同一學年內，接受 「經入息審查資助」 或 「免入息審查
資助」 二者其一。

教聯會提十建議 倡浮動派位免殺校

鄧桂思案 兩醫生獲撤誤殺罪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兩名聯合

醫院醫生六年前懷疑 「開漏藥」 ，導致病人鄧
桂思急性肝衰竭死亡，今年初被落案起訴誤殺
罪，律政司申請撤回控罪，昨日獲法庭批准，
兩名醫生恢復臨床職務，但稍後仍要面對死因
庭聆訊。

裁定專業失當除牌獲緩刑
事件發生在2017年，女病人鄧桂思於一月

到聯合醫院求醫，獲兩名醫生林治崑及陳小劍
處方高劑量類固醇藥物，但無察覺病人帶有乙
型肝炎病毒，未有同時處方抗病毒藥，令病人
出現肝衰竭，女病人兩度換肝後，同年八月不
治，終年43歲。兩名醫生涉嫌 「開漏藥」 ，醫
委會前年裁定兩名醫生專業失當，分別除牌五
個月及三個月，緩刑執行，兩人更被暫停原有
職務，及調離臨床工作。

今年一月，兩人各被控一項誤殺罪，案件
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但控方在庭上表
示，完成調查及索取法律意見後，決定申請撤
銷控罪，獲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批准。

鄧桂思的死因研訊，原定今年二月
進行，但控方在死因庭召開前，控告兩
名醫生誤殺，因此死因研訊須暫時擱
置。律政司表示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案件日後或在死因庭展開研訊，律政司不
適宜亦不會對案件及撤控決定作進一步評論。

醫管局再次就事件向病人家屬致以衷心慰
問，繼續提供所需協助及加強臨床服務安排，
包括優化醫生處方藥物的流程及加強警示。

據了解，聯合醫院行政總監、九龍東醫院
聯網總監楊諦岡昨日向員工發電郵，已恢復兩
名醫生原有的職務和臨床工作，形容撤銷本案
控罪，對所有員工而言是 「鬆一口氣」 ，由於
兩名醫生日後仍面對死因庭聆訊，院方繼續與
兩名醫生並肩前行。

病人組織：冀盡快開死因庭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認為，早前

終院就相關控罪定下標準，本案未見連串嚴重
犯錯，所以最初對兩名醫生被檢控感到意外。
他指出，期望隨着本案撤銷後，可以盡快召開

死因研訊，審視公立醫院服務會否存在結構性
問題，從而提出改善方案。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稱，律政司撤控
有必要交代理據，否則若檢控準則不清晰，將
打擊社會對司法系統的信任。

醫衞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昨日到庭旁聽，
他表示，支持律政司撤銷控罪，醫護日常工作
已相當困難，不希望頭上 「仍有把刀」 ，醫委
會早前的聆訊，已從專業角度檢視案件，認為
事件的後續，透過死因庭處理會較合適。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表示，尊重律政司和法
庭的決定，再次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但
由於仍有死因聆訊，現階段不作其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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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年4月1日
2017年4月5日

2017年4月6日

2017年4月7-
12日

2017年4月13日

2017年4月20日

2017年4月21日
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9日

2017年8月26日

2021年9月23日

2023年1月9日

2023年2月27日

2023年8月29日

事件

鄧桂思因急性肝病，入住聯合醫院
鄧桂思急性肝衰竭，轉送瑪麗醫院
聯合醫院翻查病歷，發現兩名醫生處方類固
醇時，忽略鄧桂思是乙型肝炎帶菌紀錄，未
有處方抗病毒藥物以減低爆發肝炎風險
鄧桂思家人公開呼籲市民捐肝，其間發現長
女血型與母脗合，希望捐肝救母，但因尚有
3個月才滿18歲而被院方拒絕
26歲女文員鄭凱甄無私捐出2/3活肝，鄧桂
思接受第1次換肝手術
鄧桂思接受第2次換肝手術，聯合醫院向醫
管局通報 「開漏藥」 事件
聯合醫院向鄧桂思家人解釋醫療失誤
鄧桂思肺部受真菌感染，須使用 「人工肺」
聯合醫院公布 「開漏藥」 事件，承認溝通慢
及有改善地方，鞠躬致歉
鄧桂思於瑪麗醫院病逝，終年43歲
醫委會就涉 「開漏藥」 召開紀律聆訊，兩名
涉事醫生林治崑和陳小劍被裁定專業失德，
被判除牌，但獲緩刑
警方控告兩名涉事醫生各一項誤殺罪
原定召開死因研訊，惟因檢控方在死因庭召
開前，控告兩名醫生誤殺，死因裁判官因應
律政司要求，押後研訊
控方申請撤回對兩名醫生控罪，獲法庭批
准，聯合醫院恢復兩名醫生原有臨床職務，
惟兩名醫生仍可能要面對死因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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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正就2023年施政
報告展開公眾諮詢，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
昨日就下一份施政報告共提出十項建議。其
中包括建議立法推行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
育，宣傳中華文化激發學生對國家認同感；
教聯會亦建議推動專上院校實施 「一國兩
制」 教育，推動學生對 「二十大」 的認識。
而面對學齡人口下跌，教聯會建議在不縮班
的前提下採取彈性措施，調整開班線及浮動
派位，並做好學生人口規劃，暫緩學校合併
以消化新生來源。

教聯會共提出十大項，共61小項建議，
其中包括進一步提升愛國主義教育，該會主
席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錦良表示，為回應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

發表重要講話，堅定不移地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原則，培養愛國愛港的新一代。教聯會
建議政府立法推行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
育，同時通過宣傳中華傳統文化激發學生對
國家的認同感。

教聯會亦建議特區政府增加資源，推動

專上學生對 「二十大」 國家改革開放的認
識，並加強包括專上院校實施 「一國兩制」
教育在內的國民教育。

促暫緩學校合併重置
而對於本港學齡人口結構性下跌、出生

率不足等影響，導致中小學收生不足的情
況，教聯會則建議在不縮班的前提下，採取
彈性措施，適當調整開班線和浮動派位；並
考慮吸引內地學童、支援跨境生等措施，應
對本港學齡人口下跌的衝擊。

教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鄧飛表示，
建議政府重新做好學生人口規劃，亦應暫緩
學校合併重置計劃，為受資助的中小學提供
更多時間，消化新的學生來源。▲教聯會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10項建議。

▲立法會議員周文港和相關機構共同發布研究報告，希望放寬非本地生
收生限制和加強配套，支援他們來港就讀，助力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育
樞紐。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攝

國際學生對部分地區的經濟貢獻
英國：419億英鎊（2021至2022學年）

•國際學生數量提高、合作研究機會增多、推動旅遊經濟等。

澳洲：255億澳元（2022年）
•加強貿易與投資聯繫以及國際合作；親友探訪貢獻；有助當地技能
型勞動力增長等。

新西蘭：8億新西蘭元（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直接貢獻）
•勞動力供應和生產力等。

中國澳門：55.57億澳門元（2021年高校學生私人消費開支）
•學費、宿舍以及日常生活開支。

資料來源：《香港發展國際教育樞紐的對策建議》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