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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收生不足16人
38小學面臨殺校危機

統一派位選校名冊公布 跨境生學額增13.4%

責任編輯：李篤捷 美術編輯：熊銘濤

中大校長盧煜明履新 致力提升學校國際地位
【大公報訊】記者華夢晴報道：

香港中文大學第九任校長盧煜明昨日
（8日）履新，任期為5年。他會見媒
體時表示，本周會與管理團隊見面，
並陸續與師生及校友會面。他承諾，
任內會致力提升中大的國際水平和地
位，並在教研、服務和創新範疇方面
努力。

盧煜明表示，中大是他服務27年
的地方，對於能成為中大校長深感榮
幸。他表示，管理團隊和校董會會保
持密切且常規的溝通。盧煜明續指，
自獲委任後已陸續與學生見面，未來

會安排與其他學生交流。談及重組學
生會，盧煜明表示就此事一直與學生
溝通，會協助他們根據現行法例重組
學生會。

鼓勵同學把握學習機會
盧煜明昨日亦在學校官網發表公

開信，鼓勵每位同學好好把握中大各
式各樣的學習機會，努力追求全人發
展，裝備自己成為具有全球視野及多
元文化意識的僕人領袖，為中大傳承
多年的優秀傳統和價值感到驕傲，並
培養創新思維，盡力為全球挑戰尋求

解決方案。他亦期待與各書院、學院及
其他部門和單位的同事一起營造關愛
共融的校園環境，讓每位成員都能一
展所長，為大學發展鋪設康莊大道。

盧煜明在信中向中大校友致謝，
盼校友們繼續與母校保持緊密聯繫，
秉承中大力臻卓越、創優革新、服務
社群的精神，締造更深遠的影響。他
亦表示，有賴香港、內地與世界各地
合作夥伴堅定不移的支持，令中大教
研影響力能夠超越國界，希望與各界
友好加強合作，讓大學成就突破校園
界限，為世界帶來美好改變。 ▲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昨日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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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香江人物校園分享自身經歷
再生勇士勉學生永不放棄

鐵窗苦讀廿多年 修畢遙距課程
首位在囚人士獲頒博士學位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赤柱監獄
昨日（8日）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其中一名在囚
人士修讀了8年，取得香港都會大學的教育博士
學位，是首位獲本地大學頒授博士學位的在囚
人士。他在鐵窗內花了20多年學習，用8年時
間完成博士學位。他感謝家人、懲教署職員及
大學教授在這段時間給予他的協助和支持，並
勉勵其他囚友即使有幾多困難，亦不要放棄學
習的道路。

研究協助在牢內更有效率學習
51歲阿俊（化名）在20多歲時入獄，在中

四輟學的他，在2000年參加會考，4年後修讀
公開大學（都會大學前身）提供的遙距課程，
並先後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
位，2016年起修讀教育博士，並用了4年寫博
士論文，最終完成博士學位課程。阿俊說當時
的自己道德觀出了問題，於是想透過讀書尋找
答案和探討人生的意義。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
關於在囚人士對在囚期間讀書的認識及學習動
機，透過與其他囚友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對學
習的認識及動機並進行分析，以找出協助在囚
人士更有效率的學習方法。他回想起修讀博士
的過程面對不少困難，包括不能上網搜集資
料，只能透過教授協助提供資料並揀選，再加
上英文水平不好，需花更多時間查字典，幸好
懲教署人員期間一直給予他支持繼續讀書，例
如職員見到他在凌晨4、5時起床讀書便為他開
燈，以及安排他上電腦室使用電腦，他的論文
導師亦經常到監獄指導他寫論文，再加上家人
的支持，最終令他堅持完成課程。

阿俊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勉勵其他囚友繼續
學習進修，不要因為在囚的環境而放棄學習的
道路，強調 「失敗在於放棄，成功在於堅

持」 。如果將來有機會出獄重投社會，他希望
在教會工作，期望以自身的經歷和知識協助青
少年，避免他們行差踏錯。

過去一年，赤柱監獄共有158名在囚人士
報考各類課程及公開考試。他們共取得179卷
合格成績，其中64卷為優良成績，課程及考試
由都大及明愛社區書院舉辦，科目包括語文及
文學、商業英語、商業財務及會計等。昨日亦
有一名及兩名赤柱監獄在囚人士，分別獲都大
頒授通識教育學士及通識教育副學士學位。
2024年（截至10月底），懲教署在囚人士教育
信託基金資助了逾千人次在囚人士支付考試及
各課程費用，涉及金額共400萬元。懲教署二
級校長蕭佩芬表示，署方一直鼓勵在囚人士積
極進修，並為他們提供不同教育支援及資助計
劃，都大為在囚人士提供助
學金，她相信教育對在囚人
士的更生是一個重要元素，
阿俊的成功正反映了在囚人
士只要肯努力及下定決心，
即使在一個很困難的環境及
經歷漫長歲月，終可追逐夢
想及達到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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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古倬勳
製作：融媒組

【大公報訊】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鼓勵市場以自
資及私營方式改裝酒店或商廈、增加學生宿舍供應，有
機構分析估計明年非本地學生人數增至少一成，預計大
學宿位將有超過47,600個短缺。機構發言人表示，現行
對改裝為學生宿舍的要求不符合實際營運需求，影響投
資者的租金收入和興趣。他希望政府能加速改裝的時間
和審批過程，以鼓勵更多投資者參與。

戴德梁行昨日發表的香港人才公寓報告，顯示香港
八所主要大學的學生與宿位比例平均為3.4：1，而隨着
非本地學生人數的學額上限由20%提升至40%，未來需
求將增加約15,700個宿位。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港研
究部主管鄧淑賢指出，即使考慮到2027年前約7,900個
潛在宿位的供應，整體大學床位短缺仍至少達55,400
個。當前大學宿舍供應有限，加上私人住宅市場租金高
昂，顯示出私人市場投資學生宿舍的機遇。

相較於歐美、日本和澳洲，學生公寓在香港仍屬新
興市場，但強勁需求使得具改裝潛力的物業（如酒店和
服務式公寓）受到投資者青睞。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
港資本市場部主管高偉雄指出，過去兩三年，酒店或出
租公寓的成交活躍，許多本地資金和運營商積極尋找港
鐵沿線的物業進行投資，並改裝為學生公寓。一些學生
公寓的床位已被大專院校包租，租約年期通常為一年，
使得出租率和收入相對穩定，對追求穩定收益的投資者
具吸引力。

現行要求不符合實際營運需求
高偉雄續表示，現行對改裝為學生宿舍的要求不符

合實際營運需求，且申請酒店牌照需耗時6-9個月，影
響投資者的租金收入和興趣。他希望政府能加速改裝的
時間和審批過程，以鼓勵更多投資者參與。

該行又認為過度改裝酒店或影響接待旅客的承載能
力，建議在政府賣地計劃中加入學生宿舍的土地供應，
也建議政府提供低息貸款予投資者，鼓勵他們改裝及參
與營運學生宿舍。現時寫字樓改裝成學生宿舍涉及加入
停車場及裝卸區的要求，申請酒店牌照也需時至少半
年，該行期望政府考慮把 「學生宿舍」 列為新的規劃用
途類型，加快審批過程，有助吸引投資者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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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子龍
報道： 「感動香江校園分享會」 昨日在保良局
朱正賢小學舉行，由 「2023感動香江人物」 、
「飛鷹姨姨」 鄧英蘭為該學校約200名4年級至
6年級學生分享自身經歷。鄧英蘭說，自己因為
意外失去了左手和左腳後，面對重重困難，但
依然選擇堅強面對，並不斷學習如何適應新生
活。她積極的人生態度，打動了在場的學生，
讓他們體悟到感恩和永不放棄精神的可貴。

鄧英蘭先邀請同學分享現時面對的困難。
在座同學紛紛表示，考試壓力大、功課不會
做、默書好辛苦……鄧英蘭隨後開始分享自己
年輕時的不幸經歷──她面對的困難是 「失去
一手一腳」 。 「人生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困
難，但身邊總會有人幫助自己，因此生活充滿
希望。」 她告訴同學們，必須抱有感恩的心，
感謝每一個幫助自己的人。

「施比受更為有福。」 鄧英蘭強調，即使
經歷了不幸，她依然經常參與義工活動，將自
己的愛心和祝福傳遞給需要幫助的人。為了言
傳身教，2008年汶川地震後，她帶同女兒前往
四川，進入災區，以自身經歷為在地震中遇到
不幸的兒童講解生存之道。她希望，學生們能
夠學會將自己的祝福送給身邊的人，並在這個
過程中收穫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單手單腳學習「海豚式」游泳
鄧英蘭的分享不僅限於感恩和付出，還強

調了堅持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她以自己在醫院
的七次手術為例，告訴孩子們在面對困難時，
絕不能放棄希望，要用積極的心態應對困難，
「例如用腳踩指甲鉗，自己幫自己剪手指甲，
亦不失為一種樂趣。」

她還分享了自己 「單手單腳」 學習 「海豚

式」 游泳的過程，向同學們展示如何在逆境中
尋找出路。正是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讓她在
生活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克服挑戰。

談到特區政府現時對殘疾人士的協助，鄧
英蘭認為，在自己行動不便的30多年間，看到
香港的社區設施已逐步增多，對此表示讚揚，
並期望政府加快速度，進一步完善社區設施。

聽了鄧英蘭的分享，學生們很有感觸。溫
同學說： 「我永遠感恩，感謝身邊所有人的幫
助，感謝自己有機會和能力，面對美好的將來
和挑戰。」 王同學說，或許自己以後未必非常
成功、出名，但希望自己也能 「對他人友善，
尊重他人」 。

名冊顯示，教育局為計劃跨境到港
上學的申請兒童共提供372個學額，有三
區共73校參與名單，每校平均提供5.09
個名額。屯門區有19校參加，提供跨境
生暫定統一派位學額84個；元朗區有24
校參加，提供跨境生暫定統一派位學額
117個。貼近邊境的北區今年有30校參
加，提供跨境生暫定統一派位額171個。

北區學額增幅約29%
整體跨境生學額比去年的322個增加

約13.4%。其中北區學額增幅約29%，
元朗和屯門兩區學額維持不變。

根據選校名單，名校網九龍城41校
網的暫定統一派位學額共有581個，17校
參與名單，每校平均提供34.18個名額。
其中喇沙小學的學額最多，達84個；其
次是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的暫定
統一派位學額，達71個。

沙田區重災 統一派位成關鍵
另一熱門的中西區11校網，暫定統

一派位學額共有669個，16校參與名單，
每校平均提供41.81個名額，其中聖公會
呂明才紀念小學的暫定統一派位學額最
多，達73個；其次是聖公會聖彼得小

學，有65個；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
學亦有46個學額。

根據選校名冊統計估算可見，約38
間學校於自行分配階段收生人數不足16
人的開班線，當中有3間位於沙田區，荃
灣區、深水埗區、九龍城區亦各有兩間
小學於自行收生階段收生不足。若校方
未能在統一派位階段取錄足夠學生，超
過開班線16人，或面臨 「殺校」 危機。

另外，約有1700個學額因 「世襲
位」 、預留學額作留班位等原因蠶食了
統一階段學額。九龍城保良局何壽南小
學被佔26個學額，為全港最多。

▲▼ 「再生勇士」 鄧英蘭向學生講述自己奮鬥
故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曾興偉攝

大公報記者 華夢晴

教育局昨日（8日）發布 「2025年度統一派位各小
一學校網選校名冊」 ，以及供跨境學童選擇的 「2025
年度統一派位選校名單」 。傳統名校林立的41校網今
年在統一派位階段提供學額與上年相若，共581個學
額，其中喇沙小學暫定統一派位的學額最多，達84
個。另一熱門的11校網今年提供學額共669個。

選校名單顯示為跨境生提供372個學額，比去年的
322個，增加約13.4%。另亦有多間學校於自行收生階
段收生人數未達 「開辦線」 。

▲教育局昨日公布小一統一派位各校學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