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日前（20日）與辦學團體代
表會面，披露由下學年起，繼取消
2500元學生津貼後，將計劃從9月的新
學年起削減公營中小學撥款，其中 「擴
大／營辦津貼」 總津貼額不再按通脹調
整，總撥款額下調10%；全方位學習津
貼、姐妹學校津貼、 「有特殊學習需要
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亦會調整；至於
直資學校的資助額，將會削減約2%。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對此表示理解，
並期望教育局能夠盡快公布細節以釋除
學界疑慮，專注學與教的工作。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全方位津貼改按人數計算
據了解，全方位學習津貼將改為

按學生人數計算，小學津貼額為每人
1100元，中學津貼額為每人1500元。
「有特殊學習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
貼」 的門檻將會提升，現時取錄1至9
名相關學生，學校即可獲派106,769元
津貼額。消息指，下學年起改為需至
少取錄6至9名相關學生才可獲發津
貼。

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昨日約見學
界代表，公布有關措施。教育局在會
上表示已成立專責小組，未來可能以
整筆撥款的形式發放，讓學校按需要

和優次緩急使用。教育局亦建議，學
校根據校本情況及實際需要，靈活運
用津貼，有需要時運用盈餘應付不同
開支。

教聯會盼讓學校靈活運用津貼
另外，教育局亦計劃調整 「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 的中一班數上限，現
時開辦4班或以上中一的學校，如符合
條件，可向教育局申請於來年以5班或
以上參加中一派位。消息又指，中學
「點人數」 機制會有更改，由現時只

計中一、中四級，改為每級點算。
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表示，當局經

常就不同範疇的教育政策及相關事宜

與各持份者會面，進行溝通和磋商，
以期制訂的政策及措施能切合實際需
要。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面對削
減撥款，學校將難免受到一些衝擊。
他希望當局提供更大的彈性，讓學校
根據校本情況及學生需要，靈活運用
各項津貼，以確保教育質素，保障學
生學習福祉。

對於中學可申請由4班中一增至5
班或以上中一，黃錦良對此有所保
留，他認為此舉勢必加劇弱勢學校的
收生壓力，出現互搶生源的情況，影
響教育生態。盼望局方能夠再三考
慮，減少對學界的影響。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熊銘濤

DSE外語科新安排 指定機構語言考試成績可計分

中小學營辦津貼減一成 直資削2%
學校可申辦5班中一 團體憂搶學生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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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中小學
的 「擴大/營辦津
貼」 總津貼額減

10%。津貼中學議會主席、九
龍真光中學校長李伊瑩以一所
20班規模的學校為例，原有
700萬至800萬元的津貼將減
少約70萬至80萬元，坦言會
對學校運作造成影響，但表示
理解政府因財赤減整體教育開
支2%的考量。

面對撥款縮減，李校長表
示各校正採取多元開源措施，
以真光為例會外借校舍予大學
舉辦夜間課程，亦有其他學校
透過校友募捐、機構合作申請
撥款及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等方
式拓展資源。

新制度擬允許開設4班或
以上中一的學校申請擴至5
班，李校長強調需按辦學理念
及資源決定，並指出香港的校
舍空間有限，校方需審慎運用
資源。被問及新政策會否加劇
學校的縮班或 「殺校」 風險，
她認為需待政府釐清檢視方
向，才能判斷對學校的衝擊。

至於中學 「點人數」 機制
擬改為 「每級點算」 ，李校長
指出，需待政府公布具體方案

後再評估影響。面對非華語學
生支援津貼申請門檻提高，李
校長表示或會動用現有資源提
供輔導教學或社工支援。

動用儲備 未必需加學費
面對直資學校資助額削減

2%，香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議會主席、英華書院校長陳狄
安表示， 「知道會有這樣的情
況出現」 ，校方會在做財政預
算時作調整，透過節省開支應
對資助額減少。被問及會否調
整學費時，陳校長強調各校情
況不同，部分或可動用儲備緩
解影響，未必需要通過加學費
的方式處理減幅，並表明學校
「下年度不會加學費」 。

針對 「全方位學習津貼」
縮減，陳校長指直資學校長期
按學生人數計算撥款，新制對
校方的運作影響有限， 「反而
計算方式更清晰」 。對於中學
「點人數」 機制轉變成每級點
算，陳校長稱新政策衝擊較
小，因直資學校按年分兩次點
算學生，已經 「駕輕就熟」 ，
但強調所有學校均需因應政府
財政緊縮 「勒緊褲頭」 。

大公報記者 華夢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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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杰報道：教育
局昨日宣布自2025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DSE）起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成績匯報
制度的轉換安排，達到該科目指定等級
考試／語言能力水平的成績將繼續被接
納為符合相關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要求。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公
布由2025年起實施的文憑試丙類其他
語言科目（法語、德語、日語、韓語及
西班牙語）的新考試安排，考生須應考
由相關官方機構在香港舉辦的指定語言
考試，其於指定或更高的等級或語言能

力水平考試所取得的成績，均會被採納
為文憑試丙類科目的成績，並於香港中
學文憑證書上匯報。

可被接納投考公務員
因應其他語言科目成績匯報制度

的改變，公務員事務局接納由2025年
文憑試成績公布日（即7月16日）起，
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指定等級考試
／語言能力水平成績為符合非學位公務
員職系 「以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
二級／第三級」 其中一科的入職要求。

2024年或之前文憑試其他語言科目的
成績認受安排則維持不變。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政府多年來
提供其他語言作為高中階段選修科目之
一，讓學生充分發揮潛能，並培育具世
界視野及多種語言能力的新一代，進一
步鞏固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
獨特優勢。

不少有提供其他語言科目的學校
及學生，對教育局的新安排表示歡迎。

沙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中五生
Vanessa、 應 屆 DSE 考 生 謙 兒 與

Anna，分別修讀丙類科目的西班牙
語、韓語及日語。她們均認為，其他語
言科目讓興趣與學術結合，除了有利升
讀大專院校，亦有助日後發展及了解其
他國家的文化。

新安排下的丙類科目更具彈性，
考生可於其應考DSE年份前的兩年內，
應考多於一次的指定語言考試，再於應
考DSE當年的限期前，向考評局提交所
取得的最高語言水平及成績。學校負責
統籌丙類科目的老師鄧嘉豪認為： 「學
生可於DSE前提早應考其他語言的考試

及取得成績，有如得到一些 『底分』 ，
可讓他們更安心，專心準備其他科目的
考試。」

而主辦西班牙語考試（DELE）的
塞萬提斯學院（上海）教學主管
Alberto Sánchez Griñán，與法國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文化、科學和教育
副領事花茉莉均表示，希望其他語言科
目的新安排可吸引更多本港學生學習有
關語言，以及鼓勵學生到當地的大學升
學，相信可為學生開創更多元的發展機
會。

2026年開始的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詳情
科目

考試

考試提供機構
（官方機構）/
考試行政機構

納入文憑試成績匯報的
語文能力水平

考試卷別/分部

考試日期*

*考試日期每年由相關考試提供機構/行政機構確定 備註：烏爾都語考試由2026年文憑試起提供，其他考試則由2025年文憑試起提供

法語

（i）法語鑑定文憑
（DELF）（ii）法語鑑定
文憑進階級（DALF）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A2或以上

閱讀、寫作、聆聽、
口試

3/4月、11月

德語

歌德證書
（Goethe-Zertifikat）

香港歌德學院

A2或以上

閱讀、寫作、聆聽、
口試

4至6月

日語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日本國際
交流基金會/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N3或以上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
文法）、讀解、聽解

7月、12月

韓語

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

韓國國立國際
教育院

TOPIK II第3級或以上

閱讀、寫作、
聆聽

4月、7月、10月

西班牙語

對外西班牙語水平證書
（DELE）

塞萬提斯學院（上海）

A2或以上

閱讀、寫作、
聆聽、口試

5月、11月

烏爾都語

烏爾都語
（國際）考試

伊斯蘭堡
中級和中等

教育聯邦委員會

E級或以上

閱讀和寫作、
文章寫作

4月至5月、
9月至10月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香港大學
於今年3月19日正式成立生物醫學工程學院，將
於2025/26學年收生。新學院將負責旗艦課程
工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未來還會因應最
新醫療科技應用的發展，開辦其他學士學位及
研究生課程。港大期望跨學科合作推動研究，
助力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培育跨領域研究人才
港大昨日（21日）表示，生物醫學工程學

院由李嘉誠醫學院、牙醫學院、工程學院及理
學院共同支持。港大校長張翔表示，新學院是
港大推動跨學科創新的里程碑，整合牙醫、工
程、醫學及科學領域優勢，不僅推動尖端研究
與人才培育，更呼應國家發展策略，強化香港
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地位。

生物醫學工程學院暫任院長Michael
Häusser指出，生物醫學工程學院的成立，進一
步彰顯港大在推動醫療科技與創新方面的堅定承
諾，積極推動醫學與工程的跨領域研究，課程設
計融合人工智能、工程學、生命科學及臨床應
用，培育學生具備變革醫療保健的能力。而學院

亦會以全球視野推動醫療科技創新。
學院亦將提供集研究及創新的跨學科研究

平台，加速生物醫學與工程技術的突破，並為
學生開拓升學銜接、職前實習及就業管道，培
養引領醫療科技發展的專業人才。

工學學士（生物醫學工程）課程主任謝堅
文期望，學院能夠成為全球首要的樞紐，匯聚
世界頂尖的生物醫學工程技術與臨床醫學洞察
力，重新定義醫療保健的未來。

港大成立生物醫學工程學院 新學年收生

▲港大期望新學院能助力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
紐。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由香港科技
大學牽頭的全球跨學科倡議── 「推動自然和人
為環境可持續性的無縫預測與服務計劃」 （簡稱
SEPRESS），近日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認
可，並納入 「聯合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十
年（2024-2033）」 行動計劃之一（見圖）。

SEPRESS計劃匯聚來自中國內地、尼泊
爾、埃及、俄羅斯、巴基斯坦、烏干達、坦桑
尼亞及泰國等12個合作夥伴的加入，包括大
學、國家氣象與水文機構與研究中心等。今年5
月7日，SEPRESS在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的
「第十屆聯合國科技創新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
多利益攸關方論壇」 中展出。

聚焦七大關鍵領域
SEPRESS聚焦七大關鍵領域，包括：人類

健康、糧食安全、水資源、潔淨能源、氣候行
動、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經濟增長，致力於縮小
科學研究與實踐應用之間的差距，推動科研成
果轉化落地。重點研究項目包括提升城市氣候
韌性、確保 「水─能源─糧食─經濟鏈結」 的
可持續性；以及增強對氣候變化引發的新型傳

染病爆發的預測能力等。
有關研究成果將惠及全球各地區，特別是在

資源匱乏的最不發達國家，幫助這些地區提高氣
候適應能力，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科大潘樂陶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
心主任陸萌茜指出，借助人工智能（AI）等尖
端技術賦能氣候動力模式，可實現更精準和可
靠的天氣與氣候預測，從而為各領域的決策提
供有力支持。例如，協助公共衞生部門提前預
測新型傳染病的爆發時間、幫助城市管理者及
時預警風暴潮對基礎設施的潛在威脅，以及支
援金融機構評估極端天氣引發的經濟風險。

科大環境氣候研究納聯合國行動計劃

▲有學校表示，削減撥款會對學校運作造成影響，將透過開源節流措施減
輕有關影響。

▲2025年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達到該科
目指定等級考試／語言能力水平的成績，將
繼續被接納為符合相關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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