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20周年紀念特刊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理念清晰 實踐有序
自資高等教育展新章

    一個城市或地區的競爭力有多大，還看其人才。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全面朝知識型經濟發展，故無論是對高等教育或持續
教育均需求甚殷。於1994年成立的「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下稱聯
盟），一直肩負着推動本港持續教育發展的使命；隨着高等教育改
革，自資課程應運而生，聯盟又肩負起提升自資高等教育質素、倡
導相關政策發展的責任。聯盟主席阮博文教授深信，香港的自資高
等教育可與外國媲美。

聯盟前名為「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於2012年易名，此舉
反映了本港高等教育制度的變遷，也象徵聯盟工作的改變。阮
教授說︰「聯盟在20年前由8大院校的持續教育學院組成，當時

的工作重點為終身教育和持續學習，旨在為在職人士提供進修機會。直
至2000年，政府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目標是10年內將升讀專上院校課程
的比率增至6成，聯盟院校隨即紛紛響應，開辦不同的自資全日制專上課
程。」

課程層面廣 造就完善升學路
    時至今天，聯盟會員數目增至13個，除「8大」的附屬院校外，還加
入其他非牟利教育機構，包括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以及職業
訓練局。
    聯盟的成員院校所涵蓋的自資課程層面十分廣泛，包括毅進文憑課
程、高級文憑課程、副學士課程、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及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此外，個別院校又因應近年政府提出給予年輕人多元出路的建議，
開辦應用學習課程；連同持續教育的部分，聯盟院校為本港年輕人打造
了完備的升學和進修階梯。

多方向工作 提升高等教育水平
    阮教授表示，聯盟的工作主要為會員提供資訊平台，讓它們掌握政
府政策；另一方面，又會向政府反映意見。作為自資高等教育的倡導
者，聯盟更致力協助政府落實相關政策，例如資歷架構下的「資歷級別通
用指標」、學分累積及轉移政策等。
    此外，聯盟亦積極提升課程認受性，為成員院校課程爭取資歷認
可，幫助學生升學銜接和就業；例如成員院校開辦的毅進文憑課程，便
成功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評核，取得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五科達第二級的資歷及成為資歷架構第三級別的課程。

質素媲美美國社區學院
    香港高等教育改革逾10年，自資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日千里，成功擴

大專上教育普及率，輔助政府達到6成中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
阮教授形容，自資高等教育是本港專上教育的「最大界別」，可是，社
會上仍有部分人士對自資高等教育有誤解，對於課程質素和升學銜接存
疑。阮教授坦言，目前自資高等教育課程難以完全和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媲美，但與美國大部分的社區學院相比，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阮教授說：「一些研究發現，本港自資院校的師資、教學條件等其
實不遜於美國的社區學院，須知道後者其實得到當地政府不少資助。另
外，自資院校其實為本港年輕人提供了完善的升學途徑；目前，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和銜接課程的數量，足以應付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需求。事
實上，有許多自資院校畢業生均成功升學，更成為專業人士，甚至取得
博士學位。」
    正因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阮教授認為自資高等教育在推動社
會發展上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聯盟適逢20周年紀念，舉辦一系
列活動，包括研討會及展覽，分享院校教職員的研究和工作成果，冀讓
外界認識香港自資高等教育的發展。

目標明確條件佳

環顧當今國際著名的院校，有不少以自
資形式辦學。阮教授指出，自資院校

具專注教學的優勢。「現時由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資助的院校比較看重研究。研究工作
無疑對大學發展的確重要，但往往容易忽略
學生的學習需要。相反，自資院校老師能集
中於教學，研究以輔助教學為目標，師生之
間能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阮教授重申，香港作為知識型經濟體，
需要大量人才，而單靠8大院校提供學位課
程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故發展自資高等教育
是有必要的。尤其政府矢志把教育發展為本
港六大產業之一，更需要這個界別的支持。
「香港有充分條件發展成為亞太區教育樞
紐，因為我們擁有學術和資訊自由，且中英
兼善，相信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助成教育樞紐

學有所成 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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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一直致力推動本地專上及持續教育
發展，成員院校開辦的課程涵蓋學位、副學位、文

憑、以至短期進修，提供多元化選擇，迎合不同學習需
要。配合教育局推行的資歷架構，讓有志進修人士能確立
清晰的進修目標和方向，獲取有質素保證的資歷。
　　以往不少人認為，升讀大學是莘莘學子的終極目的。
其實，隨着近年社會經濟轉型，進修不再只是為了完成大
學學位。年輕一代有着對追求知識的熱忱，又懷抱尋覓理
想的堅持，憑藉多元化的進修階梯，林春菊和鄭偉林，都
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一片天空。

設計專業  理念先決
　　從小已對設計衣服有濃厚興趣
的林春菊（右圖），在完成中學課
程後，便選擇報讀設計學高級文憑
課程（時裝設計）。她說：「課程着
重同學對設計理念的建構，啟發思
考。當中除了教授與設計相關的專
業知識外，亦灌輸商業營運概念，
為同學日後尋找方向、發展個人事
業提供一個全面的起步點。」林春
菊畢業後在電視台任時裝設計師數
年，不斷尋找屬於自己的方向。其後，她參加了第一屆
「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比賽，並奪得大獎。後來，更成立
個人品牌，擅長將創新意念注入中國傳統旗袍、長衫等，
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時裝。
　　林春菊對有志進修時裝設計的年輕人，有以下建議：
「部分時裝設計課程較着重學術性、以理論為主，未必適
合所有人，最重要的是尋找切合自己需要的課程。時裝設
計講求的是不斷嘗試和創新。」

咖啡製作 用心調配
　　一杯咖啡，製法看似簡單，但
當中其實大有學問。要成為專業咖
啡師，知識與技藝缺一不可。鄭偉
林（左圖）說：「我一向對咖啡甚感
興趣，得知毅進文憑有相關的課程
便立即報讀。透過課程，我學會很
多有關咖啡的知識，例如咖啡的種
類、咖啡及飲品調製的工序和流
程，以及咖啡店的運作模式等，現
在我更有信心成為一名咖啡師。」

　　鄭偉林對咖啡製作的熱誠和努力，沒有白費。他跟兩
名同學受邀在一個電視台慈善節目中即席表演咖啡拉花，
表現備受讚許。

特刊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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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聯盟）里程碑
1994年 •聯盟前身「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成立
2000年 •與教育局合作開設毅進計劃
2001年 •制定副學位的通用學習指標
2007年 •與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繼續教育分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2009年 •獲教育局委託，聯盟進行研究，發展毅進文憑

2010年
•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就誇國教育進行調查及會議
•獲教育局撥款資助，進行兩項有關教學成效及導師培訓的研究

2011年
•改善及優化副學位通用學習指標
•獲教育局撥款資助，進行一項有關副學位通識教育的研究

2012年

•聯盟改名為「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正式推行毅進文憑
• 就資歷名銜及資歷學分的推行，教育局委託聯盟進行一項先導計劃研究，並提
供一系列工作坊予業界人士

2013年
•公佈專上課程招生及取錄程序指引，使各成員院校在公平與公開的原則招生
•獲教育局撥款資助，深化導師培訓的研究

2014年

• 聯盟與北京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合作一項名為「終身教系統和實施模式的國
際比較」的研究成果發表，並出版了《國際論壇：終身學習的理念和實踐》

•獲教育局撥款資助，對副學位通識教育作進一步研究，促進學分承認和轉移
•聯盟開展一項關於學分累積和轉移制度發展的先導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