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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序推進中 

2019年 2月 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對外發佈。一年來，基礎設

施聯通捷報頻傳，體制機制銜接也在逐步推進。資金流、人流更加順暢，優質生活圈逐

步形成，三地文化相融、民心聚合…… 

過往數年，四川與香港在教育領域合作密切，本會亦組織了多次四川省教育廳及四

川省院校與香港教育部門、香港院校之間的互訪與交流，並促成了兩地之間課程的創新

與合作，例如：《漢語普通話研習與文化交流》、《大數據和金融分析簡介》、《軌道車輛

工程科技》、《增強和虛擬實境工程》、《城市發展與建築新技術的運用》、《商務英語》、《幼

兒教師素質與職業道德》等等，以及諸多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此為基礎，推進四

川與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領域的合作亦是本會的目標之一，以期達致泛珠三角區域的教

育合作，優勢互補。 

 

 

 

 

 

 

 

面對當前的疫情，四川與大灣區教育合作的探索並沒有停滯。2月至 3月初期間，

本會首先聯絡了香港恆生大學的教授，調研當前香港青年學生在教育與交流方面的訴求

與需求，對於跨區域學習、實習、就業的難點與關注點進行了調研，以期對於後續潛在

的跨區域教育項目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同時，本會亦了解到眾多香港院校會在大灣區設

立分校或分支機構，本會亦邀請了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的老師了解相關建設與

未來發展情況。邀請了港專學院的專家，探討兩地辦學機構聯合在大灣區設置教育機構

/分支機構的可行性，以期更好的服務兩地同學。 

過往數月間，一系列風波與疫情，導致很多教育合作項目被延後，原定於今年開展

的兩地同學異地學習課程的計劃、專業比賽也被擱置、延後。近期，本會會做好下階段

工作的鋪墊與基礎工作，期待一切過去後，相關的教育合作與交流能夠加速進行，期待

四川與香港、大灣區的合作日趨緊密，為兩地教育事業，青年的學業、就業與創業貢獻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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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在行動，升級“防疫包”受歡迎 

LawyersHK 發起的“18 區愛心派發口罩大行動”，

到香港九龍新界 18區贈予長者、低收入家庭、前線人員

及醫護人員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繼前期贈予長者、低收入家庭、前線人員及醫護人

員口罩外，近期 LawyersHK 採購到了一批酒精搓手液、

食品等，我會作為支援單位，將這些物資製作成了“防

疫包”，並在 3月 7日，

在長沙灣進行派發。 

目前疫情全球蔓延，是一場長期的戰役，很多老人家

和基層家庭，除了口罩以外，也需要一些食品與生活用品

渡過難關。東西雖然不多，但是是一份心意，希望更多的

愛心人士能夠參與其中，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士，一起共渡

難關，齊心抗疫！ 

 

疫情無阻同學熱情，“香港四川同學會”即將成立 

每年，都有大量的川籍學生赴港求學，目前在港

就讀的川籍學生有數百人。這些同學異地求學，總會

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有缺乏一個專門針對該群

體的社團進行支援。基於此，幾位川籍同學擬成立

“香港四川同學會”，对于这些在港川籍学生提供各

方面的帮助与紧急支援。 

本會過往八年，共组织了川港兩地6000余人次的双向交流、实习，開展了多個兩地

教育合作項目，與兩地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應“香港四川同學會”（籌）的需

求，本會将運用多年的川港两地教育工作的經驗與基礎，提供支援與指導。 

雖然，目前由於疫情，這些川籍同學無法回港

復課，但本會會提供四川資源與場地，供其開展先

期籌備活動，待復課後，在港幫助開展各類主題活

動與服務：主题讲座与培训（企業文化、在港生活、

求職規劃等）、主題聯誼活動（餐敘、運動、參觀等）、

緊急支援（聯絡、交通等）。 

希望“香港四川同學會”成為這些川籍同學在

港的另一個家園，亦希望川港同學間能夠建立深厚的友誼，一同攜手學習、就業與創業。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18%E5%8D%80%E6%84%9B%E5%BF%83%E6%B4%BE%E7%99%BC%E5%8F%A3%E7%BD%A9%E5%A4%A7%E8%A1%8C%E5%8B%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3b9LhV7jagEMoyfOG3oZRiIHhCFzLfP6rlH7s9uTaC-IgjGjRYvOAcMB12uprek2vODTWzXU7RL9pMpBBUB-GhObo7GtD2fq-TuoCG0EM4AjPpftnTpwAZ18kcSUn0iFLQy_B5rQ_6bKSyi4aHm7zf6NprJvopxjo9PZt3GzKYGU_7uOvob18GhSOY80YMY8rnfINk5vplcvQ3rngdzSyCprwN7waBmV-WGnj2lwyH96kFhTYjRC1B1gEb3Qvc2aWaTUnDREY34Z53uO0x_azDvruQkmuMyb_KIkz-9v3scMMC7xRJt7aUH5iPRK_k2BpS5eSbLavQe8Jy2zN0k&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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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應用學習為大勢所趨 

據考評局數據，香港高中生對「應用及職務教育課程」參與度徘徊在10至15%，遠低

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值42%的國際標準。學術成績掛帥的教育制度下，香

港中學文憑試（DSE）成績作為衡量學生的唯一

標準，重心傾向「學術教育」，漠視「應用教育」，

有形無形地影響了學生價值觀，一定程度限制了

學生的多元發展，使非學術類人才被忽視。 

同时，香港的高等教育學位中，絕大部份都

是學術型學位，只有小部份自資院校開設類近的

應用學位，所佔比率大概只有15至17%；換言之，學位的大幅增加，也只是學術型學位的

大幅增加，至近年開始浮現「重學術、輕應用」的後果。 

《2018人才短缺調查》報告顯示，76%僱主表示對物色合適的技能人才感到困難。另

外，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可見，2007至2017

年間，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以及輔助專業人員等高技能勞工只增長了224,600人，

而大學學歷勞工卻增加了402,400人。 

由此可見，社會經濟增長減慢及發展知識型經濟步

伐緩慢，高技術職位創造速度遠遠未能追上人力發展；

面對高端職位市場飽和，持學位人士轉向從事較低端職

位工作比率按年攀升，截至2017年，有16.4%大學學歷勞

工從事低技能職位，即畢業生與就業市場之間存在錯配

現象。 

綜觀OECD情況，大部份已發展地區從上世紀九十年

代開始大力推動應用導向教育，經歷一系列改革後達到學術與應用教育雙軌並行的局面。

學生能夠按自身的興趣及能力多元發展，選擇「學術」或「應用」教育道路，兩軌之間

極具彈性，能靈活互換，不會讓學生「一去無回頭」，培養多元人才匹配社會需要。 

 

 

聯絡方式：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00號港晶中心 901Ｂ室 

電話：2368 3561 傳真：2721 1961 

網址：www.fosca.hk / www.sccvc.com 

電郵：gary.xie@hksd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