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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私立大学的挑战与迷思 

香港资助高等教育的首年入学名额一直冻结在 14,500名，近期始稍增 500个学额，

导致香港学生升读大学的比例只有 33%，远低于大部份发达国家和邻近地区，不

利竞争和持续发展。 

政府不愿向资助教育作更大承担，取而代之是力倡兴建私立大学，近年又宣布发

展教育产业，更期望将香港建构成亚太区教育枢纽，可惜至今未见有效的长远策

略。 

2006 年，树仁学院正式升格为私立大学，同样历史悠久的珠海学院又争取于 2012

年获得正名。此外，数家私大正在筹办当中，包括港大的明德学院、恒生管理学

院、东华学院和明爱专上学院。虽然有志开办私大的机构不少，新办的私大却面

对重重困难。 

现时开办私大的最大挑战是财务问题。坊间不少人认为私立院校盈余甚丰，财政

应无问题。诚然，2010-11 年度八大的自资课程学费总收入达 49.54 亿元，盈余较

两年前上升 2.4 倍。不过，有盈余的院校均以副学位课程院校为主，院校若按原

则将账目分开，发展营运独立和具规模的私大，有关师资、课程评审以至校舍设

施等所需费用将急剧增加，届时能否录得盈余，顿成疑问。 

香港大学日前宣布成立明德学院，由储备丰厚的港大专业进修学院以「半捐半借」

方式提供 1.88 亿元筹办，竟然还有报导指出，港大委托独立顾问所做的财务研

究，对明德学院的资金充足程度存疑，甚至认为该学院 6 年后将缺乏资金周转。

倘若事情属实，基础雄厚的港大在开办私大时也遇到财政困难，其他新办私大面

对的财务压力，不难想象。 

 

现时香港政府援助私大发展主要以贷款而非补贴资助方式进行，部份欲发展为私

大的院校，已向政府申请巨额贷款。值得关注的是，自 01年起，教育局已向不

同专上院校批出 32 项近 52亿元贷款，当中最少八间院校于 08年因经济困难，

申请延长还款期。事情不禁令人质疑私大的还款能力，以至自资学位课程必赚的

神话。 

 

纵观海外成功发展私大的地方，除具有独特捐献文化和税制的美国外，普遍对私

大提供资助。例如台湾私大的经常收入，有 18%至 20%由政府补贴，现时当地

有超过 160 所大学和私立学院，高中生升读大学达 95%。日本全国拥有约 520

所私大，政府一直予以资助，及至近年经济泡沫爆破，资助额仍高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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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私大在办学成本高昂、校舍用地难求、缺乏合适政策扶持和充足捐献的情况

下，发展将被制约，包括无法聘用一流师资，兴建良好校舍、提供足够设施、和

进行学术研究，最终只会沦为次等大学，失却办学意义。 

 

此外，某些现存政策，虽有一定理据，也增加了私大的经营困难。现时大部份私

立院校均有其擅长科目，如树仁珠海之新闻系、恒管之工商学科及东华之医疗学

科等。本来，发展特色私大可做到有效分工，减少恶性市场竞争和浪费资源；然

而，按国际趋势及教资会的要求，院校必须成为多元发展的综合型大学方可正名。

树仁和珠海经过数十年耕耘，才符合有关条件，新办的私大要满足同样要求，所

需的资源更庞大，路途更漫长。 

现时院校申办正名所需时间超过十年，强化院校能力达到大学要求当然重要，但

缺乏「大学」二字，必定削弱收生的吸引力。收生不足又影响收支平衡，妨碍课

程发展。所以在私大的创校初期，尤期是首五年，财政支持至为关键。 

有关私大应自负盈亏还是政府补贴、政府援助私大应以甚么方式进行，笔者没有

答案，本文旨在道出困难所在。 

期望下届政府在新特首的英明领导下，正视以上问题，尽快寻求解决方案。否则，

本地私大难以成长，人才培育沦为空谈，更遑论发展教育产业，及建构香港成为

亚太区教育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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