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05-08 | 文匯報 | A14 |  文匯論壇 |陳仲尼  

 

讓職專教育推動社會長足發展  

 

陳仲尼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主席 

 

為完善職專教育，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推動自資大學轉型為受資助的「應科大」，

提供專業技術、職業導向、與傳統學術學位同等資歷的應用學位課程。 

 

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勢潮下，要走向創科經濟轉型、推動創科「落地」，維

持香港的整體競爭力，須從人力資源着手。通過產研結合、職學聯通、資歷認證，

組建由「應科大」領軍，學術教育與職專教育平等化分流的「教、科、人」良性

循環，能在研發明日科技，攻堅科技壁壘，催生創科新產業，培養多層次創新人

才，創造人才「紅利」方面推動更長足的發展。 

 

職專教育讓年輕人掌握實務工作技能、應用創科知識，以及各種「軟技能」，能

夠切合行業需要，上任相關崗位時可在短時間熟練。教育局今年 2 月初公布「應

科大」的申辦資格，香港都會大學成功獲准開辦，而聖方濟各大學亦已提交申請。

職專教育需求殷切，當局應加快糾正過往「尊學術、貶職專」的高低分流，並推

出更多應用學位課程，讓學生有更多適合自身潛能的升學選擇，將來可以一展所

長。 

 



各行各業越來越多利用高科技、物聯網進行業務，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愈趨

迫切，職專教育的重要性也愈益彰顯。當局應借助學術和職專教育雙軌化，構建

學科融合的人才培養體系，培養多元化高技能的人力資源，優化產學配對和生產

與科教融合，並從社會經濟角度體現職專教育的價值和長遠動能。必須強調，「應

科大」和職專教育，並不能被簡單視作為職業介紹或學徒訓練。相反，優質的聯

專教育課程，尤其要注重資歷認證和產學聯通。 

 

首先，政府要把主要資源優先投放在未來學科和「交叉學科」，更好地發揮產學

聯通的效益。 

 

其次，職專教育不應只限於「應科大」或某些資歷課程，而應將有關模式推展到

全部職專課程，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進行嚴謹的資歷認證，讓課程得到

政府和行業認可。 

 

第三，政府應將對職專教育的支持延伸到終身學習，並且持續檢視和優化資助計

劃的運作模式，鼓勵更多在職人士進修增值，再通過資歷架構認證，提高在職人

士的就業前景和晉升機會，充實社會人力資源庫，貢獻新型工業化、自動化和數

碼化發展。 

 

最後，「應科大」應和其他職專教育機構積極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和國際的合作夥

伴共同舉辦研究項目和交流活動，積極探討和建立相互認可的課程資歷，以提升



香港學生資歷的國際認可，並吸引境外學生來港升學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