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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是次研究得以順利完成，智經研究中心（智經）由衷感謝各持份

者鼎力協助和支持，不勝感銘。特別感謝香港教育大學夥伴協作

進行是次研究，在過程中提供專業及具建設性的意見，使我方團

隊獲益良多。智經並特此鳴謝提供重要數據的教育局和政府統計

處，以及每位撥冗參與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或聚焦小組討論的學

生、家長、教育界人士及僱主，無私地分享與課題相關的寶貴經

驗，檢視政策建議的可行性，不但加深了研究團隊對職業教育的

認識，亦為智經倡議的政策建議提供了務實的基礎。智經衷心希

望是次研究的政策建議能有助促進香港職業教育的持續發展，為

青少年提供另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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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14 年，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每個人有不同的興趣和才能，主流

教育未必適合所有青少年，故此應重新確立職業教育在教育系統中的定位。

現任行政長官亦於競選政綱中表示，會增加社會認受職專教育作為文法學校

外的另一個選擇，讓學生有更廣闊的升學及就業出路。1

2.� �	智經研究中心（智經）一向重視青年多元發展和人力資源的課題，曾於

2014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激發原動力	開拓新思維	助青年	闖出一片天》

中指出，職業教育乃青年向上流動的一道重要階梯，並建議革新學徒制

度。2

3.� �	職業教育是社會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一環。一個理想的職業教育系統不但

能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適切的人力資源，更能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出路，

以及獲得社會認受。然而現時大多數的香港學生在高中階段傾向選修學

術導向的課程，導致大部分青少年視中學文憑試為唯一的出路。在 2012

至 2015 年，相對每 100 名中四至中六學生，只有 8 名學生修讀職業訓

練局全日制高級文憑以下程度課程。3 此外，於2017年的中學文憑試中，

有 64.5%的考生未獲大學聯招的最低入學要求。4

4.� �	有見及此，智經於 2016 年 4 月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進行《職業教育與青少

年發展研究》，旨在探討香港職業教育及培訓在現存教育系統中的角色

及問題，並透過文獻回顧、案例比較研究、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和焦點

小組討論，發掘有效推行職業教育的要素，從而提出完善本地職業教育

制度的政策建議。

1  	林鄭月娥：《同行建共識　經濟民生齊推進》，2017 年 2 月，網址：https://www.carrielam2017.hk/

media/my/2017/02/Manifesto_c_v3.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2  	智經研究中心：《「激發原動力	開拓新思維	助青年	闖出一片天」研究報告》，2014年 11月，網址：

http://www.bauhinia.org/assets/document/doc188cht.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3  	中四至中六學生為就讀本地日校的中四至中六學生，已剔除國際學校學生及就讀本地日校的中七學

生；而職業訓練局全日制學生以修讀課程程度分為三類：技工級課程、技術員級課程和高級技術員
級課程，第三類包括高級文憑或以上程度課程，程度上明顯高於高中課程，所以計算比率時已剔除
第三類學生。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2016 年版，網址：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
B10100032016AN16B0100.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新聞稿》，2017 年 7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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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5.	 		是次研究結果顯示，現時職業教育出現三個主要問題：

	 (i)	 	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認知度不足，社會普遍對職業教育的認受性偏

低	──	大部分受訪學生（68%）及家長（69%）對政府近年推行的

「職業專才教育」感到陌生。不足兩成的受訪學生（16%）及受訪家

長（16%）認為修讀「職業專才教育」等同獲取專業資格和知識，反

映對職業教育的認知仍停留在「非專業」的層面，並擔心選擇職業教

育後未能獲取專業資格。

	 (ii)	 	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與資歷架構之間的關係缺乏充分理解，對職業

教育的可銜接出路存疑	──	接近一半受訪學生（49%）及超過一半

的受訪家長（52%）不清楚資歷架構的功能。只有三成多的受訪學生

（32%）及接近兩成半的受訪家長（24%）知悉資歷架構的功能為反

映不同課程的深入程度及複雜程度。

	 (iii)		人力資源錯配，對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人才構成挑戰	──	受訪

學生對政府推動的「ABC」行業，即 Airport（機場）、Building（建

造業）及Care（護理業）「感興趣」和「有意從事」的同意度不高	(以

５分為最高值，平均分皆低於 3)，反映他們對這些行業興趣不大，不

傾向投身有關行業。有受訪教師表示除非這些行業有完整和清晰的職

業前景，否則難以吸引青少年入行。僱主有迫切需要吸引年輕人入行，

以解決現時人手短缺的問題，並認為政府必須提出引領未來經濟發展

的願景，社會才會按願景投放資源，而青少年也會因應市場需要而投

身相關行業。

政策建議
6.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並完善職業教育制度，研究團隊分別按初中、高中和大

專三個階段，提出以下六項主要政策建議。此外，為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

發展，團隊亦建議當局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措施。智經期望這些建議可以重

建職業專才教育的階梯，令公眾對職業教育重拾信心，讓青少年按自己的

能力和抱負盡展所長，以及為香港各行各業培育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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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職業專才教育的階梯

初中階段 

建議一：新增「初中職業體驗」課程　擴闊青少年視野

7.	 	現時學生完成中三課程後，可以選擇主流學術導向的新高中課程或職業

教育及培訓機構（以職業訓練局為主）開辦的「職業導向教育」課程。

要讓家長和學生作出合適的選擇，必須讓他們掌握充分的資訊。是次研

究的受訪家長（72%）及學生（80%）表示學校教師是他們獲得有關職

業教育資訊的主要渠道，智經建議學校在中三增設「初中職業體驗」課

程，讓家長及學生加深對職業導向課程的了解，從而推動職業教育的發

展。此建議與《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內的建議互相呼應 5，惟研

究團隊建議為中學生增設的職業體驗課程應安排於初中階段進行，以便

家長及學生及早獲得職業教育的資訊。

8.	 	研究團隊建議學校和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安排「初中職業體驗」課程時

要注意其活動性質。是次研究的受訪學生反映，於眾多活動類型當中，

實地考察、工作影子活動／工作實習及工作坊讓他們能夠從職場的實際

體驗中，探索自己的工作興趣和能力。而講座及展覽則較傾向於靜態的

參與，讓家長及學生獲取有關職業導向課程的資訊。由此可見，不同

活動性質可以帶來不同效果，學校和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應以「學生為

本」，作出合適的安排。

9.	 	據知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每年均為中學生提供導引課程，效果理想。6 現時

1 至 2 小時的導引課程包括向學生講解課程結構和升學就業前景，以及讓

學生參與實務課堂，例如入廚試做簡單甜品、在健身室學習使用器材，

而實務課堂佔課程的大部分時間，學生能夠透過實務課堂認識自己，發

掘興趣。有學生指出導引課程有助認清自己的目標和夢想，協助他們在

高中階段選擇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以追尋夢想，可見導引課程有其效果。

5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2015 年 7 月，網址：https://www.gov.

hk/sc/residents/government/policy/government_reports/reports/docs/Report_of_the_Task_Force_
on_Promotion_of_Vocational_Education.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6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逾 800 名中學生參與應用學習導引課程」新聞稿》，2017 年 3 月 29 日，

網址：www.hkct.edu.hk/news/?lang=en&pid=27&mt=l3&info_id=512	[ 於 2017年 8月登入 ]；明報：
《職訓試堂踴躍	港專盼增資助發掘學生讀書以外興趣》，207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s://news.
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14/s00011/1489428364932	[ 於 2017 年 8 月登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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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課程對象方面，是次研究顯示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資訊主要來自教師和

家長，建議學校和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安排「初中職業體驗」課程時，

多鼓勵家長參與，家長對職業導向課程的了解有助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

11.		具體而言，研究團隊建議參考現時的做法，由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提供

「初中職業體驗」課程，內容包括導引課程、工作體驗、師友分享會和

遊戲等；而任教初中年級的班主任會從中協調並安排學生參加；負責生

涯規劃的老師則定期評估學生的狀況，以便為有需要的學生及早提供各

種職場和職業訓練的相關資訊。由於現時政府已加強在生涯規劃方面的

支援，若學校把職業體驗課程納入生涯規劃，相信可以更靈活運用政府

的資源，亦避免因此加重老師負擔。

12.		在此課程下，學生和家長有機會到不同行業的企業和機構作實地考察，

透過接觸真實的工作環境，引起學生對該行業的興趣。學生和家長亦可

到開辦職業導向課程的院校參觀，讓他們了解有關科目的內容和上課環

境。院校可以與資歷架構秘書處合作，參考現時秘書處向中學宣傳資歷

架構計劃的運作模式 7，對象由高中生變成初中生，講解各個課程與資歷

架構之關連，例如如何獲取投身該行業的資格、不同職業導向課程分別

可以銜接至哪些大專教育課程，加深家長及學生認識職業教育及資歷架

構的功能，增加學生於高中階段選擇職業教育的信心。

高中階段 

建議二：改革應用學習「二」進「三」　提升專業技能及就業認受性

13.		教育局（前稱教育統籌局）在 2005 年的報告指出 8，新高中課程為學生

提供一個寬廣而均衡的多元化課程，以協助青少年為繼續升學或就業作

更好的準備，並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讓他們有更多選擇，確保他們能

夠得到適切和優質的教育。

7  	資歷架構秘書處：《學校活動》，修訂日期：2017 年 5月 24 日，網址：https://www.hkqf.gov.hk/tc/

promotion/schoolactivities/index.html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8  	教育統籌局：《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2005 年 5 月，網址：http://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about-cs-
curriculum-doc-report/report_c.pdf	[ 於 2017 年 8 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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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修讀課程組合如下（見表 1）。在中四時，學生可

以最多選修四個科目，從而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到中五或中六時，

學生可以選擇只專注於一至三個選修科目。在考試評核方面，除了應用

學習科目外，核心科目和其他選修科目以 5** 至 1 取代舊有的 A 至 F 級

制度。

15.		應用學習科目是新高中課程的其中一個組成元素，具備不同能力的學生

均可以此作為選修科目。應用學習科目種類繁多，學生一般由中五開始

修讀課程，為期兩年，合共 180 小時。現時科目分為六大學習範疇，

2017-19 學年，總共有 35 個應用學習課程可供學生選修：

	 (i)	 創意學習

	 (ii)	媒體及傳意

	 (iii)	商業、管理及法律

	 (iv)	服務

	 (v)	應用科學

	 (vi)	工程及生產

表 1：新高中學制下的課程組合

學年
新高中學制下課程的組合

四個�
核心科目

一至四個�
選修科目

其他�
學習經歷

中六 
（1-3 個選修科）

• 中國語文
• 英國語文
• 數學
• 通識教育

• 甲類： 
高中選修科目

• 乙類： 
應用學習科目 
（共六個學習範疇）

• 丙類： 
其他語言科目

• 德育及公民教育
• 社會服務
• 藝術發展
• 體育發展
• 與工作有關的 

經驗

中五 
（1-3 個選修科）

中四 
（1-4 個選修科）

課時比重 45-55% 20-30% 15-35%
資料來源： 課程發展議會：《高中課程指引 – 立足現在．創建未來》，2009 年，網址：http://cd1.

edb.hkedcity.net/cd/cns/sscg_web/pdf/chi/Booklet%20Intro%20chi.pdf [ 於 2017 年 8 月登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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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為新高中學制加入職業教育的元素。課

程設計理念著重發展知識、技能和態度。課程內容實用與理論並重，強

調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連繫，讓學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有關的基

礎理論和概念，以及在真實情境中培養共通能力。9

17.		然而，應用學習課程開設至今，平均每年報考應用學習課程的中學文憑

試考生百分比僅有 5.7%。10 過去有調查指出，雖然高中生、家長、校長

和老師對應用學習課程的評價正面，但他們對課程在升學及就業上的作

用卻感到憂慮。11 智經認為學生無論選擇學術教育或是職業教育，均需

了解職場運作，所以有需要加強推廣應用學習課程，從學術導向體制內

推動職業教育。

18.		應用學習課程與其他新高中科目不同的是，它並非以升學作為唯一目標，

而是把課程目標擴展至協助學生「探討和了解就業及終身學習的取向」	

。12課程透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體驗式學習及發展學生共通能力，

讓學生可以在預備升學之餘，為就業做好準備。但按教育局 2015 年的調

查，只有約 11%的學生在完成應用學習課程後選擇就業 13，可能與應用

學習課程在就業上的認受性不足有關。

19.		有鑑於此，研究團隊建議可以從資歷架構著手，強化職業教育與資歷架

構之間的銜接。在 2017-19 學年，35 個應用學習課程中，已有 28 個課

程與資歷架構第三級掛鈎 14，建議長遠應讓所有課程與資歷架構掛鈎，

讓學生、家長和僱主明白經過審核的課程內容，有一定質素保證，以加

強他們對課程的信心，亦增加課程在職場上的認受性。

9  	教育局：《應用學習》，修訂日期：2017 年 4 月 6 日，網址：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1.html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中學文憑試報考統計資料》，2012 至 2017 年版，網址：http://www.

hkeaa.edu.hk/tc/Media/facts/facts.html（資料取自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告、2013 年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資料、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資料、201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
統計資料、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資料及 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考統計資料）[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1  	趙永佳：《「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課程：學生、家長及校長的看法和教育選擇」研究報告》，2016

年 8 月， 網 址：http://www.cpu.gov.hk/en/public_policy_research/pdf/2014_A4_003_14E_Final_
Report_Prof_Chiu.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應用學習科目評估資料套（核心部分）》，2012年 9月，

網址：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apl/APL-AIP-C-0912.pdf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3  	教育局：《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就 2015 年 3 月 16 日會議對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的推行的查詢回

覆》，2015 年 5 月 5 日，為 2015 年 3 月 16 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有關高中應用學習的
推行的跟進文件，立法會CB(4)924/14-15(01)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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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為了進一步增加應用學習課程的就業認受性，研究團隊建議在現時兩年

制的應用學習課程之上，提供一年選修的實習課程，以裝備學生在職場

工作的能力。三年制課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與目前兩年制的應用學習課

程內容相同，而第三年主要是接受相關行業的實習培訓，以認識職場環

境和實踐所學，加強業界僱用這些畢業生的信心。智經粗略估算開辦三

年制應用學習課程的額外每年開支（以 2017 年價格計算）可能介乎於

4,200 萬至 6,300 萬元之間。15

21.		在改革後的三年制課程下，建議當局與相關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積極

探討可行機制，為完成實習而表現符合要求的學生頒發專業證書，以提

升應用學習課程在相關行業上的認受性。長遠而言，由於三年制的應用

學習課程的修讀時數增加，當局亦可檢討新課程是否具備可獲頒授證書

以上的條件。

22.		為了讓學生在學術導向及職業導向課程之間有更多選擇空間，我們建議

讓學生由現時中五提前至中四選修應用學習課程。對於原本打算選修兩

年制課程的中四及中五學生，如果發現自己並不適合接受學術導向教育，

便可以由兩年制的應用學習課程轉為三年制，從而獲得相關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頒發的專業證書，為升讀更高資歷的職業導向課程或就業做好

準備。反之，如果學生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職業導向課程，亦可以在中四

或中五退修應用學習課程，專注學術發展。智經明白學生未必能夠於中

四前便決定向學術或職業教育方向發展，故希望此建議能給予學生較大

彈性，於中四及中五都可以轉換「跑道」。

14  	教育局：《高中應用學習課程（2017-19 學年）一覽表》，2017 年，網址：http://www.edb.

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course-
information/2017-2019/ApL%20Courses%20List%20201719%20cohort%20updated%20on%20
20170303.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5  	有關估算建基於以下幾個假設：

i  	有意修讀兩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學生人數與 2016 年中學文憑試報考兩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考生人

數相若，而當中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學生會在完成兩年課程後選修一年的實習課程；

ii  	每年被新開辦的三年制應用學習科目所吸引而修讀三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學生人數介乎於 2016 年

中學文憑試報考兩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考生人數（2017 年暫時只有應考人數和成績統計，未有應
用學習科目的報考人數資料，而報考人數和修讀人數會較接近）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間；及

iii  	開辦三年制和兩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按年成本結構大致相同，只是年期有別。智經以 2017-2019

學年兩年制應用學習科目的平均每名學生費用按年期比例調整，估算每三年制平均每名學生的成
本（估算	—	假設學生人數	x	平均成本）。教育局：《教育局通函第 146/2016 號	–	高中應用學
習課程（2017-19 學年）》，2016 年 10 月 4 日，網址：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
upload/EDBCM/EDBCM16146C.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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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改進應用學習的參照評級　加強修讀誘因及升學上角色

23.		在中學文憑試中，應用學習課程的最高評級為第三級，即使在 2018 年改

變評核制度後，其最高級別亦只是第四級，對報讀大學課程未必有很大

幫助。在 2017 年的中學文憑試，即使考生最佳五科總成績為 21 分（即

平均每科成績達 4.2 分，等同每科獲得高於第四級的成績），被取錄入讀

八間資助大學的機會較微，仍處於邊緣位置。16 簡而言之，即使學生的

應用學習課程獲得最高的第四級，亦沒有明顯的幫助。以上資料顯示，

應用學習課程在升學方面的認受性有待提升。

24.		為配合建議二將應用學習科目改革成為三年制，建議進一步改進應用學

習科目的評級制度。透過檢討現時應用學習的內容和評核制度，務求使

應用學習科目的參照評級與其他選修科看齊，即表現優異的考生同樣可

摘 5** 的最高成績，以扭轉應用學習科目在升學方面的形象，並反映課程

的深入程度及複雜程度。

25.		此外，研究團隊建議當局需與院校合作，建立機制，將應用學習科目成

績列為甄選入學準則，讓學生能直接透過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入讀大專

院校的課程。而大專院校中的職業導向課程在收生時，優先取錄曾修讀

相關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甚至豁免該科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修讀相關

單元，情況有如現時一些大學讓在英文科取得 5** 的學生免修基礎英文課

程，可選修其他課程以累積學分。17 有關安排通過加強應用學習課程在

升學上的角色，增加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誘因。

26.		是次研究發現部分學校沒有開辦應用學習課程，學生需透過學校報讀校

外課程，但學校的資助名額有限；另外亦發現課程在上課安排上有所衝

突，一般情況下，學校在放學後及星期六上午為學生補課，除非校外課

16  	現時資助大學學位共約 1.5 萬個（扣除提供給海外和以DSE成績以外方法報讀的學生後，約剩 1.3 萬

個位供 DSE 考生競爭）。教育局：《公帑資助課程》，修訂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網址：http://
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local-higher-edu/publicly-funded-programmmes/
index.html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於 2017 文憑試，最好 5科考獲總積分達 22分或以上的考生，有
8,260 人，有較高機會入讀八間資助大學。19 至 21 分有 6,158 人，意味部分學生未必能入讀八間資
助大學。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新聞稿》，2017 年 7 月 11 日，
網址：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70711_Results_HKDSE_FULL_CHI.pdf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7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4-year	

curriculum).	vailable	at:	http://www.scifac.hku.hk/ug/current/bsc/curriculum/graduation/4-year#b	
[Accessed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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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在星期六下午，否則學生難以出席。雖然是次研究顯示應用學習

課程現時有不少行政問題有待解決，但問題大多源自學校不願開辦課程

和收生不足，兩者亦互為因果。智經相信待應用學習課程在就業及升學

認受性提升後，會有更多學校願意開辦課程，亦會有更多學生願意修讀，

而相關的問題亦會迎刃而解。

建議四：設立香港 iLab 書院　配合本港創科發展需要的人才

27.		在現時教育體制下，部分院校能同時兼顧學術及職業導向課程。政府於

2000 年推廣高中職業教育，鼓勵院校善用學制內的彈性，靈活兼容學術

及職業導向課程 18；及後陸續出現「雙核心」高中書院，為學生的多元

發展增添一個選擇。研究團隊參考高中書院的學制，建議設立以直資中

學模式營辦的「香港 iLab 書院」，書院所得的政府資助會按收生人數作

調整。而辦學團體方面，建議政府作公開招標，參考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的做法，可由業界及相關範疇的資深人士組成辦學團體，透過書院為相

關產業培育合適的人才。

28.		成功的職業教育需要培育人才，以配合社會經濟發展。政府近年大力推動

創科發展，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19 而根據政府於2015年公布的《2022

年人力資源推算》，對資訊科技從業員的整體人力需求的按年升幅，較同

期香港整體人力需求的按年增長高逾一倍20，而預計在2022年，資訊科技、

資訊服務、創新及科技產業需要19,700名擁有高中及文憑學歷的人才，可

見香港於未來對創科人才的需求逐漸殷切。21 因此，為了培育創科人才以

配合香港創科發展及不同產業的增值需要，香港 iLab書院定位為以STEM

教育為核心 22，保留新高中元素的高中書院，培養學生掌握21世紀所需要

18  	馮智政：《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假象	–	政策與落實的困局》，2014 年 12 月 12 日，網址：https://

www.ied.edu.hk/include_n/getrichfile.php?key=f36e60a3e20cb230938f89b524835d9e&secid=
event1041&filename=cgc/2014_12_12_Roundtable/S4_Fung_Chi_Ching.pdf	[ 於 2017 年 8 月 登
入 ]；僱員再培訓局：《未來發展路向諮詢文件》，2008 年 1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erb.org/
authorsmith/documents/Other_info/consultation.doc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19  	財政司司長：《培育創科企業　創造經濟動能》，2017 年 7 月 23 日，網址：http://www.fso.gov.hk/

chi/blog/blog230717.htm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20  	2022 年全港對資訊科技從業員 ( 例如資訊科技經理、系統分析員和程序編製員 ) 的人力需求達

98,000 人，比法律服務、會計、核數及簿記服務和設計、廣告及相關服務相加的總人力需求更多，
而當中有接近 20%只需要高中或文憑學歷。

21  	勞工及福利局：《2022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2015 年 4 月，網址：http://www.lwb.gov.hk/report/

mp2022_tc.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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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與創新能力、合作及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他們建立穩固

的多元學科知識基礎。

29.		為了應對未來經濟發展，職業教育在教育制度的重要性愈見明顯。是次

研究顯示，增加職業教育為主的中學是家長最支持（以 4 分為最高值，

平均分為 3.04，所有建議中最高）及中學生第二支持（以 4分為最高值，

平均分為 3.14，所有建議中第二高）的建議。另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曾反映，有意見認為可於中學階段設立一間資訊科技學校，以集

中培育科技人才。23 可見該建議得到不同持份者的支持，能為學生及家

長提供職業教育的另一選擇，同時有助滿足社會對創科人才的需求。

30.		香港 iLab 書院的課程結構，在現行教育制度有先例可循。就讀香港 iLab

書院的高中生需要同時修讀新高中課程，以及資歷架構第三級的創科文

憑課程，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要求學生同時修讀新高中課程及創意藝術

文憑課程的做法同出一轍。而創科文憑課程以 STEM 教育為核心，正好

配合政府在中學推動 STEM 教育的方向。參考較早推動 STEM 教育的海

外經驗，以美國為例，不少職業導向院校以 STEM 教育為課程核心，並

指出職業教育以體驗為重的學習模式，與 STEM 教育相輔相成，使畢業

生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參考上述例子，香港 iLab 書院的創科文憑課程

揉合 STEM 教育及職業教育的學習模式，在課程結構上有先例可循。而

且書院以直資中學的模式營辦，若選擇入讀此書院的學生都來自本地資

助中學，政府對每名學生的資助並不需要有明顯的增加 26，相信設立該

書院屬可行建議。

22  	即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教育局：《「推

動 STEM 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2016 年 12 月，網址：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
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STEM_Education_Report_Chi_20170303.pdf	[ 於 2017 年 8 月
登入 ]。

2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2014

年 6 月，為 2014 年 6 月 9 日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有關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的討
論文件，立法會CB(4)726/13-14(05) 號文件。

24  	教育局：《「推動 STEM 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2016 年 12 月，網址：http://www.edb.gov.

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STEM_Education_Report_Chi_20170303.pdf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25  	Stone,	J.R.	III	(2011).	Delivering	STEM	Education	through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Program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ly	Successful	Schools	
on	Programs	for	K-12	STEM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	DC,	May	10-12,	
2011.	Available	at:	http://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cs/groups/dbassesite/documents/webpage/
dbasse_072641.pdf	[Accessed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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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別於現時眾多的院校，香港 iLab 書院集中培育創科人才，有助滿足不

同行業、工種及職位的需要，並具以下三個特色：

(i)	 	一間書院、兩條出路	──	智經明白在學生及家長眼中，升讀大學仍然是

高中時期最重要的目標。設立香港 iLab 書院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升學與就

業兼得的機會。書院畢業生能夠取得中學文憑及創科文憑學歷，有意繼

續升學的學生，可以文憑試成績報讀大專院校；有意投身職場的學生，

則可以憑創科文憑學歷應徵相關工作，把高中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術應用

到職場之上。加上各個行業均應用科技以提高工作效率，畢業生有廣闊

的就業出路。27 書院從而做到兼顧升學及就業需要，讓學生有多元出路。

(ii)	 	與時並進、緊扣需要	──	業界的參與是香港 iLab 書院的特別之處。現

時高中的職業教育發展困難重重，只有 3 間高中書院，分別是中華基督

教會公理高中書院、明愛華德中書院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28，有意見指

原因在於院校與市場脫軌，跟業界連繫不足。29 參考其他地方的職業教

育制度，業界的角色極為重要，包括參與課程設計、考試制訂及師資培

訓等工作。30 當業界對有關課程的內容有更透徹的了解，僱主亦會更認

受課程的資歷。31 有見及此，研究團隊建議仿傚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成立督導委員會，由業界代表、香港 iLab 書院代表、大專院校代表、相

關培訓組織代表及政府代表共同參與。32 委員會的職責不只限於課程設

計，更延伸至評核制訂和師資培訓等工作，以確保課程緊扣業界需要，

讓學生於職場上能夠學以致用，最終增加香港 iLab 書院的實用性及認受

性。

26  	2015-2016 年度資助中學的學生單位成本為 66,440 元。教育局：《2015-2016 年度財政預算案	—	與

教育有關的事宜》，2015 年 3 月，為 2015 年 3 月 16 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文件，立法
會 CB(4)620/14-15(01) 號文件；而 2016-2017 年度直資學位每名學生每年津貼額為 65,499 元（以
創校 16 年以下計算）。教育局：《辦學年期兩級制文件》，《直接資助計劃	—	學校參考資料》，
修訂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網址：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
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info-sch.html	[於2017年8月登入]。

27  	勞工及福利局：《2022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2015 年 4 月，網址：http://www.lwb.gov.hk/report/

mp2022_tc.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2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15 年 11 月 11 日，網址：http://www.legco.gov.hk/yr15-16/

chinese/counmtg/floor/cm20151111-confirm-ec.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29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15 年 11 月 12 日，網址：http://www.legco.gov.hk/yr15-16/

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1112-translate-c.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30  	同上。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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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發展潛能、獨具優勢	──	香港 iLab 書院採用體驗學習和實踐所學的模

式，以專題及單元為本，讓學生應用跨學科的知識和技術，以配合 STEM

教育跨學科的本質，同時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在就業出路方面，研究

團隊建議為學生安排實習計劃，讓學生在學期間累積工作經驗，企業亦

可藉此評核學生的工作能力，為表現優異的學生提供優先取錄的安排，

而此安排於現時的高中書院屢見不鮮。33 研究團隊建議當局與大專院校

建立合作機制，讓具備 STEM 學科的基礎知識、技術及工作經驗的畢業

生，在升讀相關大專學科時，可被優先取錄並豁免修讀有關的基礎課程
34，增加 iLab 在升學出路方面的優勢。

大專階段 

建議五：�完善大專學分互認機制�
促進青少年取得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

32.		現今社會需要員工具備多方面的技能，學術和職業知識並存，才能順應

世界競爭潮流。在現時制度下，副學士課程要求至少有 6 成課程屬通識

性質的內容（例如語文、資訊科技、通識），高級文憑課程則至少有 6

成課程屬專門性質的內容（例如專修科目、專業訓練、職業技能等）35，

而大學亦讓學生可按意願自由選修跨領域課程（例如其他學系的職業導

向課程），修滿學系訂定畢業最低學分要求。36 可見現時大專院校均有

空間讓學生同時修讀學術及職業導向的課程。

32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	 (2017).	Steering	Committee	on	Enriched	 IT	

Programme	in	Secondary	Schools	(SCITP).	Available	at:	https://www.ogcio.gov.hk/en/about_us/
committees/scitp/terms_membership/terms_and_membership.htm	[Accessed	August	2017]

33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學業與職業訓練雙軌並重　培育學生成材》，

2016 年 1 月 19 日，網址：http://www.mpep.com.hk/website/%E4%B8%AD%E8%8F%AF%E5%9
F%BA%E7%9D%A3%E6%95%99%E6%9C%83%E5%85%AC%E7%90%86%E9%AB%98%E4%B
8%AD%E6%9B%B8%E9%99%A2-%E5%AD%B8%E6%A5%AD%E8%88%87%E8%81%B7%E6%
A5%AD%E8%A8%93%E7%B7%B4%E9%9B%99%E8%BB%8C%E4%B8%A6/	[ 於 2017 年 8 月登
入 ]。

34  	港科院：《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與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2017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www.

ashk.org.hk/extensions/fileman/Uploads/FULL_report_Chi_28_12.16%20v1.pdf	[ 於 2017 年 8 月登
入 ]。

35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新學制下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的新修訂通用指標》，2017 年 2月版，

網址：http://www.cspe.edu.hk/GetFile.aspx?databaseimageid=14684-0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36  	香港輔導教育協會：《新學制聯招號外》，2017 年 7月 3日，網址：https://www.hkacmgm.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7/01_HKACMGM_JUPAS_Newsletter_170703.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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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局於 2014 年推出資歷架構下學分累積及轉移的政策，支援「縱向」

（即學分由較低資歷轉移至較高資歷）及「橫向」學分轉移（即學生於

原校以外的機構修讀同等資歷的課程）。37 該政策下，學術導向體制中

的大專學生可以修讀校外職業導向課程，並取得與校內課程同等學分，

反之亦然。

34.		為了促使大專學生善用上述學分互認機制，研究團隊建議設立平台，載

列各大專課程獲其他院校及機構認可的詳細資料，完善大專學分互換互

認機制，讓學生有更多課程選擇，兼顧學術及職業導向兩方面的發展。

假如副學士課程中有自由選修的課程，只要副學士課程的院校和職業教

育及培訓機構（如職業訓練局）有所協定，學生可以修讀該機構的課程，

並同時取得副學士學分。此建議有助鼓勵大專學生靈活選擇課程，發展

成為學術與職業知識兼備的人才，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建議六：�確立過往資歷為大專入學資格　增加銜接高等教育的機會

35.		資歷架構不只涵蓋學術教育和培訓所得的資歷，還設有「過往資歷認

可」機制，將工作崗位上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透過評核，按各行業的

《能力標準說明》轉化為「資歷學分」。簡而言之，資歷只可以從兩個

途徑獲得認可，分別為透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及課程營辦者（例如

各大專院校、職業教育及培訓機構）的申請，而獲得認可的資歷會被登

記在資歷名冊。現時「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已適用於 14 個行業，而截至

2016年 12月，有關評估已涵蓋逾40,300個能力單元組合。38 即使如此，

在資歷名冊內僅有 9.4% 的資歷登記在「過往資歷認可」機制下，而超過

9 成為課程營運者所申請的資歷 39，可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尚有一定

發展空間。

37  	教育局：《香港資歷架構學分累積及轉移：政策、原則及應用指引》，2016 年 3 月，網址：https://

www.hkqf.gov.hk/filemanager/common/CAT/C.A.T.%20Booklet.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38  	教育局：《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教育局有關資歷架構的政策措施》，2017 年 1 月，為 2017 年

1 月 23 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有關資歷架構的政策措施的討論文件，網址：http://www.edb.
gov.hk/sc/about-edb/legco/policy-address/2017%20PA%20-%20Panel%20on%20Manpower%20
paper%20(chi)%20-%20final.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39  	教育局：《資歷名冊資料與數字》，最後更新：2017 年 8 月 18 日，網址：http://www.hkqr.gov.

hk/HKQRPRD/export/sites/default/.content/attachment/tc/Current-QR-Statistics-as-of-20170811-
TradChin.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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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為了促進「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發展，研究團隊建議加快將該機制推

展至更多行業，並由現時資歷認可級別最高第四級（即高級文憑及副學

士學歷），提升至第五級（即學位學歷），藉此鼓勵晉身職場後的青年

進修。

37.		個人工作經驗是獨立而寶貴的資歷，現時已經有大專院校研究為相關工

作經驗作出學分豁免，讓學生節省時間和金錢，避免重複學習。40 有見

及此，研究團隊進一步建議當局推動大專院校確立以認可的「工作資歷」

為入學資格，並提供一定學額，讓具備「工作資歷」的青年有銜接高等

教育的機會，長遠改善職前學歷競逐的現象。智經建議大專院校在認可

在職人士的工作經驗為入學資格的同時，可以開辦學前基本課程，讓這

些在職人士修讀，協助他們適應校園生活，應付修讀大專院校課程的有

關要求。教育體制需要有更多彈性，讓青年有機會及早體驗職場，認識

自己和社會；而學生在高中畢業後，並非只能搭上升學「直通車」，亦

可以選擇以就業為未來升學的「中轉站」。

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措施

建議七：設立評估準則及加強宣傳　提升職業教育的形象

制訂職業教育評估準則

38.		1960 年政府設立首間工業中學，被視為職業教育的起點。及後，政府僅

於 1996 年及 2015 年分別發表過《職業訓練局策略及組織檢討》及《推

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但當中並沒有就香港職業教育的成效作詳

細檢討，亦未有明確指出成功職業教育的標準和原則。反觀其他地方，

過去十年均曾就職業教育作詳細檢討，包括英國 41、台灣 42、新加坡 43

和芬蘭 44。上述檢討為當地政府確立發展的方向和原則，以便政府日後

作全面規劃，推動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40  	教育局：《香港資歷架構學分累積及轉移：政策、原則及應用指引》，2016 年 3 月，網址：https://

www.hkqf.gov.hk/filemanager/common/CAT/C.A.T.%20Booklet.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41  	Wolf,	A.	(2011)	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Wolf	report.	UK: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
file/180504/DFE-00031-2011.pdf	[Accessed	August	2017]

42  	台灣教育部：《技職再造方案	—	培育優質專業人力》，2010 年 2 月，網址：www.fsvs.ks.edu.tw/

ezfiles/1/1001/img/11/44346828.doc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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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見及此，短期而言，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在推行「職業專才教育」之後 3

至 5 年內作中期檢討，確保「職業專才教育」能夠提供適合且優秀的專

業人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長遠而言，可自行制訂一套符合香港社會

的職業教育評估準則，並進行全面的評估和檢討，而評估準則可以參考

國際教育基準中心（Centr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

於 2014 年發表的原則。45 設立評估準則具把關作用，有助進一步提升職

業教育的質素，促進職業教育持續發展。

加強宣傳職業教育及推廣資歷架構

40.		政府於 2015 年發表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表示，將繼續從不

同的媒體及渠道宣傳「職業專才教育」，包括舉辦大型技能比賽和為中

學生提供互動體驗活動等。智經認為有關做法值得支持，因為「職業專

才教育」發展仍屬初步階段，是次研究結果亦顯示，受訪者對「職業專

才教育」認識不深，宜積極宣傳，加深公眾的了解，爭取他們對「職業

專才教育」的認同。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宣傳及推廣活動有助掃除社會

對職業教育的負面標籤，在香港配合「職業專才教育」的新定位，有望

得到社會的支持，達致事半功倍。為此，增加宣傳的資源和支援，以及

制訂有效的宣傳策略對於「職業專才教育」的發展非常關鍵。

41.		職業教育的認受性偏低，原因之一是過往的職業培訓缺乏有系統的認證。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進一步將職業培訓與資歷架構掛鈎，致力加強資歷架

構的認識度（Visibility）及透明度（Transparency）。至少讓市民明白資

歷架構的功能，在於認可資歷的不同級別，反映學習深度及複雜程度，

藉以提供一個客觀標準評估從業員在行業中所達到的級別水平。借鑒英

國的經驗，推動更多專業團體參與資歷認證，把執業資格與資歷架構掛

鈎，也有助職業教育循專業化方向發展。加深各專業團體對資歷架構的

認識，有助吸引它們參與資歷認證，故向其推廣資歷架構制度，是另一

重要工作。

43  	Tucker,	M.	S.	(2012)	The	Phoenix: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44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2010)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Finland;	Vocational	

competenc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working	 life	and	 further	studies.	Helsinki: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45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	(CIEB).	(201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ld's	Top	

VET	System.	Last	updated	on	1	Dec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ncee.org/what-we-do/center-
on-international-education-benchmarking/characteristics-of-the-worlds-top-vet-systems/	[Accessed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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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現時社會的傳統思想仍然認為升讀大學，是成功的唯一選擇。有見及此，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深化職業教育培育專才的形象，向公眾人士清楚傳達

栽培職業專才的重要訊息，並從家長方面廣作宣傳，畢竟家長對子女生

涯抉擇仍有重大的影響力。46 特別要讓家長明白，香港正面對人力資源

錯配的問題，高學歷人士從事較低技術職位的比例增加。當政府加強其

他產業發展，例如為香港營造發展創科和創意產業的環境，創造不少新

興行業的工作崗位，將有利青少年多元發展，藉此吸引他們投身職業專

才教育。參考新加坡的經驗，職業教育的成功有賴全體社會的支持，尤

以家長為甚，故加強公眾（特別是家長）教育，長遠有助提升「職業專

才教育」的社會認受性。

建議八：支援職業專才教育發展配套　鼓勵職業教育的專業化發展

推動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發展

43.		有別於正規教師，現時職業教育工作者 / 導師並無檢定的專業資格。是次

研究結果顯示職業教育工作者可能是由資深業界人士直接擔任，其間並

無接受嚴格及認可的教育訓練。為此，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就職業教育工

作者 / 導師的教學資格制定指引及專業守則，以提高專業操守及質素，並

配合職業教育的專業化發展。此外，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推出措施並調配

資源，鼓勵職業教育工作者 / 導師於相關專業範疇持續進修，了解當時市

場的需要，將最新的市場資訊和技術教授予學生。47 該建議亦有助教育

工作者/導師與業界建立網絡，讓職業教育緊貼業界發展，達致專業水平。

44.		除了讓職業教育工作者 / 導師吸收業界資訊和技術外，鼓勵業界人士參與

職業專才教育的課程教學同樣重要。故此，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加強對業

界僱主的支援，例如特別為業界 / 企業舉辦招聘日及招聘講座，加強向學

生宣傳業界 / 企業資訊，令業界 / 企業易於招攬職業專才，藉此鼓勵僱主

支持職業教育，讓更多業界人士到課堂上分享寶貴的職場實戰經驗，甚

至兼任客席講師，連接業界及職業教育，改善現時倚賴職業教育機構處

理培訓事宜的情況，為職業教育的專業發展奠下基礎。

46  	鄭慧婷：《香港高中學生的職業導向：職業相關與一般性家長支持及社會壓力之影響》，《台灣與香

港的青年與社會變貌》，2015 年 5月 2日。

47  	Atkins,	 L.	 and	Tummons,	 J.	 (2016)	Professionalis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in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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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商會與工會在職業專才教育中的角色

45.		要推動職業教育持續發展，商會與工會的角色尤其關鍵。立法會於 2015

年發表的職業教育訪問考察報告指出，德國和瑞士的商會認為，參與職

業教育與培訓，有助彰顯業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更可帶來實質利

益，培育珍貴的人力資本。48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政府積極提倡企業社

會責任，強調職業教育與培訓為當中重要一環，聯同商會設立嘉許機制，

獎勵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提供誘因讓企業投資職業教育，提升其

社會形象。現時「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得到不少持份者的認同，政府

亦提出擴大實習的涵蓋範圍。鑑於香港大多企業為中小企，商會可以扮

演協調者的角色，促進政府與商界合作，凸顯商會對職業教育的支持及

承擔。

46.		現時工會在職業專才教育中的角色並不明顯，但其重要性不低於其他持

份者。研究團隊建議加強工會的角色，推動職業教育的專業化發展。工

會以從業員的利益為依歸，可擔當倡導者的角色，推動設立業界自主的

專業認證制度。換言之，在政府的協調下，由業界自行界定專業標準，

並嘗試與資歷架構掛鈎，增加該制度的認受性，藉以確立從業員的專業

水平。

48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	—	前往德國及瑞士進行職務訪問以研究兩國的職業教育及培訓制

度的報告》，2016 年 3 月 8 日，為 2016 年 3 月 22 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文件，立法會
CB(4)690/15-16(01) 號文件。

49  	龔雅雯、王泓翔、張素惠：《新加坡職業教育及訓練發展現況與策略之探討》，《技術及職業教育

學報》，2015 年 8 月，網址：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77345300/77931/1/ntnulib_ja_
E0101_0602_017.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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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九：加強政府在職業教育的角色　為青少年多元發展作全面規劃

制訂全面的政策支援職業教育的發展

47.		職業教育的發展能夠為社會培育適切的人才，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

是次受訪僱主及教師明確表示，職業教育與經濟規劃息息相關，任何經濟

轉型，均有賴教育系統培育適合及足夠人才，否則會造成人力政策與資源

錯配，出現人才斷層。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就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提

出長遠規劃及目標，以便職業教育作出針對性的改革。參考新加坡的經驗，

職業教育的成功，源於經濟轉型迫使職業教育改革，以回應經濟發展的需

要。49

48.		另一項支援措施，是制訂人口及人力資源政策。政府自 1989 年開始，總

共發表過七次人力資源推算結果，但 2003 年至 2012 年出現真空期，並

無公布任何人力資源推算結果。50 在人口政策方面，同一時期亦只有人

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 2015 年發表的《人口政策	–	策略與措施》，作為

主要人口政策藍圖。由此可見，有關人口及人力資源政策並未納入政府

的日常政策議程。鑑於該政策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有莫大影響，研究

團隊認為政府應制訂長遠的人口及人力資源政策，定期檢討人力資源情

況並公布推算結果。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及台灣的做法，訂立人力資源

規劃及人口政策支援配套及規劃，與發展職業教育相輔相成。

加強政府部門之間在職業教育規劃上的協調

49.		是次研究顯示，現時職業教育缺乏統一及清晰的規劃和管轄範疇。研究團

隊建議加強政府部門之間對職業教育規劃上的支援及協調，推動職業專才

教育的發展。具體建議包括以專責小組為基礎，邀請與職業教育範疇相關

的政策局及公營機構 51 委派成員加入，並組成專責監察小組，使各持份者

參與職業教育政策的制訂及檢討，讓職業教育的發展兼顧各方的需要和訴

求。

50  	政府新聞處：《「立法會四題：人力資源推算」新聞公報》，2013 年 6 月 19 日，網址：http://www.

info.gov.hk/gia/general/201306/19/P201306190427.htm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51  	包括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商務經濟及發展局、資歷架構秘書處、學術資歷及評審局、職業訓練局

及其他主要的職業教育提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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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此外，研究團隊亦建議為不同的政策局訂立各自的專責範疇，例如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負責搜集最新的經濟數據及分析未來經濟趨勢，並與教育

局和職業訓練局交流有關資料，讓教育界能根據有關情況自行調整課程，

培育適切的人才；而勞工及福利局身兼職業培訓及人力資源統籌兩大範

疇，可加強與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協調，為未來的人力資源培訓，訂

下長遠策略。清晰的分工亦令職業教育政策的制訂事半功倍。

建議十：借助生涯規劃教育　建立四方合作關係

51.		宏觀而言，研究團隊建議以生涯規劃教育為契機，建立包括政府、教育

界、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四大界別的職業教育夥伴合作關係。是次研究結

果發現，教育界在安排實習和制訂與職業相關的工作計劃時，遇到不少

的困難，而商界則面對人手不足的挑戰。故此，政府可促進兩者合作，

透過加強政策支援，鼓勵商界提供更多實習和工作體驗計劃，讓學生得

到更多的實戰經驗。特別是現時推行生涯規劃教育下，商校合作的模式

更為成熟，為以上建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52 此外，非政府機構除了繼

續提供生涯規劃活動及輔導外，也可扮演監察者和倡議者的角色，推動

其餘三方的合作，使職業教育得到廣泛的認受和支持。

52  	教育局：《2016/17 學年新任校長入職課程	—	生涯規劃與商校合作》，2017 年 3月 1日，	

網址：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
development/cpd-principals/materials/November%202016/20170301pm_Life%20Plan%20Ed.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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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52.		智經認為重建職業專才教育的階梯有助職業教育系統力臻完善。在初中

階段新增「初中職業體驗」課程，讓學生及家長了解各種職場環境和升

學途徑；在高中階段改革應用學習課程內容和評核制度，提升就業及升

學認受性；設立香港 iLab 書院，為社會培育創科人才；在大專階段完善

學分互認機制，讓學生兼顧學術及職業導向發展；為在職人士確立以過

往的資歷為大專入學資格，增加銜接高等教育的機會。透過重建職業專

才教育的階梯，智經相信職業教育系統將為社會經濟發展培育適切的人

才，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出路，亦獲得社會認受。

53.		另外，全面的支援措施使職業教育持續發展，包括設立職業教育評估準

則，以便日後作全面規劃；透過推動職業教育工作者 / 導師的專業發展，

並深化商會及工會的角色，以促進職業教育專業化的發展；加強政府在

職業教育促進者的角色，作出政策上的支援和釐清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分

工；以及建立政府、教育界、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四方的合作關係。上述

措施讓香港長遠受惠於職業教育的持續發展。

54.		現任行政長官強調人是香港向前發展的最重要元素，而教育是培育人才

的關鍵。53 教育是一項用心的事業，需要各方的積極合作和支持。成功

的教育並非讓所有青少年都爭相走在主流學術教育的大學路上，而是讓

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康莊大道。香港需要醫生、律師、會計師的同時，

亦需要運動員、烘焙師、音樂人、網絡達人、表演者等。多元的發展帶

給社會健康和幸福，促進職業教育發展，能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出路，讓

他們各展所長，才能成就更有競爭力的香港。

53  	林鄭月娥：《同行建共識　經濟民生齊推進》，2017 年 2 月，網址：https://www.carrielam2017.hk/

media/my/2017/02/Manifesto_c_v3.pdf	[ 於 2017 年 8月登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