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中學畢業人數持續減少，八所資助大學取錄人數上升 

，若學士學額維持不變，學額供過於求的情况預料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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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生人數持續減少，現時就讀中學的每級學生人數都不超

過 5.15萬人，受 2003年 SARS低出生率影響，今年就讀中二和中三

的學生人數跌至 5萬人。這批學生中學畢業時，即 2021和 2022年時，

文憑試取得「3322」大學門檻的考生人數有可能不足 2萬人，若政府

資助及自資學士學額維持不變，即共逾 2.2萬個，學額供過於求的情

况料會擴大。 

政府去年成立檢討自資專上教育的專責小組，小組將就自資院校

和副學位發展諮詢業界。據教育局 2017/18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只計

官校、津貼和直資中學，現中一至中六學生每級學生人數不足 5.15

萬人，按過往數字，參加文憑試人數較公營資助中學學生人數少。 

由教資會資助大學提供的首年學位學額，現約有 1.5萬個，當中

約 1.4 萬個可經聯招（JUPAS）申請；自資院校的首年學位學額約有

8000個，即每年學位學額最少逾 2.2萬個。據考評局 2012至 2017年

文憑試數據，考獲 3322 的人數約為該年日校考生 40%，人數由首屆

高峰期 2.6 萬人跌至去年 2.1 萬人，同年學額卻多達 2.2 萬個（扣除

不經聯招取錄的學額），數字上能完全吸納考獲 3322的考生。 

在自資學士學位供過於求的同時，部分自資院校預期收生人數與

實際收生人數亦有顯著差異。據教育局提交立法會資料，今學年能仁

專上學院預計收生學額為 80 個，但實收 6 人；宏恩基督教書院學額

100 個，最後 21 人報讀。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校長黃景波指該校現時

每年都虧蝕，來年將會轉攻實用學科，如護理、社工和會計；未能收

生的文史哲科目將會暫停，盼有助收生。 

黃景波指出，現所有課程共有百多名學生、逾千名兼讀生，但該

校每年仍虧蝕數以百萬元計，辦學團體每年都會補貼。有見及此，該

校將開設護理和社工學位課程，而會計課程則已推出。他又透露，如

現時「文史哲」類課程在下學年未能收生的話，會暫時停辦，短期目

標是將現時課程過渡至會計、護理和社工等實用性強的課程。 

另一邊廂，政府提供予 8所資助大學的高年級學生核准取錄人數

上升，由 2012/13學年不足 2500個名額，增加至 2018/19學年的 5000



 

 

個，當中以理工大學所得學額和升幅最多，由 2012/13學年的 805個

加至下學年 1750 個，升 117%，其次為城市大學，下學年有近 1400

個學額。高年級學額增加，意味有更多副學位畢業生有機會銜接至資

助大學的資助學位。 

按教育局立法會文件，2017/18 學年入讀副學位（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的學生為 1.83 萬人。當中香港理工大學及轄下專業進修學院

和香港專上學院的副學位取錄人數最多，有 5795人，較預計學額 4200

個多 38%。 

有自資院校管理層表示，現學士學額已較 3322 學生多，「10 年

前鼓勵開自資課程，那時是『春秋』，當下卻變成『戰國』，有些自資

院校收生很嚴峻」。他又說，政府一方面以 3萬元鼓勵 3322學生報讀

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另一方面卻不斷增加高年級學額，變相間接鼓勵

3322 學生報讀副學位，特別是副學士課程，「搏入大學」，令情况矛

盾。他認為，現學生壓力應減少，「不論如何都有書讀」，但自資院校

則要面對收生不足壓力。 

另外，供學生報讀非聯招專上課程的「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

台」（E-APP），首輪申請本周三截止。教育局表示共處理了 1.73萬個

申請人、共逾 4.15萬個申請，佔應屆文憑試考生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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