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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回歸行將進入第二個 25 年，李家超先生的安穩出任特首無懸念，世界局勢丕

變，美國按捺不住霸主側旁有鼾睡，早已撕破自身的偽裝自由與民主外衣，繼續聯群

結隊圍堵中國；俄烏戰爭進入傷亡不斷的膠着狀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與俄

國勢成水火，北約東擴與俄國西面建立無可挑戰的安全屏障，矛盾縱深，現在看不到

有和平的曙光，害苦了烏克蘭人民。另一方面，世紀新冠疫情困擾世界已近三年！香

港處身東西衝突的矛盾中，如何守常、應變、突破困局，看來「團結是要務，目標要

實踐，香港必須進步」，將是新一屆政府無間斷的綜合目標，這亦是市民大眾的期盼。 

時代巨輪，歷史演進，重視教育、發展教育始終是希望所在。大國之為大，必然重視

教育，這是無論順境逆境謀發展的箇中真諦。近世西歐、英、美輪番主導世界，四出

掠奪殖民，分贓之地雖有異，但民間與政府共同重視教育，卻是鐵律；教育之大，高

於一切，這是國家民族發展所需，是國家存亡的戰略考慮，是年輕一代成長、成功接

棒之所寄。咱們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全方位的發展，創造了人類的奇蹟，尋根究

柢，1977 年的 8 月艷陽天，鄧小平親自抓教育，於「科學與教育座談會」後宣布是年

12 月必須恢復公平的、唯才入學的大學聯考，3 個月的高效率，創造高效能，釋放教

育大能量，今天的中國人才輩出，上天下地入海的科研成就，人文精神的發揚，由此

而創造出國家的綜合力量，這就是重視教育鏗鏘有力的鐵證。 

究竟第六屆特區政府又會將香港的教育發展放在何等位置？未見端倪之前，筆者藉此

欄表達數點看法如下： 

應設委員會推改革 

其一，李先生宣布執政要目標與結果相隨，筆者以為，長久以來，政府眾多教育諮詢

組織於無權、無薪、無責的三無狀態下，行禮如儀地「運作」的模式必須更改。因

此，在頂層設計中組成「香港教育目標發展工作委員會」，當中包括具備「研究能

力」、「倡議能力」及「實踐能力」三方面的人才，有薪有責，有效率、有效能地直接

向特首負責，並與教育局局長及常任秘書長保持緊密溝通，集結教育前線的意見，以

確保「一國兩制」下的教育事業推動能一線到底，目標先行，視反應再鞏固、調整並

充實發展，加上傳訊推廣的策略思維，落地行動，務必讓香港教育穩守在國家、亞洲

乃至世界教育前列的地位。 

其二，李家超先生「對國家忠誠」之論，放在教育範疇看，筆者以為，這是國民身份

認同的教育，歷史文化教育深耕，屬於國民身份最深層次的認同。今天香港中學，中

文科考試內容沒有認真規劃中華文化的吸納，經典文章閱讀、考核所佔的比例甚少，

中史科、中國文學科選修選考的人數連年下降；必須面對的是，香港年輕一代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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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認同仍潛藏頗大危機，因此推動蘊含國史、國學、國情三合一的「國民教育」，

是未來教育施政重中之重。更必須一提的是，「亡人之國，必先亡其史」，香港學校除

初中外，小學、高中乃至大學，中國歷史（國史）都未有獨立必修必讀的地位，此一

怪現象，短期內必須予以正視。 

其三，李家超先生提出對香港的熱愛，從教育考評角度看，讓香港中學生「留港考

試」成為最佳選項，將中學文憑試（DSE）精英考試活化，增加「多元取士」方案，大

學收生及學系必須更多元化；大學學位資格認可的多元渠道必須暢通，以激活年輕人

不同志趣，以及由主動學習而來的成功感，讓具有多元能力的學生得到被「認證」的

真實機會，承前啟後，回應時代。香港普及教育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讓多元能力得

到釋放，學有所用，留港發展，這對香港未來顯然十分重要。 

 

北都宜建特色學府 

其四，「提升香港全面競爭力是重要目標」當有道理，但今天移民潮漲必須正視，特區

政府應打破固有框框，制定行政方便措施，以及增設大量獎學金，鼓勵內地及海外嚮

往香港教育的學生入讀香港各級學校，使得香港教育國際化更名副其實。另外，設置

常規性撥款，推動「教師帶薪進修」，讓連續教滿十年、在教學事功上稱職標準的教師

能享有終身一次的一年有薪進修。事實上，教育觀念推陳出新，教師對香港、國家及

世界一體的教學思維有必要調整及發展。更重要的是，讓社會各界乃至年輕一代充分

感受特區政府尊師重教的政風，以及發展優質教育的信心及決心。確實，內地、新加

坡乃至南韓俱以「請入來，走出去」的良性互動思維激活教育人才庫，都是目標與結

果的結合，香港要快馬加鞭！ 

 

其五，李先生說北部都會區必須發展，南部金融、北部科創，再以人文精神相繫，這

是香港發展目標。無疑，培育人才就是重中之重，打破以往官僚的校舍分配制度，邀

請熱愛「一國兩制」、兼具傑出辦學成功經驗的辦學團體，在新發展區建立具特色的學

校，使北部都會區像美國三藩市及日本東京灣區般，擁有不少着重科技、並具人文情

懷的著名公立學校，為大灣區發展提供人才、為香港教育生態和發展建設示範區，這

對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香港要建設八大中心的目標，可提供有力的落實結果，是非常

重要一步。 

至於李先生提出就任特首後，通關是重要一環。確實，香港教育政策必須採取「抗疫

堅持，復課要及時」的應對策略，為長期上網課造成綜合學習進度大落後的學生脫離

困境。 



 

提升香港全面競爭力是政府施政目標，「全面」的意思就是均富，是不能放棄的部分，

如今被疫情困擾兩年多，留在深圳無法回港就學的港人子弟共有 6 萬多人，深港兩地

政府能否再無動於衷？ 

 

醫護駐校具迫切性 

最後，筆者要提的是「一校一醫生或護士政策」，為着學童的保健，筆者早在二十年前

已向政府提出，應在每所學校設一位專責醫生或護士，據了解，各鄰近地區如新加

坡、台灣、南韓等，或全部或部分學校已設醫護駐校。再看現時香港學校情況，學童

身體健康問題複雜多樣，加上一波又一波疫情的大小衝擊，由駐校醫護專責人員（可

以是醫生、護士或中醫）協助學校推行健康教育或處理突發病疫傳播問題，更見重要

性及迫切性。常說教育是投資而非支出，從長遠社會醫療負擔來看，一校一醫生或護

士政策是良政善治的措施，值得設定目標，並限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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