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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院校找出可予以縮減 (如有需要的話 )，以及可望新增

或擴展的範疇；院校須援引有關的投入和成果的質與量

數據，以支持其建議。我們可根據院校的建議、評核結

果以及其他因素，把部份學額重新調撥，以反映院校間

的相對表現 [E32]。  

 

7.10  我 們 決 定 通 過 現 行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過 程 的 優 配 學

額機制，以達到這份報告提出的兩大目標：促使院校重

新重視教學，以及肯定角色劃分的價值和鼓勵院校付諸

實行。要達到這兩個目標，必須搜集有關課程質素的數

據，而以評核成果及增值程度來衡量課程質素，已漸成

主流。要達到這個目標需時，但我們認為這對界別的發

展至為重要。 

  

 建議 29: 

教 資 會 應 修 訂 撥 款 機 制 ， 改 為 以 經 評 核 的 成

果 和 果 效 質 素 為 依 據 ， 減 輕 現 時 院 校 承 受 的

規管負擔。 

 建議 30: 

撥款機制應體現高質素的教學果效。 

 

 
2012-15 學年學術發展規劃過程的重要元素 

7.11  下一輪學術發展建議關乎 2012-15 三年期，有

關工作經已開展。 2012-15 學年的學術發展建議過程會

沿用 2009-12 年競逐分配學額機制所採用的兩項指導性

原則。我們擬擴大 2012-15 年院校學術發展建議書的涵

蓋範圍，但重點仍是學士學位課程的發展、質素和成果

／果效等。院校在修課課程方面的策略和目標，不能與

院校其他策略分開，這些策略包括院校角色、研究、商

界 ／ 社 區 參 與 （ 包 括 知 識 轉 移 /交 流 ） 、 自 資 活 動 和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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