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1 

建議摘要 

建議 1 

院校和政府應考慮制定有關校董會成員培訓和持續專業發展的安排，以便成員掌握更多知

識，在履行職責時有據可依。為物色賢能擔當校董一職，院校應各自制定對不同專長要求的

準則，並定期予以檢討。教資會與各院校應分別舉辦就任培訓，前者介紹整個界別的事宜，

後者則加深成員對有關個別院校的認識。 

建議 2 

為確保校董會成員在履行受信責任時，能在院校自主與向公眾負責之間取得適當及可持續的

平衡，教資會應借鑑國際的良好做法，設立機制去探討訂立問責框架文件，規定校長及校董

會每年匯報情況。 

建議 3 

校董會在策略規劃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而策略規劃是院校明確訂定其工作優次的過程，並作

為校董會評估院校表現的依據。為履行此職責，每所大學應制定一套合時和適切的主要表現

指標，讓校董會評估院校按策略計劃議定的優次推行有關工作的進度。 

建議 4 

校董會須通過監督風險管理，信納院校已清楚辨識及有效管理院校的主要風險 — 財務及校

譽風險，這是校董會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各院校的校董會應制訂風險管控表，並最少每

年檢討一次，如能增加檢討次數，則更理想。 

建議 5 

各院校的校董會應公布轉授職權安排，闡明轄下委員會的分層組織，以及一個得校董會信納

為可有效對管理監督大學活動的機制，包括恰當的轉授和匯報機制。 

建議 6 

教資會應定期檢討大學管治情況，最好每五年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