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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研究結果：大學的特質  

 在大多數地區（包括香港），為確保院校合符指引及

標準。院校以「大學」命名均受到限制或規管。對大學名銜

實施管制，是為了保障社會大眾（尤其是學生），並向僱主

保證大學畢業生的質素。因此，確保稱為「大學」的院校所

開辦的課程能夠達認可的質素和標準和具備香港和國際間公

認大學應有的特質，是非常可取的做法。  

2 .  規管大學名銜，可維護整個高等教育制度的地位和聲

譽。假如一所院校在缺乏大學一般應有的質素和特點前成為

大學，同一制度下其他大學的地位或會下降。教資會決定是

否支持給予高等教育院校大學名銜時，須考慮新院校會否增

強整個高等教育界的實力。  

3 .  現時，香港院校的命名由政府決定。教資會對《發展

藍圖》進行檢討，是履行其就資助院校向政府提供專業意見

的職能。工作小組進行這項工作時，研究了香港和其他與香

港情況相似的高等教育制度的院校發展經驗。附件 E 概述六

所本地大學成立或升格的過程。事實上，過去至少 30 年來，

師資教育院校升格是世界各地教育改革的一大特點。不同的

制度和國家明顯地出現了一些相同的趨勢，我們評估教院的

建議時應加以考慮。  

4 .  放眼海外，工作小組參考了世界各地對大學所下的政

策 定 義 ， 以 及 法 例 對 大 學 的 要 求 ， 從 而 確 定 大 學 應 有 的 特

質。在某些地區，這些準則是由政府認可的評審機構而非政

府本身訂定的。  

5 .  下表列載英國、澳洲、美國紐約州、加拿大、中國和

日本授予高等教育院校大學名銜的一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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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 

資料來源： 

高 等 教 育 質 素 保 證 局 (Qual i 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 ion)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局向樞密院提供意見，然後由樞密院決定

是否授予大學名銜。一般而言，院校應：  

 已獲授權頒授修課式課程學位；  

 通常擁有最少 4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其中

最少有 3 000 名修讀學位程度課程 (包括基礎學位課程 )；
以及  

 能展示該校遵守適用於所屬界別的良好管治原則。  

其他準則： 

管治、行政、質素等方面的質量準則。  

註： 

英國在 2004 年曾修訂有關準則，現時英格蘭及威爾斯的院校無須先行開

辦研究學位課程，便可取得大學名銜。據悉，高等教育全國調查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在 1997 年發表的報告

(一般稱為《迪林報告》 (Dearing Report))建議降低量化準則的比重。英格

蘭及威爾斯自 2004 年起實施的現行準則採納了《迪林報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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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資料來源： 

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局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一般而言，大學應：  

 在下列其中五個科目範疇各取錄最少 300 名相等於全日

制高等教育學生：  

○  臨床醫學及臨床前醫學科目；  

○  輔助醫學的專職科目及專業；  

○  科學；  

○  工程及科技；  

○  建築環境工程；  

○  數學科學、資訊科技及電腦；  

○  工商管理；  

○  社會科學；  

○  人文科學；  

○  藝術、設計及表演藝術；  

○  教育、職前師訓和合格教師資格。  

 取錄最少 4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以及  

 最少有 3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學生修讀學位程度課程，最

少有 60 名註冊在學的研究學位課程學生，以及頒授超過

30 個哲學博士或同等學位。  

其他準則： 

管治、行政、質素等方面的質量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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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資料來源: 

就 業 、 教 育 、 培 訓 及 青 年 事 務 部 (Minis ter ia l  Counci l  on  
Employment ,  Educat ion ,  Tra in ing  and Youth  Affa i rs )《高等教
育 審 批 程 序 國 家 議 定 書 》 (Nat ional  Pro tocols  for  Higher  
Educat ion  Approval  Process)  （ 2007 年 10 月）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澳洲的院校須符合國家議定的準則，並根據省、領地或聯邦

法例成立為大學或獲承認為大學，才可使用大學名銜。  

澳洲的大學具有以下特點：  

 是 憑 藉 或 根 據 澳 洲 的 法 律 文 書 成 立 或 獲 承 認 的 法 律 實

體；  

 有 助 達 到 《 國 家 議 定 書 》 序 言 所 訂 下 的 澳 洲 高 等 教 育 目

標；  

 具 有 清 晰 明 確 ， 包 括 致 力 推 動 和 支 持 院 校 在 學 術 領 域 自

由進行知識探索的高等教育宗旨；  

 根 據 澳 洲 資 歷 架 構 頒 授 多 個 廣 泛 學 科 範 疇 的 高 等 教 育 資

歷 （ 包 括 至 少 三 個 廣 泛 學 科 範 疇 的 研 究 碩 士 和 哲 學 博 士

或 等 同 的 研 究 博 士 學 位 ） ， 並 為 這 些 資 歷 釐 定 符 合 全 國

及國際水平的標準；  

 進行探索和推進知識的教學活動；  

 就 所 有 課 程 領 域 的 教 學 活 動 均 展 示 不 斷 追 求 學 術 成 就 的

文化；  

 至 少 在 頒 授 研 究 碩 士 和 哲 學 博 士 或 同 等 研 究 博 士 學 位 的

學科進行研究，開創新知識和原創領域；  

 展 示 教 師 、 研 究 人 員 、 課 程 設 計 人 員 與 評 核 人 員 對 自 由

學術探索和有系統地增進知識的熱誠；  

 釐 定 上 述 價 值 觀 和 目 標 管 治 、 程 序 規 則 、 組 織 架 構 、 收

生 政 策 、 財 務 安 排 和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 從 而 足 以 確 保 院 校

學術課程健全；以及  

 採 取 穩 健 的 財 務 和 業 務 管 理 措 施 ， 並 有 充 足 的 財 務 及 各

類資源，支持持續舉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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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院校以「大學學院」或專科大學命名，須符合額外特定準則。屬專科大學的院校可開

辦一至兩個廣泛學科範疇的課程，但在宣傳或正式文件中不得簡稱為「大學」。有關

命名準則可指明，如院校在一段特定時間後擬繼續使用專科大學名銜，須提出續期申

請。  

 

紐約州 

資料來源： 

紐 約 洲 教 育 部 紐 約 評 議 會 《 專 員 規 例 》 (Regula t ions  of  the  
Commiss ioner  of  the  New York Board  of  Regents)第 I I 章第 8
條  

大學的定義： 

「 大 學 」 指 開 辦 一 系 列 文 、 理 科 註 冊 學 士 學 位 及 研 究 院 課

程、兩個或以上專業範疇的學位課程，以及最少三個學術範

疇的博士學位課程的高等教育院校。  

其他準則： 

學士學位及研究院課程必須註冊。在校外授課，須另行申請

批准。  

註： 

在美國，授予大學資格及名銜的準則由各州自行釐定。紐約州的準則具代表性。  

 

加拿大 

資料來源： 

加 拿 大 大 學 及 學 院 協 會 (Associa t ion  of  Univers i t ies  and  
Col leges  of  Canada)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加拿大的大學根據省政府規章營辦。該國並無適用於所有大

學的正式院校評審制度，但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的會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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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連同省政府的大學規章，在國內外均視為足以代替正式

的院校評審作為成為大學的資格。  

成為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會員的條件： 

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會員應：  

 擁 有 其 宣 稱 具 有 的 官 方 或 法 規 或 與 附 屬 聯 盟 、 或 直 屬 大

學訂立的正式協議所賦予的權限；  

 以 提 供 達 到 大 學 水 平 的 教 育 為 主 要 教 學 使 命 ， 而 且 其 大

部分課程均為大學程度；  

 在 多 個 傳 統 文 科 及 ／ 或 理 科 範 疇 開 辦 具 深 度 及 濶 度 學 士

學位課程，而且開辦的專業學士學位課程 (例如醫學、法

律、師資教育、工程 )包含大量的文科及／或理科元素；  

 在學術成就、學術探索及研究方面表現出色。  

其他準則： 

 擁有與大學相稱的管治及行政架構  

 擁有與大學相稱的核准辦學宗旨及學術目標  

 擁 有 與 大 學 相 稱 的 學 術 自 由 、 學 術 操 守 、 知 識 產 權 及 其

他方面的政策  

 具有促進和維護學術自由及其他價值觀的風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 

資料來源： 

1998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第三章：高等學校的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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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高等學校的條件： 

 符 合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發 展 規 劃 ， 符 合 國 家 利 益 和 社 會 公 共

利益，不得以營利為目的；  

 具有較強的教學、科學研究力量；  

 具有較高的教學、科學研究水平和相應規模；  

 能夠實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以及  

 設有三個以上國家規定的學科門類為主要學科。  

 

資料來源： 

1986 年《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行條例》  
第三章第十二條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高等學校如擬取得大學名銜，必須符合下列條件：  

 主要培養本科及本科以上專門人才；  

 在文科 (含文學、歷史、哲學、藝術 )  、政法、財經、教

育 (含體育 )  、理科、工科、農林、醫藥等八個學科門類

中，以三個以上不同學科為主要學科；  

 具 有 較 強 的 教 學 、 科 學 研 究 力 量 和 較 高 的 教 學 、 科 學 研

究水準；以及  

 全日制在校學生計劃規模在 5 000 人以上。但邊遠地區或

有特殊需要，經國家教育委員會批准，可以不受此限。  

註 ：  

值得留意的是，內地許多冠以專科為名大學，事實上卻提供數個或更多學科的學位課

程。各「師範大學」 (現時 )並不再限於提供師資教育，反而更為近似綜合大學。  

 

舉例說，上海師範大學創校時是中國的師資培訓專修院校，其後取得大學名銜。該大

學 創 建 於 1954 年 ， 當 時 稱 為 上 海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 現 時 ， 該 大 學 已 是 一 所 擁 有 超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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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00 名全日制本科學生，設有 76 個本科專業（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

文學、歷史學、理學、工學、管理學、農學）的綜合大學。  

 

 
日本 

資料來源： 

《學校教育法》 (1947 年 3 月 31 日法律第 26 號 )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大學除了在專門學科進行深入全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外，還

應是學習中心，讓學生吸收廣博的知識和培養智力、道德品

格和實用技能。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集中地，應向學生灌輸

各種各樣的知識，以及在專門學科進行深入的教學和研究工

作。  

註 ：  

在日本，如要成立大學，須先經過大學設置和學校法人審議會審議，然後由文部科學

大臣批核。大學設置和學校法人審議會由學識淵博並具備豐富學術經驗的學者組成，

屬整體質素保證機制的一部分。  

6 .  總的來說，在各地授予院校大學名銜當中，可見到下

列一些普遍的準則。  

課程涵蓋最少一組互補性學科，從而：  

 促使校內師生培養廣博的知識和理解；  

 使不同學科文化之間能互相切磋砥礪；  

 讓各學科間能交流方法、技巧、模式和價值取向；  

 支援不同層面的跨學科發展；  

 為學生提供更多選擇，包括不同的學習和就業途徑；  

 促進個別學科內及跨學科的知識增長；以及  

 提高院校的規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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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研究能力，包括：  

 安排資深研究人員負責研究培訓；  

 提供研究培訓所需的設施；  

 由學士學位程度開始，營造研究環境，使課堂教學以

研究結果為依據；  

 鼓勵發展新知識領域；  

 支持應用知識於社區層面；以及  

 依據研究結果發展不同學科和跨學科的課程內容。  

絕大多數學生報讀學士學位及以上程度課程 (而非副學位和非
學位課程 )，務求能夠：  

 彰顯教育界的進修階梯；  

 確保院校專注於高等及專上教育，實符其名；  

 為培養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同儕精神而奠定基礎，

讓院校培養獨特文化；  

 得到在研究環境中教學的好處；以及  

 更有效地運用包括教職員和設施（如研究圖書館及實

驗室等）珍貴資源。  

擁有最基本的規模：  

 確保可在每個學科範疇採用若干不同的教學方式；  

 確保有足夠數目的學生，營造有效的學習環境；以及  

 能夠有效善用資源（包括研究人員、圖書館、實驗室

和技術），以支援研究和教學。  

具有自行評審資格：  

 顯示院校的課程質素已經過同儕評審；  

 證明院校力求維持達到高等教育界的標準；以及  



   91

 證明內部發展及檢討程序能與整個界別的標準看齊。  

7 .  除了這些與授予大學名銜有關的普遍準則外，不少政

府均規定／期望大學就知識產權、利益衝突和／或其他相關

事宜制訂政策。要求大學採用適當的管治方式，也是一項普

遍的條件。  

8 .  工作小組相信這些準則有助發展實力雄厚的院校。雖

然工作小組並非不能考慮依據其他準則，支持授予香港院校

大學名銜，但如院校提議採用另一些準則，須證明採用那些

準則較採用上述普遍準則，對香港社會更為有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