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年以來，歷屆政府均重視教
育，致力培養香港青年人成為有為的新一代，能夠在
21世紀資訊豐富、科技發達、社會迅速變遷的全球競
爭環境中脫穎而出，貢獻國家和香港社會，成就自
己。雖說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但我們在教育方
面的深耕細作已經結出不少好果子。

教育投資 長遠承擔
回歸以來，教育經常開支大幅增長173%，用以提升

教育質素。2022-23 年度的經常開支預算為 1019 億
元，總開支預算更達1119億元，顯示了政府對教育的
長遠承擔。

雖然政府近年須因應人口高齡化及醫療需要而持續
提高社會福利和衛生開支的比例，但教育仍然是重要
一環，5年之間，本屆政府已累計額外投放逾135億元
經常開支，用於一系列改善措施，提供優質教育。教
育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已由 3.3%提升至
3.7%以上，而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單位成本亦有兩成
半至三成的增幅，根據2022-23財政年度預算，公帑資
助大學達到331120元，資助中學達到99460元，資助小
學達到78860元。至於幼兒階段，本屆政府於2017/18
學年作出突破，推出優質幼稚園教育，透過經常性資
助承擔學生單位成本，數額將增長至49280元。

本屆政府以 「專業領航」 為原則，成立了8個專責小
組，分別為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檢討
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
組、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
小組、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
小組及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就相關重要教育政策作
出檢討，教育局亦正逐步落實這些小組的建議。

高等教育 與時並進
回歸後，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別迅速，透過公帑資助和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並行發展，讓我們人才輩出，回應知
識型經濟和世界急速轉變的挑戰。在適齡人口中，參與

學士學位課程的青年人由1997年的18%大幅增至2022年
的55%，若連同副學位程度計算，目前更達80%。

這不單是數量上的增加，更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其
中，本屆政府於2017/18學年起推行一項新的免入息
審查資助計劃，資助所有合資格學生修讀本港合資格
院校開辦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並
於2018/19學年將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恆
常化，每年提供3000個學士學位及2000個副學位課程
名額，資助同學修讀與人力需求殷切行業相關的指定
自資課程；又在2020年推出12.6億元 「自資專上教育
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 ，資助自資院校發展及優化
切合市場需要但成本高昂的課程計劃。我們重視職業
專才教育，並已在2020年底開展副學位教育檢討和應
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以強化職專教育在學位和副學
位的定位；而為了研究應用學位將來的發展，教育局
已在先導計劃下挑選了4個自資專上院校學位課程，
並將於下學年推出，我們對此寄予厚望。

另一方面，本屆政府亦大幅增加大學研究的資助並
致力吸引人才，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包括向 「研究基金」 注資200億元、設立30億元
的 「研究配對補助金」 、設立 「傑出學者計劃」 ，以
及推出 「傑出創科學人計劃」 ，資助大學聘任國際知
名創科學者及其團隊來港任教及參與研究工作。自
2018/19學年起，所有修讀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
程的本地學生均獲學費豁免，迄今已有7200名學生受
惠，我深信本港創科人才庫將不斷壯大。各所大學亦
正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推展合作辦學及科
研項目的計劃，為香港及區內其他城市提升競爭力。

課程改革 早先鞭
新一代人才必須從小培育，特區政府的中小學課程

改革也早先鞭。在2000年，政府接納了教育統籌委
員會提出的21世紀教育藍圖，並在2001年推行，由小
學至初中開展，至2009年推行新高中課程，為學生提
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和多元出路，讓學生能按興趣、
能力和志向規劃人生路向。教育局自2014年起持續更
新學校課程，回應社會的變化和學生的需要，進一步
完善十五年一貫學校課程的規劃。

教育局於2017年底成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全
面檢討中小學課程，致力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和培養他
們應具備的價值觀和素質。我們已根據專責小組的建
議，優化高中課程以創造空間照顧學生多樣性和促進
學生全人發展，在2021/22學年由中四級起逐步實施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又以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取代通識教育科。此外，教育局為中小學編訂《價
值觀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推動價值觀教育；並在
課程發展議會下成立 「STEM教育常務委員會」 ，優
化推動STEM教育的策略；又加強推廣應用學習，修
讀應用學習課程的中四學生人次由2020/21學年的950
大幅增加至2021/22學年的5180，明年我們會將課程
數目由52個增至58個。

提升教師水平 強化專業發展
要推動優質教育，我們需要一支優秀和專業的教師

團隊。為此，政府除了提升教師入職的要求之外，亦
不斷投入資源，致力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回歸初期，中小學仍有大量非學位教師及未接受專
業培訓的教師。及至2017/18學年，小學和中學的學
位教師職位比例分別為65%及85%。在2019/20學年，
本屆政府一次過全面落實教師學位化政策，將比例提
升至100%。由2020/21學年起，新入職教師、在職教
師及擬晉升教師均須參與更有系統的培訓，當中核心
培訓聚焦教師專業角色及操守，以及《憲法》、《基
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以強化教師履行應有的專
業行為和表現，以及清楚了解香港的憲制地位，提高
他們的國民意識及國民身份認同，有助他們在教學和
日常生活中，作為學生的楷模，啟迪學生，引導學生
尊重法律、遵守法律、鞏固法治。由 2022/23 學年
起，公營學校的新聘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
方可獲考慮聘用。

因應專業所需及社會人士的關注，我們亦加強教師隊伍
的管理，嚴懲失德的教師，獎勵優秀的教師。教育局正制
訂一套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提供清晰的指引及示例，使教
師時刻注意謹言慎行，守規守法，而教育局檢視教師的註
冊時，亦會以此作為參考，預計本年內完成。

立足香港心繫國家面向世界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偉大的民族，有五千多年源遠流

長的文明歷史，憑藉全國人民的努力和奮鬥，中國已
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這座國際城市背靠祖
國，享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加上 「一帶一
路」 建設、 「十四五」 規劃和 「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
展，青年人必須珍惜和爭取機會，在香港、國家以至
世界舞台上盡展所長。

立足香港，作為中國人，我們愛自己的國家理所當

然，學校推動愛國教育責無旁貸，學生學習國家歷史
和發展、《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既
是必然亦是必須。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不斷透過學校
課程及學生活動推行國民教育，而本屆政府更重點推
動國民教育，在2018/19學年把中國歷史列為初中獨
立必修科，並於2020/21學年開始推行新課程，讓學
生整全及有系統地學習國史。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讓學生深入了解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與國家的關
係、國家的最新發展及世界大局，並在多元社會中傳
承中華文化傳統，加深個人對國民身份的了解和認
同。

事實上，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蘊含於中小學課
程各科，我們亦與時並進，設立 「國民教育一站通」
網上資源平台，並且持續提供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
包括老師教學資源、學生自學課程和互動遊戲等。

在學生活動方面，由2017/18學年起，教育局進一
步推廣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每年提供約十萬個交流名
額，足夠讓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獲一次到內地交
流的機會，讓他們從多角度親身體會國家在歷史、文
化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深化課堂所學，加強國民身
份認同。由2018/19學年起，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經常
津貼（目前每校每年可獲15萬多元）及專業支援，以
鼓勵更多學校參加姊妹學校計劃，迄今已有超過770
所香港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成2000多對姊妹學校，通
過舉辦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加深香港學生對內地的了
解，並促進兩地學生的情誼。

全城同心 共慶回歸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值得全民慶祝，多個政

府部門及社會團體都籌辦了不少活動。其中，教育局
合共舉辦12項活動，例如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
誦讀比賽、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基本法》全港校
際問答比賽、特殊學校學生綜藝大匯演、STEM教育
博覽會、家長教育短片創作比賽等。我呼籲同學參與
或關注這些活動，既能感受當中的氣氛和樂趣，亦能
把握寶貴的學習機會。

這幾年間，在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之下，特區已經由亂及治、由治及興。而我
們亦逐步建立了一個與 「一國兩制」 相適應的教育體
系，為教育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為學界不同領域奠
定基礎，創造有利發展條件；為青年人提供機會，開
拓發揮空間。讓我們在這機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鍛
煉，同心向前，一起創建更美好的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播種廿五載 教育見成果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曹俊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香江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國務院日前正式
任命第六屆特區政
府主要官員。對於
新管治團隊屬於務
實型班子，我們表

示衷心的期盼，並相信新一屆特
區政府施政必會展現新氣象，體
現新團隊精神，同心同德，共同
推動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所提出
的政綱，為本港發展譜寫新篇
章。

對於未來五年，我們認為是香
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期，特區
管治團隊必須在五大施政方向有
所作為，才能不辜負中央的厚
望、不辜負廣大香港市民的期
盼。

首先，在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上必須有更大作為。
新管治團隊應將全面履行憲制責
任作為重中之重的職責，除了必
須檢視現有制度，以便更全面地
落實保障國家安全，及落實中央
的全面管治權之外，對於有份參
與制定及執行這些制度的公務員
隊伍，他們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
骨幹，亦應同樣肩負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的責任，共同更好

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亦寄望新
團隊能更有作為，解決最貼身及
扎心的社會問題，包括住房、通
關、貧富懸殊等，故此，新班子
如何聆聽和接觸市民，並展現以
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新風，推行政
策措施，將受到社會各界注視。

此外，香港過去受泛政治化影
響，各項發展都受到阻擾，就
此，新團隊必須致力追回失去的
時間及機遇，推動各項變革，全
面促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
等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為香港市
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與國家
的發展密不可分，而香港作為國
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亦應繼續發揮香港對外開放的優

勢，故此，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各項議程上，
無論是參與國家 「十四五」 規劃、 「一帶一路」
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香港都應善用 「一國兩
制」 的制度優勢，將祖國內地的堅強後盾和本港
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而面向世界大舞台
上，更要不斷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優勢，
包括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等中心地位，加快打
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全面提升香港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期待新團隊能做好 「背靠內地、面向全
球」 的戰略定位，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為國家和自
身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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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評續寫 「一國兩制」 的香港精彩故事
蘇釋晨

香港回歸25周年的故事
大家談大家談大家談

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是
「一國兩制」

的精彩故事。
25年彈指一揮
間。

時間是公正裁判，見證了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競
爭力日益提升、成績斐然的光輝歷程。歷史的如椽巨
筆，寫下香港聚焦經濟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砥礪
前行的精彩故事。這25年，是香港歷史上經濟發展最
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時期，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
但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制度優越性。

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穩健發展，一連串數字振奮人
心：1997年，香港GDP總值1.37萬億元，人均GDP為
19.2萬元，到2021年，香港GDP總值2.86萬億元，人

均GDP為38.7萬元；香港的外匯儲備在2022年4月接
近5000億美元，是1997年的6倍；在港交所上市公司
的數量從1997年的619家增加到現在的2500多家。

回歸以來，香港傳統生活方式維持不變，保持自身
特色和優勢，市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前所未有，中西
文化薈萃浪漫依然，活力之都魅力獨樹一幟，溫情脈
脈又滿是煙火氣息。香港獨有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光
交相輝映，令人流連忘返；徜徉在尖沙咀、旺角的街
頭，由香港的地道口味，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令人應接
不暇，正是國際化都市的生動寫照。雖經歷兩次金融
危機、非典疫情、 「修例風波」 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種
種挑戰，香港仍然被眾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擁有全球最大的離
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亞洲第一金融中心、人均預期壽
命穩居世界之首等一系列殊榮，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亮麗的成績單記錄香港天翻地覆的成長巨變，旺
盛的生機和活力背後，是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內地，發揮固有優勢與特色，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回歸祖國後的香港重新納入國家
治理體系，《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
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
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全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得到有效運行。
尤其是經歷 「修例風波」 ，中央因應香港出現的複

雜局勢，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並在香港落地落實，切實維護、捍衛 「一國兩制」 ，
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沿正確的
方向行得更穩、走得更遠。國家也始終是香港的堅強
後盾，每逢危急時刻必定出手助港渡過難關，有中央
的大力支持，香港持續發揮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各
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書寫精彩的香港故事。實踐證
明， 「一國兩制」 方針完全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行
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是本港發展的最大優勢，也
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風好正是揚帆時，奮楫逐浪向未來」 ，當前香港
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中國內地經濟保持穩定
增速且長期基本面維持向好，為香港發展打開美好前
景，國家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
海、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為香港發展帶來更多
新機遇、新動力。香港把握機遇、乘勢而上，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續寫 「一國兩制」 的香港精彩故
事，定能在由治及興新征程上不斷創造新輝煌，綻放
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回歸25年故事系列評論一）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非一朝一日建成；

回歸祖國之後，加上國家大力支持，香港金融潛力

才加倍放大，進而飛躍。

2005年的建行、2006年的中行和工行，開啟了內

企來港上市大潮，這兩年間港股成交金額連年翻

倍。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傳聞，更令成交金額

一度衝破20萬億元。到「滬港通」和「深港通」開

通後，成交金額正式企穩20萬億元以上的台階。

2018年香港引入同股不同權上市制度，大量內地科

網股接踵來港，加上2020年出現中概股回流潮，多隻

海外巨企在港上市，令香港金融市場發展迎來新的高

潮，成交金額首破40萬億元，上市公司總市值更在短

短4年間，從約30萬億元升至去年迫近60萬億元。

1987年的股災，是為香港金融發展史上的重大印

記。然而，查當時金融市場規模，與今日相比實在

蚊比牛比；統計處年刊顯示，1987年全年證券市場

成交金額僅3700億元，換轉今日只相當於兩三天的

成交金額，當時年報裏尚無上市公司總市值的統

計。現在，香港一年證券市場成交金額已超過40萬

億元，即是當年的100倍有多，而截至2021年底，

上市公司總市值更逾58萬億元。

回歸前的25年，港股成交金額從1972年的430億

元升至1997年約3800億元；回歸後的25年，港股成

交金額從1997年約3800億元升至2021年逾40萬億

元。展望未來，

受惠於「一國兩

制」，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必

可進一步發光發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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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刘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调动，刘峰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刘峰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刘峰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带来重大影响。公司将依照法定
程序，尽快聘任副总经理。

公司对刘峰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