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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升值專線」新聞發佈會 

 
2007年4月12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就 
「教育政策與民意研究」的發言要點 

 
 
民意調查與通識教育 
 
 2000年中，港大民研計劃舉辦「中學師生民意研究習作計劃」，以中學老師和學生
為對象，透過實際參與，增加師生對民意調查的認識。 

 
 「習作計劃」挑選了12間中學，派出師生參與一系列的研討會和工作坊，然後進行
實地民意調查，再以比賽形式獎勵優異作品。 

 
 2000 年，特區政府通過教統會的建議，在2009年9月正式實施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
的新學制，而通識教育科將會成為新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 

 
 根據課程設計，獨立專題探究將會成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關鍵概念，而專題探究

過程將會包括：擬定計劃書、設計探究方法、收集數據、分析結果、匯報成果和評

估反思。本人認為，民意調查可以成為各項獨立專題探究的重要部分。三三四學制

和通識教育的開展，將有助加深老師、學生和家長對民意調查的認識，有利本地公

民社會的發展。 
 
 2006年12月，民研計劃與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合作進行調查，要求一般家長以0
至100分評價自己是否有信心幫助自己子女去應付通識教育科的公開考試。結果發
現，家長的平均自評分數為48.0，信心不足。其他數字可向家關盟代表查詢，包括
教統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評分等。 

 
 
教育政策與學術自由 
 
 如果通識教育是新中學制改革的焦點，學術自由應該是今日大專教育的熱門話題。 

 
 多項關於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的國際宣言都指出，享受教育是一項公民權利，而有

關權利只能透過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才能真正達到，因為大學和高等院校有責任在

自由的思想空間下探求真理、容納異見、推動自由公義和人類尊嚴。 
 
 民研計劃自回歸開始便定期進行10項主觀「自由指標」調查，包括「言論」、「新
聞」、「出版」、「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入境」、「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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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創作」和「信仰」自由。論排名結構，十項指標中的「信仰自由」和「出入

境自由」屬於最高分數級別，通常高於8.5分；「學術研究自由」和「文藝創作自
由」屬第二級別，通常高於8.0分；「遊行示威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
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可以視為第三級別，通常靠近7.5分；「罷工
自由」就自成一級，長期停留榜末兼且通常不及7.0分。 

 
 雖然香港巿民對本地學術自由的評價頗高，但有關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的定義和關

係的討論未見深入，本文在附錄中提供其中一個有關「學術自由」的定義，其他定

義可參考多年來關於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的國際宣言。 
 
 近年來，由學者自己組織的「大學教育關注組」便屢次投訴本地學者的學術自由受

到侵犯，與巿民大眾的普遍觀感有所不同。最近發生的「教院事件」，明顯涉及學

術自由、院校自治、教育政策和教育理想的問題。 
 
 
期望將來 
 
 本人期望「教育升值專線」可以提供一個多元化的平台，讓家長、老師、學者、專

家、以至學生自己，積極參與討論香港的教育政策，包括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的問

題。 
 
 本人期望透過「教育升值專線」，推介專業民意調查對學校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正面

作用，和推介民意調查的國際專業守則。 
 
 民研計劃期望與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合作開展「家長意見平台」，鼓勵家長就

不同教育政策發表意見。 
 
 民研計劃又期望與時美珍博士合作，在其領導的學院開展「民意調查實習計劃」，

推動大專學生認識民意調查，增加公民意識。 
 
 民研計劃會繼續鍥而不捨地進行民意調查，監察局長和秘書長的表現。 

 
 
附錄部分 
 「學術自由」其中一個定義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評分走勢 
 自由指標走勢（半年結） 

 
參考資料 
 「民調二十問 ── 新聞工作者的基本責任」（免費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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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的評分 (0-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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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自由指標走勢 (半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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