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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期是一年一度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對於眾多考生來說無疑是人生一個重要

的關口。隨著出生率不斷下降，理論上，入大學的機會應該比以往為高。考試局

在放榜前一天也公佈了本年的考生情況，考獲 19 分以上的考生共有 15,926 人，

而八大院校今年共有 1.5 萬個學位，理論上 19 分以上的考生中九成人也有學位。

可是，有學位是否就一定是自己想讀的學位？其次，今年六萬八千多名考生，除

去了 19 分以上的萬五人外，其餘的又如何？這兩天有好些前輩已撰文談及香港

教育不應只針對學位，這固然是事實，但遠水難救近火，要改變這種畸形思維需

要有識之士長遠努力，本文這回只想針對考生當下的困境再談一談。 

放榜已過了幾天，不少考生在收到成績後，應該也已有了相應的對策。可是，筆

者放榜前後接觸的不少個案，仍是十分迷茫。通常分為三類，一是 18 分至 19 分

的同學，剛剛在邊緣位置，怕聯招中沒有被取錄；二是全科合格，但分數不足升

大學的同學，正在煩惱副學位還是重讀；最後一類是分數不理想，連副學位也未

能入讀的同學，不知選基礎文憑還是毅進文憑好。 

筆者做了多年的升學輔導，也在不同院校工作過。發現每年考生面對的這些問題，

很多時是基於對大專院校生態的不熟悉，甚至對於香港職場的不熟悉。例如，不

少學生連副學士及高級文憑是同等學歷也搞不清楚，亦不清楚甚麼是資歷架構，

以致明明有些同學夠分讀資歷架構第四級的副學士，卻被一些院校哄了去讀第三

級的基礎文憑，甚至沒有納入資歷架構，但名稱與基礎文憑很類似的「文憑」課

程。另外亦有學生因為學校歷來做升學講座，只會跟他們說職訓局的資料，以致

他們也只想到上不了大學就去職訓局，可是對於一些文科生來說，職訓局的課程

也不見得適合他們。這也是不少中學在升學輔導上，太倒向一面。，遺憾的是，

部分老師也不熟悉副學位的生態，以致學生吸收資訊太單一。 

香港的專上教育，基本上已經發展成形，只欠政府在監管自資課程時的力度，如

何保障學生在付出相應學費時，亦能有理想的出路。上述三類學生，每年都會出

現。第一類同學的解決方法很簡單，只消在聯招排位下一點心思，以及在現階段

去一些有信譽較好、較具質素的自資院校，預先報一些有興趣的學士學位作為保

險便可。樹仁、珠海這些院校已有數十年歷史，在社會上是真正具認受性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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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近日有些人士在網上大肆評擊樹仁的校政，但那些「罪狀」大多是周邊設

施與及學生權益問題，日後還可繼續探討，但不影響樹仁畢業生出來的競爭力），

近年發展迅速的恆管，亦受學界中人關注，不失為一選擇。第三類同學要注意的，

是找一個受政府認可，合資歷架構第三級別的課程。現時較具保障的是政府開發，

七間自資院校負責提供的新毅進文憑，以及個別自資院校自行提供的基礎文憑課

程。一般而言，筆者會更建議同學選擇毅進，因為是政府推動的課程，院校之間

不能不接受其學歷。 

反而較為頭痛的第二類同學。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統稱副學位）是這類同學的唯

一向上繼續升學的階梯。但副學士因為就業出路及銜接學士學位的問題一直為人

垢病（相反，高級文憑卻很少有這種壓力，因為社會對於高級文憑的認知就是就

業，甚至有高級文憑高於副學士的錯覺）。其實，副學士反而是文、理科生更好

的出路。不過，由於社會對於副學士一直信心不足，不少考生對於副學士的觀感

也是較為負面。筆者近日收到不少的求助個案，共通點都不外乎是否一定升到大

學、如果升不到怎麼辦。那一間院校的副學士較好，那一間入大學率較高。其實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副學士學士由此途徑升讀學士學位。十年前，筆者也是一個

副學士的學生。作為一個曾經的公開試「失敗者」，筆者反而會鼓勵同學，如果

真的有心儀的大學學位很想讀，那副學士也是不妨一試。副學士的負面處，坊間

早有大量說辭。反面甚少人會說說它的正面之處。從過來人的經驗來說，副學士

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有時年輕人的目標仍未完全定型，有些同學以為自己

喜歡某個科目，入到大學才知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一回事，副學士課程與大學相

近，可讓同學先試水溫，如果不合適，還可以在報大學時有轉科的機會（不過可

能要再花點時間）；此外，由於副學位的同學經歷過公開試的失敗，求學路上較

轉折，能再升回大學的同學，閱歷往往較為豐富，心態亦較成熟。他們在大學的

表現，往往也較一般同學好。 

當然，筆者不是要硬銷同學去讀副學士，而是希望同學注意。現時如果擔心不知

選擇甚麼課程的情況下，同學應留意，除了要找政府認可，經過學術評審的課程

外（這些可上 ipass.gov.hk）看到，要衡量自身的情況。這些年來，有些副學位辦

得較好的院校都會成為學生的首選，例如像城大、港大、浸大、理工幾間大學開

設的社區學院或附屬學院，公開試後往往大排長龍，因為有口皆碑，但是，同樣

競爭自然較大。不單是入去的競爭大，由於畢業的成績（也就是 GPA）要夠高

分（一般是 3.3 以上，有些科是 3.6 以上）才有機會升回大學，那自然在校內要

拿好成績的競爭也大。相反，某些院校或許沒有大多人注意，但課程反而更適合

某類同學升學。 

其次，很多考生擔心出路，但去到大專的程度，學習模式不是中學，不能只等老

師「餵飼」。相反，學習完全需要靠自己自學，自行摸索探討知識，以及與人合

作做報告。可以說，即使文憑試很多學生未成年，但從學業上，已是一個成年人，



是要為自己負責的時候了。 

筆者當年高考後，選擇了一間創校只兩年，中大與東華三院合辦的社區學院，選

擇的原因，除了科目適合自己，亦看中了因為沒有太多人入讀的關係，競爭較少。

當然，眾所周知，現在這間學校已不復存在，只餘下東華學院。某些人可能會說，

應該要找一間較出名的來讀才好。但讀者當年在理大、城大的附屬學院有取錄的

情況下，仍選擇了中大東華，後來亦順利在樹仁升上學士學位，也在港大完成碩

士，事實證明也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好與不好。誰會知道如果當初選了其他出

名些的，會否真那麼順利？ 

最後，筆者也希望指出，不少同學因為想了解更多升學狀況而上網找資料，但很

多時會去了網上討論區，或各大 secret 的面書頁來做資料搜集，甚至輕信了當中

的留言。其實這些專頁，只能作為校園生活的參考，當中有多少，是中肯論點，

有幾多又是情緒式發洩，同學們真要分清楚。 

筆者深信，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處，有人適合在學士學位上繼續鑽研學問，但亦

有人在工藝技能上更為出色。網上總會有留言標籤讀毅進、讀副學位、甚至讀自

資院校的學士是「廢物」、「沒有」或「垃圾課程」之類的說法。其實這些說法大

可不理，任何知識都是重要，不存在誰高誰低；而任何課程，也總符合某部分人

的需要，它們只是同學邁向更高層次的途徑。最重要是自己去了解，從較可靠的

途徑收集資料，例如老師，有經驗的過來人、政府的數據庫等。在選擇課程時，

不要一味想出來找不找到工作。因為很多時，出來做甚麼與讀甚麼真的完全沒關

係。既然如此，那何不好好在自己喜歡的課程／科目知識上享受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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