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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的建議一覽表  

 

1. 面對21世紀的挑戰，教育系統需要培養綜合不同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的應用技能。政府應在完善資歷制度的基礎上，

擴闊及豐富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路徑，以提供更多更具

彈性及側重應用和業界參與的課程，讓年青人獲取專業的工作

技能、應用創新科技的知識，以及重要的軟技能，以期在這個

新數碼時代中發展事業。  

 

在中學推廣職專教育  

 

2. 透過在現有平台（包括「商校合作計劃」）上，加強統籌、推動更廣

泛業界協作及為業界夥伴設立誘因計劃，提升中學職專教育活

動的整體質素。  

 

3. 鼓勵更多業界夥伴利用現有平台為初中生提供職專教育活動，

及更積極安排教師和家長參與相關活動。  

 

4. 以先導方式為中學教師和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提供校外職專教

育諮詢服務，以就一系列與職專教育相關議題向教師提供一站

式專業服務，包括按需要提供的職專教育顧問服務、網上教師

資源套、專業發展工作坊、為學生舉辦到校職專教育活動，以

及整合相關網上資源。  

 

5. 鼓勵家長教師會（家教會）和家教會聯會善用自 2019/20學年

起為家教會及家教會聯會舉辦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而新增的

撥款，在學校及／或社區舉辦更多推廣職專教育的活動。  

 

6. 繼續透過應用學習推廣職專教育，包括加強業界夥伴協作、加

強職場體驗及以先導方式發展以應用學習為起點及提供高級

文憑和銜接學位課程升學機會的職專教育學習路徑。  

 

7. 透過在認證過程中提供分享會、諮詢及協調服務，加強支援中

學發展獲資歷架構認可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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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推廣職專教育  

 

8. 重申職專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價值和定位，及提供一條清晰明確

的職專教育路徑，與學術路徑有明顯區分，同時確保兩者在質

素和認受性方面具有相等地位。  

 

9. 探討方法促進在學士學位程度發展應用學位，並確保資歷制度

及其他基建能支援包含以下特徵的應用學位的未來發展：屬資

歷架構第五級；靈活的入學要求；課程以應用為本並注重職場

學習元素；及業界的高度參與和認可。為更好支援應用學位的

發展，政府可於選定的職專教育學科範疇推行先導計劃，以測

試須在制度上作出的各項修訂。  

 

10. 在副學位課程檢討中，全面檢討高級文憑資歷，以加強高級文

憑作為專上教育程度的職專教育主要路徑的角色。有關檢討應

涵蓋高級文憑在高等教育制度的定位；優化課程結構和內容的

可行措施；教學模式；入學要求；業界參與機制；與擬議的應

用學位的銜接途徑；及作為結業資歷的認可。  

 

11. 全面檢討透過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推行的職業教育和就業支

援計劃（又名為「VTC Earn and Learn職學計劃」），以加強學徒

培訓，包括增加向僱主提供誘因、加強其雙軌制學習模式，以

及優化其職場學習及評核。  

 

12. 制定更有力的政策，以鼓勵、協調、支持和推動專上教育界別

（包括自資專上院校）與業界緊密合作，在其副學位和學位程

度的職專教育課程內加入職場學習及評核，包括考慮將職學僱

主評核先導計劃擴展至職訓局以外的其他院校。  

 

建立職業進階路徑  

 

13. 探討發展職業導向路徑，透過揉合學校提供的職業訓練以及職

場評估或在職培訓，與業界緊密合作，讓從業員靈活地取得獲

資歷架構認可的技能為本職專資歷。政府應率先與相關行業、

監管機構、專業團體及培訓機構探討如何在選定行業制定專業

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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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透過鼓勵更多持份者（包括政府部門和業界夥伴）採用資歷架

構，加強資歷架構在支持職專教育發展方面的角色。  

 

15. 考慮將兼讀制專業課程學生資助試行計劃擴展至涵蓋修讀更

多範疇的指定兼讀制課程的學生，以鼓勵在職人士取得更高的

職專教育資歷。  

 

進一步推廣職專教育  

 

16. 制定一以貫之的職專教育宣傳信息，以強調職專教育如何與未

來所需的工作技能相關。該信息應能帶出職專教育的多元化及

機遇處處，並能吸引年青一代。  

 

17. 採用更創新、針對性和統整的方式宣傳職專教育，以提升公眾

認知，包括成立一個常設的督導委員會統籌整體的職專教育推

廣策略、推廣過往職專教育學生的成功實例、增加職專教育相

關數據和升學就業機會的透明度，及繼續就主要持份者對職專

教育的態度進行定期跟進調查，以評估政府推廣職專教育措施

的成效。  

 

18. 繼續支持職訓局和其他職專教育機構定期舉辦及參與大型職

專教育活動，包括2020年的「職專教育國際研討會」和「香港

青年技能大賽與嘉年華」，以提升公眾對專業技能的重要性的

認知及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