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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大小社會運動在香港不斷浮現。政權打壓日益明顯，莘莘學子放下書本，走上街頭；
在不同社運場合，均能見到學生的身影。在香港，和筆者一樣相信大學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之
地的人不計其數。我們相信大學正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學習批判社會現象之地；而這種自由，
正正體現於大學學者身上。諷刺的是，學生走上街頭為社會公義奔走，培育學子的地方卻以驚人
的速度被當權者收編蠶食。

 

近日的香港大學，除了以「最高學府」的稱號廣為人知外，更以「等埋副校」引起社會關注。鎂
光燈下見證着學生於校務委員會外靜坐以至佔領會議室，不同學者、政府官員輪流開腔；政治打
壓、干預院校自主之聲不絕
於耳。校友集會、教職員遊行、學生奔走校園宣告訊息，港大校園一夜間不再恬靜。風雨飄搖之
際讓人不禁納悶，到底港大如何落得如斯田地？

 

陳文敏，一個於現時香港廣為人知的名字。陳文敏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並為全港唯
一一位榮譽資深大律師。早與2014年12月，當時負責副校長遴選的委員會已推薦陳文敏為港大學
術及人事資源副校長的人選。時值
雨傘運動，眾多學者開腔表態甚至參與行動；佔領過後，大批行動者被拘捕甚至落案起訴，坊間
論及秋後算賬之聲不絕
於耳。港大法律系
副教授、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因不當收受捐款受港大內部調查，陳文敏教授亦牽涉其中。

 

15
年6月，港大校務委員會以12票贊成、6票反對，以等首席副校長上任為由，否決陳文敏的任命。
消息傳出後引起社會嘩然，其後於7月28日再次討論相關任命，並以相同票數否決討論任命副校
長事宜。議案被否決後，於會議室外守候的學生衝入會議室，並要求與校務委員會委員對談。9
月28日，校務委員會再次以18比8票否決副校長任命。

 

港大學生會及校友多次批評港大「等埋副校」[1]
一舉實為政治打壓，目的為消滅校內
推動社會改革的聲音。事實上，由初次傳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被否決開始，社會已開始有聲音提
出此舉為政治打壓。副校任命被否決一事令不少人驚覺政權已深入院校，明目張膽干預大學自主
。政治外力影響深至能干預院校事務，並非一兩個月能達成的事情。要了解當權者如何干預院校
運作，了解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方法是關鍵的一步。

 

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大略可分為法定院校、認可專上學院及職業訓練局院校三個類別。所有法定
院校均受大學條例監管，對其辦學作出監管。大學條例實為統稱，香港各所法定院校均有一章專
屬的香港法例。香港大學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為一所法定院校，意味港大亦同樣受大學
條例監管。《香港大學條例》為香港法例第1053章，當中對校務委員會組成及職權、學院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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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畢業生議會、名譽學位委員會等校內
組織均有規範。大學條例最富爭議性的莫過於第12條(3)訂明校監由行政長官出任。港英時期，各
大學的校監由港督擔任，而當日港督乃以「女王特派代表身分」擔任大學校監，代表女王於大學
行使皇
室禮儀。校監
由特首擔任一條例正正繼承
自港英時期的傳統，然而，1997年後香港脫離英國殖民地身分，主權移交至中國； 校監一職自然
需要另覓人選，由於港英時期由港督--當年為香港首長--的官員擔任，港府當年順利成章的移植此
傳統，改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 (特首)出任此職位。行政長官，顧名思義為行政機關首長，由其
擔任校監其實已失去人選的原本意義。

 

言歸港大，與其他大學有別，香港大學的最高管治團體，校長、首席副校長、副校長等職位人選
均需由校務委員會通過人選任命方為有效任命。是次副校長任命風波中，為人詬病除了校監由特
首出任一條文外，零一同等為人爭議地方為大學條例所賦予由特首所擔任的校監的權力。校務委
員會坐擁莫大權力，同時間，大學條例賦予校監權力委任校務委員會中高達三分一成員（包括校
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換言之，依據上文，特首有權利左右校務委員會中成員人選。 

 

是次風波中，最惹人非議、由特首任命的校務委員會成員莫過於李國章。李國章現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會議成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及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2007年，李時任教育統籌局
局長時發生教院及中大合併風波，當時盛傳李國章欲運用其影響力達致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中文
大學合併一目的。事件曝光後，政府干預院
校自主一說
不脛而走；及後獲現時特首梁振英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令人憂慮特首企圖以安插親信為
手段干預港大運作。

 

事實上，上述干預院校自主事件並非個別事件。早至2002年，時任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主任的
鍾庭耀博士便曾於報章撰文，指時任行政長官兼香港大學校監的董建華曾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
其停止所有有關行政長官及香港政府的民意調查
。同年，同樣又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所提出合併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的方案引起
反響，李更曾表示權在政府，最後一切皆聽從政府決定。2012年，香港浸會大學被質疑受院長施
壓，公開一份尚未完成的特首選舉民意調查結果，被質疑為指定候選人造勢。

 

以上種種顯示，當權者確實有干預院校自由的意圖。來到2015年佔領過後，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
耀廷因收受捐款被調查
；陳文敏就政改運動積極發聲，其副校長任命被否決，難免被視為特首梁振英整治大學的手段。
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不僅
學生活躍於社會運動，部分學者亦積極生產
反抗現行
政策或當權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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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2003年七一遊行後，香港大
小社會運動，由反高鐵[2]、反國教[3]至碼頭工人[4]、紮鐵工人[5]
運動等均能覓得學者聲音以至積極參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簡稱中大政政)及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嶺南文研)的師生特別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中。香港政壇中，不少人來自自
中大政政：公民黨創黨主席關信基為其前系主任、公民黨黨員及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陳家洛分別
為中大政政講師及畢業生。葉蔭聰及許寶強均為嶺南文研副教授，兩人均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中
，大量發表有關社會現象、政策流弊等政治民生議題的評論。

 

2015
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當中不少學者參與其中。作為香港主權移交後一場最大型的社會運動，雨
傘運動
無疑成為不同派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識別指標。於當權者而言，佔領運動顯示了活躍於社會運動
的不僅限於學生，學者於是次運動亦擔任了重要角色，無論直接行動或生產論順，學者均扮演重
要角色。雨傘運動於社會上史無前例地大型的討論，過往不顯眼的學者於運動中大量發聲，凸顯
了學術自由於社會事務上的重要地位。

 

以此推演，不難想像香港政府自然急於加快步伐收編及整頓院校。當學者受制於其所屬院校的行
政架構、受制於升遷等各種影響其學術研究的影響因素時，生產對抗當權者理念及反抗現有論述
的機會自然降低。對於梁振英以及其管治團隊而言，這對管治香港有直接而重大的影響。比起直
接干預院校自主 (如中大及教院合併)，以間接形式安插親政府人士於不同院校的最高管理團隊中
，從而影響學者升遷以至研究，是更為有效收編院校及令學者噤聲的方法。

 

筆者執筆之時，不僅正經歷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更時值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2015年正值
香港區議會選舉年，除了故有政黨派員參選外，更有學者參選，希望實踐其理念，於社區深耕。
引用狄更斯於雙城記開首之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生於這個時代的香港，
筆者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見證着香港法治崩壞、學術自由被蠶食的景況。但同時，學術界比以往
更於社會活躍，學者以不同方法積極介入社會事務。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被否決並不會香港當權者
的打壓畫上句號，相反，這恐怕只是往後一連串打壓學術自由的開端。如何守住香港學術界這塊
重要的陣地，似乎是下一個對抗政權打壓的戰場，這條路該如何走下去，還看院校捍衛學術自由
的本領。

 作者黃在琳為港大學生

[1]「等埋」為廣東話用語，在此意指需要先等首席副校長上任再作決定。

[2]香港高鐵爭議是指於2009
年下旬香港政府在推動整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劃時，在財政支出、回收土地，以及是車站選址、設計等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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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香港社會人士的關注及抗議

[3] 2012
年，香港政府準備正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其中一份教
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引來極大反響，
令國民教育廣受市民關注。12年9月底一度高達12萬市民於政府總部外集會，政府其後宣布擱置課程指引。

[4] 2013 年4
月，由李嘉誠所持有的碼頭貨運公司被揭發工作環境苛刻，工人以罷工作為談判手段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及薪酬待遇。

[5]2007年，香港紮鐵工人發起罷工，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及增加休息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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