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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不是擋箭牌 粉飾政權者應受譴責 
初評《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近日傳媒廣泛報道，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薛鳳璇教授領導撰寫的《中國模式國

情專題教學手冊》內容偏頗(以下簡稱《國教手冊》)，一面倒歌頌「中國模式」以及中

國共產黨。 

 

浸會大學陳新滋校長在公開回覆同學的電郵裡強調，本著捍衛學術自由的大原則，大學

不能基於學者的政治或學術觀點而向學者施壓，「學者有絕對自主權決定著作的題材和

內容，大學不應、亦不會干預。」 

 

不過，學術自由不是仼意妄為的藉囗，不是抵禦批評的擋箭牌，更不是掩飾錯誤的遮羞

布。我們認為，《國教手冊》不少觀點荒謬絶倫，更有違教育原則，有淪為官方宣傳喉

舌之嫌。因此，本會對此深表遺憾，並呼籲校方正視此事，避免同類事件再次出現。 

 

內容不堪入目 

 

從內容看，《國教手冊》不堪入目之處俯拾皆是。例如： 

 

1. 手冊處處讚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模式」的優越之處，毫無保留可言，並同時

批評「普世價值」和「西方民主制度」差勁，卻不提有何好處； 

 

2. 《國教手冊》第一頁前言末段提到，要「清楚認識『中國模式』，我們要兼聽善惡，

不可偏執一面，這是我們認識國情，以至學習學問的基本應有態度」。但《國教手

冊》除了肯定「中國模式」，稱中國共產黨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外，

卻鮮有批評或質疑「中國模式」的說法； 

 

3. 編者於《國教手冊》第二十七頁提到「中國模式」的代價，隱含了中國現今公民權

利得不到保障、視人命如草芥、官員貪汙腐敗、法治精神和公義不彰等社會問題，

它們是「持續的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並逐步改善了大部分人口的生

活質素」的必湏代價。「中國模式」如此高昂的代價，是否合理？人民又應否接受？

手冊因何不加探討？ 

 

 
Fax: 3520 7656  Website: http://net3.hkbu.edu.hk/~buunion/index.htm  E-mail: buunion@hkbu.edu.hk 



 

4. 《國教手冊》居然赤裸裸將中國共產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邏輯「展現於人前」，

「無視」毛澤東主席於北京新華門的刻字「為人民服務」，意謂黨員要視「人民的

利益高於一切」。編者沒有批評中國政治和社會體制的不足之處，與及中國共產黨

專制統治下的種種社會腐敗實況，卻毫無根據地將「毒奶粉事件」、「動車追撞事件」

等歸因於「經濟發展過快，個人利益膨脹」。這是甚麼學術？甚麼邏輯？ 

 

聲明 

 

有見及此，本會為維護學術自由及學術界的尊嚴，聲明如下： 

 

一. 強烈譴責主編機構及編者不負責仼，若假借學術自由之名而為之，實有褻瀆學術

自由之嫌，因為學術自由的目的在於尋求真理，而非混淆是非，更非諂媚權貴。

本會歡迎被批評者以學術自由之精神回應、反駁，本會樂於進行公開的學術辯論。 

 

二. 本會認為校方必須正視此事，並以嚴謹的學術要求加以檢討，因為《國教手冊》

是由本校當代中國研究所負責編印，手冊的封面亦印有大學的標誌，故事件已經

嚴重損害浸會大學校譽。 

 

三. 本會呼籲，大學當局及學者必須堅守專業道德，以符合公眾的期望，絶不容以大

學掛名的機構出版劣質教材，以免貽笑大方、敗壞學界聲譽及誤人子弟。 

 

四. 本會深信，本港學術界既不得縱容學術淪為商品，將學位變成謀利工具；更不可

讓學術淪為宣傳工具，將學術著作用來粉飾政權，為當權者塗脂抺粉。不幸的是，

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今趟在編寫《國教手冊》的表現，正正加深港人這方面的疑

慮。 

 

五. 本會要求，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教授必須向公眾交代事件，因為《國教手

冊》內容不符學術求真精神，已使大學及學界付出沉重的名譽代價。若果薛教授

真的認為該本出版物符合學術水準的話，不妨以理服人，以當年調侃反對大亞灣

核電廠的港人「可以去投海」的勇氣，與所有持異議的同學、教職員和校友來一

場學術辯論！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理事會敬啟 

 

二零一二年七月廿六日 

 

 

附錄網址：《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上載 http://tinyurl.com/82tz4fl 

附件：校長陳新滋教授回覆同學對《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電郵 

 



 

謝同學、麥同學、李同學： 

 

多謝你們昨日的電郵，表達你們及其他聯署人士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參與編製的《「中國模式」

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意見。 

 

當代中國研究所是浸大其中一個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的學術研究單位，它的宗旨是促進當代中

國的研究，並為政府及其他機構提供政策研究、教育及顧問諮詢等方面的服務。研究所的運作

不涉及公帑，也並非以大學的研究資金支持。 

 

浸大一向尊重學術自由，學者有絕對自主權決定著作的題材和內容，大學不應、亦不會干預。

我希望同學理解，本著捍衛學術自由的重要原則，大學不能基於學者的政治或學術觀點而向學

者施壓。 

 

當代中國研究所已發表了聲明，闡釋立場，我建議同學如有意見，可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向當代

中國研究所反映。 

 

再次多謝你們的意見以及對此事宜的關注。 

 

  祝 

 

生活愉快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陳新滋教授 謹啟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