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 2018至 19財政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 

補遺建議 
 

前言：香港特區政府庫房滿溢，總體盈餘過萬億，本財政年度紅利又超過千億，這叫家底

厚，收入高，羨煞不少國家或地區。但新一屆財政預算案公佈，卻未見好評。其後，財政司

亦有繼續聆聽民間意見，謂有補遺措施，本會不同意全民派錢，現就教育與青少年發展部

份，提出對財政撥備「大數」並「恆常化」的建議。 

 

1. 財政司司長建議優質教育基金撥出 30億元給學校申請有關校本課程、學生支援措施及相

關校舍改善等等。本會建議學校只須遞交不多於六頁的文件，陳述該校將於未來三年期間如

何在其學校推行優質的教育(例如：有效的電子學習所需的設施和課程設計所需的人力資

源；與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相關的學習所需資源；STEM/STEAM/HELP/國史教育的軟件和硬件所

需的費用及關心師生健康問題所需的經費等等) 。每所學校申請上限為 300萬元，所涉及的

開支約為 30億元。 

 

2. 現屆政府早前承諾增撥 50億，立法會已撥款 36億，剩餘 14億，而財政司建議再增撥

20億，即合共 34億。本會認為該 34億撥備可用作教師有薪進修之用，即中、小、特、幼

各級教師，當連續教滿十年，可申請終生一次一年的帶薪進修假，讓教師可自由申請，按序

批核(每年上限三位)，從而作「無憂式」的專業進修，最終回饋教學，最後得益是學生。而

教師的房屋津貼計劃，亦應設立，這對年青的教師來說，特別有幫助。前後兩項，撥備合共

100億，這是對教師具實質意義的投資。 

 

3. 財政預算案免全港考生報考 DSE，本會明白政府期望這是幫助考生的措施，但卻未能與

實踐「優質教育」及「培育人才」對焦，本會認為此措施必須修訂。倒是本會提出政府應成

立「青少年文創與科創基金」50億，給予即將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備用，使香港青年

創有所用。 

 

4. 財政司公佈將預備 500億給「創科園」發展備用，本會認為這是一項具遠見的承擔。然

而，對中、小、特、幼的在校學生的醫護乃至心理支援，政府卻未見承擔，因此，政府必須

要為「一校一醫護」的在校支援系統，先撥備為用，並要計劃長期承擔。事實上，長久以

來，很大部份學校的學童在校遇有頭暈身熱，大小病痛發作，礙於教師並非醫護專業，校方

未能即時提供針對性藥物幫助，未能「對症下藥」即時治療，後果可大可小。因此，政府先

在醫護的人才培訓，大力投放資源，學位要有大量增添，亦可招攬海外及國內人手補充，要

有計劃在十年內實施「一校一醫護」的計劃，撥備 100億，以為長期的承擔。當前急務，可

以 5億元種籽基金，試點推行駐校醫護計劃，累積經驗，以為他日政策全面推行作好準備。 

 

教育評議會執委 

2018年 3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