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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就 2019-20 財政預算案——教育部份建議》 

前言 

     2019 至 20 年財政預算案（下稱本年度預算案），雖未有就「教育」部份，設

獨立篇章叙述，但就香港教育整體财政投放，仍較往年有所增加。當中佔特區政

府整體開支為 1240 億，是教育投資新高。而經常開支佔 906 億，佔 GDP 4%，較

往年增加 83 億。特首林鄭確實兑現每年额外增撥 50 億之承諾。然而，教育財政

撥款是否用得其所，是否對推動教育產生優化作用，從而確保香港教育繼續在大

灣區乃至亞太區內仍站在前列位置，這是本會最為關注，亦是香港發展之根本。

以下本會就此表達十點建議： 

 

1. 本會對「政府會在全港四百六十多間中學實行「一校兩社工」，並相應增加督

導人手」深表支持，但要給學校按校情運用，撥款學校專用，是選項之一。事

實上，該項社工人手增加計劃，由勞福局調撥資源，而該局能否理解學校社工

在學校工作的綜合需要，實在必須聆聽學界前線意見。 

 

2. 政府將於中小學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政策，本會樂見其成，但在全面實施學位

化（兩年內）的過程中，如何以學生為本，保持並提高教師教學專業水平，教

育局應聽取學界對全面學位化之專業要求的建議。 

 

3. 為政府會預留 5 億元經常撥款，以助小學界別理順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以及

改善中層管理人手。本會認為教育局應要設定時間表，時間此一方案。 

 

4. 由 2019/20 學年起，為公營及直資學校每年提供總共 5 億 7 千萬元的額外資源，

加強學校及校董會的行政支援。本會深表贊同，期望教育局可按學校校情予以

支援，可彈性運用此一撥款。 

 

5. 有關「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本會認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

辦）成立一站式專業支援中心提供協助，甚至夥同大學有關學院及學系成立卓

越 IT 創新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凝聚有心有力之士,連結電子教學、STEM

元素、創新科技及企業精神 entrepneurship 等，提供機會讓中小學教師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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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交流及接受指導，進一步推動學校學與教及課外活動的革新。但必須一提

的是，該計劃由創科局負責，而參與該計劃的學校要有申請過程，亦請該局聆

聽學界意見，申請手續必須化繁為簡，讓學校得到實效的支援。當然，學校亦

要善用此筆款項。而中學與小學同樣需有「IT 創新實驗室」計劃，因此，小學

亦應獲此有意義之專項撥款。 

 

6. 「向有需要的學生一次過發放二千五百元津貼」方面，教育局應信任學校，申

請程序務要以簡易為原則，免使學校行政工作增加不必要的負擔。應要簡化程

序, 給予綜援及書簿津貼的學生，再及其餘校情不同可作彈性處理。 

 

7. 政府預留 10 億，會改善現存「火柴盒式」之校舍，務使其教學配套與設施達

於現有水平，本會深表贊同，期望五年內要全面落實，不能再延緩。 

 

8. 財政預算定下 3000 萬撥款，以作非華語學生用中文教授中國歷史之用，本會

贊同，一國兩制下，具香港身份之非華語學生，有權以較簡易的中文學習國家

歷史，但本會認為撥款可增至 5000 萬。 

 

9. 教育局會預留撥款，推動「教師帶薪進修」為期五個月，名額為四十名（中、

小、幼），此一尊重老師學習文化，與本會十多年前提及的教滿十年，有終身

一次的帶薪進修，本質相同，本會深表贊同，但名額應增至最少一百名。 

 

10. 是次財政報告，未見撥備於中、小、特、幼的課程檢討的使費，本會認為，教

育局既於 2020 年度可全面免卻 DSE 的考試費，也實在有必要留下撥備，以用

作課程全面檢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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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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