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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V-12a
(環節 15)

2002年 3月27日 (星期三 )
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席上

教育統籌局局長發言稿

主席：

我想先簡略介紹下一個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概

況、增加撥款的主要範疇，以及我們的優先工作項目。

教育開支

2. 2002-03財政年度的整體教育開支預算為 614億元，佔政府總
開支 24.1%，與 2001-02年度的修訂預算比較，實質增幅 18.5%。
經常性開支也有 8%的實質增幅。基礎教育所佔比率最大，約為
教育總開支的 68%。

主要開支項目

3. 增加開支的各項新措施包括：

a. 開設 249個負責領導課程發展工作的學位教師職位，為期
5年，以協助公營小學推行課程改革 (約需 2億 2,000萬
元 )；

b. 在公營小學推行「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及教學助理計
劃」，並透過擴展全日制英語學位教師培訓名額，以及

在英語及普通話教師職前培訓加入必修的沉浸課程，提

供更多受過專業訓練的語文教師 (約需 2億6,000萬元 )；

c. 在 2002/03及 2003/04學年為所有公營中、小學提供資訊科
技統籌員 (約需 9,000萬元 )；

d. 加強對小學提供學生輔導服務，以及擴展「多元智能挑
戰計劃」的範圍，以包括更多中學生 (約需8,00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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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改善各項學生資助計劃，使更多中、小學生及高等教育
院校學生受惠 (約需1億8,000萬元 )；

f. 改善幼稚園資助計劃，讓幼稚園在 2004/05學年或之前達
到所有教師均為受訓教師的目標，以及進一步改善幼稚

園學費減免計劃，以惠及更多學生 (約需1億6,000萬元 )；

g. 鼓勵成立高中學校，提供多元課程，以切合學生不同的
興趣和能力，以及繼續落實小學全日制和學校改善工程

計劃 (2002-03年度的現金流量需求約為30億元 )；

h. 擴展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交流計劃，以及延續獎學金
計劃，讓優秀的內地學生在這些院校就讀 (在未來數年共
需 2億1,000萬元 )；以及

i. 成立持續進修基金 (費用的總承擔額為 50億元 )。

4. 雖然本港經濟下調和出現龐大預算赤字，政府繼續在教育

方面作出大量投資。自 1996-97年度以來，投放於教育的資源增
加了 62%。政府與各大學、學校、辦學團體、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等，共同承擔重大責任，確保資源運用合乎經濟效益，以滿

足社會人士對香港優質教育的期望。在推行新措施之際，我們

亦應進行評估和檢討，以檢視一些現有服務是否仍須繼續提

供。我們必須確保資源用於最有需要的地方，並把最具影響的

工作列為優先項目。此外，我們要重新組織工作、重訂先後緩

急次序、精簡程序，以及匯集專業人才及資源，從而增加成本

效益及找出可以減省的款項，以便從撥款中騰出款項，為新的

工作及服務提供經費。

5. 教育改革是改善本港教育質素和提升市民資歷的關鍵，因

此必須持續推行。為評估教育改革的成效，並為將於 2003/04學
年進行的小一及中一派位機制中期檢討提供指引，我們會加緊

整理各類以研究為基礎的數據；這些數據將會透過縱向研究、

意見調查、海外經驗、本地及海外學者和機構的研究工作等途

徑而收集的。

6. 在下一財政年度，我們會完成以下項目的審議工作，並徵

詢公眾人士的意見：



3

(a) 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b) 改善學生語文能力的措施；

(c) 教師的專業發展；

(d) 高中及大學教育的學制；以及

(e) 本港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剛於
昨天發表有關這方面的報告書。

7. 主席，以上是我就教育綱領的發言，我和其他管制人員樂

意答覆議員的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