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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會議 立法會 C B( 2 )9 01 /0 1-02 ( 02 )號文件

討論事項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幼稚園資助計劃

目的

幼稚園資助計劃在一九九五年開始推行，目的是鼓勵幼稚園聘用

更多合格幼稚園教師 (以下簡稱“合格幼師” )。二零零一年七月，議

員在審閱會議文件 ( CB( 2) 19 82 /0 0 - 01( 01 )號文件 )後，通過了改善幼稚

園資助計劃的建議，以鼓勵幼稚園聘用 1 00﹪合格幼師，以及修訂發

放津貼的機制，確保資源的運用更具效益。我們其後就有關建議徵詢

幼稚園營辦者的意見。本文件根據業界所提出的意見，就新訂的幼稚

園資助計劃小組津貼建議多項修訂條款。

幼稚園面對的問題

2 . 多年來，幼稚園的學生人數因出生率下降而持續減少，但幼稚園

的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幼稚園出現收生不足的情況，以致出現財政

困難。

3 . 幼稚園資助計劃現行津貼額是按 30 人為一班計算，由一九九八

至九九學年開始採用。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學年，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

的幼稚園每班的平均學生人數為 26 人。不過，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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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 班 平均 人 數 為 23 .1 人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零 零 零 學年 減 至 2 2 .7

人，到二零零零至零一學年更進一步減至 2 1 .7 人。

教育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通過的建議

4 . 我們 在二零 零一年 七月 三日的 會議上 回應 一名議 員的提 問時 指

出，按調高後的小組津貼額 31 ,3 00 元計算，約有 1 00 所收生不足的

幼稚園可能出現財政困難。不過，這些幼稚園如能獲得辦學團體的財

政支援，面臨停辦的幼稚園實際數目可能較少。

5 . 議員亦提出關注，如學童就讀的幼稚園因財政問題被迫停辦，他

們會否需要長途跋涉前往另一所幼稚園上學。我們在回應時解釋說，

每個公共屋 或地區會有足夠的幼稚園，應付需求。重整幼稚園資助

計劃的目的，是要解決某個地區幼稚園供過於求的問題，以免過多的

幼稚園爭攬過少的學生。

6 . 議員經詳細討論後，通過就下列建議向業界進行諮詢：

(a ) 以新的小組津貼代替現行的班級津貼

以 15 人為一個小組，以符合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學年，幼稚

園各級別師生比例為 1 :15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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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津貼額

根 據 各 級 別 1 : 15 的 師 生 比 例 計 算 ， 已 聘 用 6 0 %、 8 0%及

1 0 0%合 格 幼 師 的 幼 稚 園 ， 每 年 可 獲 發 的 小 組 津 貼 分 別 為

2 3 ,6 00 元、 27 ,2 00 元及 31 , 30 0 元。

( c ) 小組津貼的計算方法

把每所幼稚園每個上課制的總收生人數除以 1 5，以計算合

資格接受資助的小組數目，餘數則納入為最後一組。每個級

別最少有一個小組。不過，如個別幼稚園的整體小組人數少

於 10 人，便不會獲發小組津貼，我們會改為按實際學生人

數發放人均津貼，每名學生的津貼額為小組津貼的 1 0%。這

個計算小組數目的方法與教育署建議執行師生比例的方法是

一致的。

業界諮詢

7 . 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七月與業界舉行的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上述建

議及下述修訂／補充事項︰

( a ) 每年發放的津貼額分為三級︰即已聘用 6 0%合格幼師 (按各

級別當時的師生比例計算 )的幼稚園，津貼額為 2 3 ,6 00 元；

已聘用 80 %及 10 0 %合格幼師 (各級別均按 1 :15 的師生比例

計算 )的幼稚園，津貼額分別為 27 ,2 0 0 元及 3 1,300 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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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為免對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就讀於嚴重收生不足並計劃停

辦的幼稚園的學生造成不必要的影響，我們建議設三年寬限

期。這些幼稚園可選擇在這寬限期內繼續領取現有的班級津

貼，讓學生逐年結業離校。

8 . 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收生情況進一步惡化。雖然學生人數減

少，但幼稚園的班級數目卻有所增加，詳情如下：

二零零一年

四月

二零零一年

九月 加減幅度

( a ) 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

的幼稚園數目

295 320 +8%

( b ) 學生人數 68 111 66 328 -3%

( c ) 班級數目

(參 閱 附 件 所 載 的 班

級人數分析 )

3 137 3 299 +5%

( d ) 平 均 每 班 學 生 人 數

[ (b ) / ( c ) ]

21.7 20.1 -7%

9 .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們與業界代表會面。會上同意，有

關代表會與所屬團體的成員進一步商討，然後再就幼稚園資助計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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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體的修訂建議。同年十一月六日，業界代表向政府提交了多項建

議。

1 0 . 在其後的討論中，業界代表進一步修訂他們的建議如下：

( a ) 就每個上課制 (即上午班、下午班和全日制 )分別計算每個級

別合資格獲發小組津貼的小組數目，計算方法是把每級總收

生人數除以 15；

( b ) 向 10 至 1 5 人的小組發放小組津貼；

( c ) 如學生人數少於 1 0 人，則發放人均津貼，津貼額為小組津

貼的 10 %；

( d ) 任何一個級別中，如學生人數為 16 至 1 9 人，則當作兩個小

組發放津貼；以及

( e ) 設三年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幼稚園可選擇所有級別繼續

領取現有的班級津貼，或改領新的小組津貼，並可錄取新生

入讀幼兒班。

進一步研究

1 1 . 我們已十分審慎地考慮業界的意見，並致力在照顧業界的要求、

在市場收縮的環境下維持幼兒教育健康發展，以及確保幼稚園資助計

劃的撥款符合成本效益三者之間求取平衡。我們的修訂建議會令大部

分幼稚園受惠，惟一些每班學生人數少的幼稚園，所得的津貼會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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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少。為減輕後者所受的影響，以及協助這些幼稚園適應新機制，

我們建議採取循序漸進的過渡安排。教育署亦會提供協助，讓設於人

口老化地區但有良好辦學紀錄的幼稚園遷往有確定學額需求的地區繼

續營辦。此外，當局會大力鼓勵辦學團體盡量把轄下的幼稚園合併。

1 2 . 具體來說，我們接納上文第 10 ( a )至 ( c )段的建議，並對第 1 0 (d )及

( e )段的建議作出修訂。我們不能採納第 1 0 ( d)段的建議，因為這與第

1 0 (b )及 ( c )段的建議有矛盾。第 10 (b )及 ( c )段建議，小組津貼應只發給

學生人數不少於 1 0 名的小組，而不足 1 0 名學生的小組則應獲發人均

津貼。

13 . 雖然我們不同意將 16 至 19 人的級別當作兩個小組發放小組津

貼，但在三年過渡期內，我們可採用這項建議作為一項特別安排，以

便進一步協助幼稚園逐步適應新機制。由於兩個小組的津貼金額較一

班班級津貼為多，要求繼續發放班級津貼予學生人數達 1 6 人或以上

的新設幼兒班，並無意義。至於 15 人或以下的小組，我們認為，繼

續向這些小組發放按 30 名學生計算的班級津貼，並不恰當。因此，

我們建議，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繼續發放現有的班級津貼給幼稚園

各個級別，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則發放給低班和高班，在二零零三

至零四學年則只發放給高班。

1 4 . 除考慮成本效益外，我們必須指出，向收生嚴重不足的幼稚園發

給 41 ,0 00 元班級津貼，只會令這些幼稚園繼續艱苦經營，造成現時

幼稚園之間的不良競爭更趨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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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小組津貼制度的修訂條款

1 5 . 新的小組津貼制度的擬議修訂條款如下：

(a ) 小組津貼的計算方法

分別計算上午班、下午班及全日制班每個級別的小組數目，

小組的學生人數如不少於 10 名，可獲發小組津貼；如少於

1 0 人，則獲發放人均津貼，津貼額為小組津貼的 1 0 %。不

過，為協助幼稚園逐步適應新機制，在三年過渡期內會設有

特別安排， 16 至 1 9 人的級別可當作兩個小組，詳情如下：

每個上課制 幼稚園資助計劃建議的計算津貼基準

每個級別的學生人數 一般安排 特別安排

1 - 9 人均津貼 不適用

1 0 -1 5 1 組 不適用

1 6 -1 9 1 組 (1 5 人 )  +  餘下

人數發放人均津貼

2 組

2 0 -3 0 2 組 不適用

3 1 -4 5 3 組 不適用

4 6 -6 0 4 組 不適用

6 1 -7 5 5 組 不適用

7 6 -9 0 6 組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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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津貼額及實施日期

小組津貼額分為三級。 60 %合格幼師聘用率是按當時各級別

實行的師生比例計算， 80 %及 100%合格幼師聘用率，則按

所有級別的師生比例為 1 : 15 計算，詳情如下︰

聘用 60 %合格幼師的幼稚園，小組津貼額為 2 3 , 60 0 元

聘用 80 %合格幼師的幼稚園，小組津貼額為 2 7 , 20 0 元

聘用 10 0 %合格幼師的幼稚園，小組津貼額為 3 1 ,3 00 元

上述津貼額將適用於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第二期發放的津

貼及整個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由二零零三至零四學年起，

小組津貼及人均津貼均會按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

調整。至於幼稚園在選擇過渡安排而領取的班級津貼，則維

持在現時的 41 ,0 00 元。

( c ) 實施安排

幼稚園可選擇由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幼稚園資助計劃第二期

津貼開始，或在二零零二至零三、二零零三至零四或二零零

四至零五任何一學年初開始領取小組津貼，一經決定，便不

能撤回。我們建議在幼稚園全校採用小組津貼制度之前，作

出下述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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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1 / 02 2 0 02 / 03 2 0 03 / 04 2 0 04 / 05 2 0 05 / 06

幼兒班 C S G S G S G N G

低班 C C S G S G N G

高班 C C C S G N G

註： C = 現 有 班 級津貼 維持 不 變。即 使學 生 人數 增 加 ，除 非

班級 人 數增 至 每班 超 過 30 人或 超出 課 室 的核 准 容

額，否則幼稚園不會獲發額外班級津貼。

S G = 根據特別安排發放小組津貼

NG = 根據一般安排發放小組津貼

1 6 . 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十日，我們就以上的新修訂計劃，與代表 2 5

個幼稚園界別團體的人士達成共識。

對財政的影響

1 7 . 假 設 幼 稚 園 聘 用 1 00 %合 格 幼 師 而 獲 發 調 高 後 的 小 組 津 貼 額

3 1 ,3 00 元，按二零零一年九月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的幼稚園數目及有

關資料計算，實施上文第 15 段建議的修訂小組津貼制度，預算所需

費用為 1 . 58 41 億元 (議員於二零零一年七月通過的原來建議，所需費

用為 1 . 48 70 億元 )，較現時的班級津貼開支 ( 1 . 35 26 億元 )增加 2 , 3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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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每名學生的每年平均津貼額將為 2 , 38 8 元，較二零零一年四月的

1 , 88 8 元津貼額，增加了 26 %。

對幼稚園營辦者的影響

1 9 . 經修訂的小組津貼建議如獲財務委員會通過，會在二零零二年四

月實施。我們預期：

( a ) 有 17 7 所幼稚園 (4 8  31 3 名學生 )會選擇按一般安排領取新的

小組津貼，這些幼稚園每年可多獲 2 , 15 7 萬元的津貼 (增幅

為 25 % )；以及

( b ) 有 14 3 所幼稚園 (1 8  01 5 名學生 )會選擇過渡安排，繼續領取

班級津貼，即在財政上無所損益。

2 0 . 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上述 14 3 所幼稚園的低班及高班會繼續

獲發放現有的班級津貼，新的幼兒班則會領取按特別安排發放的小組

津貼。

2 1 . 幼稚園要符合經營效益，每班學生人數便不能太少，如預期學生

人數極少，營辦者或須考慮停辦。事實上，隨 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遷

移，在人口老化地區每年都有幼稚園停辦。 (註：在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期間，共有 43 所幼稚園停辦。 )教育署會協助

往績良好的幼稚園遷往有確定學額需求的地區繼續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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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我們估計，當全部幼稚園均達到聘用 1 00 %合格幼師的目標並領

取 31 ,3 00 元的小組津貼後，有 208 所幼稚園 ( 54  14 5 名學生 )會因修訂

後的小組津貼制度每年多發放 3 , 01 4 萬元而受惠。

對幼稚園學生家長的影響

2 3 . 採用循序漸進的過渡安排，可確保不獲增加津貼的幼稚園把學費

大致維持在現有水平。至於根據修訂後的小組津貼制度獲發較多津貼

的幼稚園，則或可減收學費。

2 4 . 我們想特別指出，財務委員會已在去年十二月七日通過，由二零

零二至零三學年起，大幅提高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額，估計涉

及的額外開支達到每年 1 . 45 億元。預 計有 4 萬 多名學生會因此受

惠，詳情如下︰

!  2  30 0 名學生首次獲得 50 %學費減免

!  2 9  0 00 名學生獲 7 5% (而非 50 % )學費減免

!  1 0  0 00 名學生獲 1 00 % (而非 50 % )學費減免。

對教師的影響

25 . 教師 的需求 取決於 學生 人數而 非幼稚 園的 數目。 但我們 亦注 意

到，重整幼稚園資助計劃後，收生不足的幼稚園或會出現教師過剩的

情況。我們會鼓勵開辦超過一間幼稚園的辦學團體，把過剩的教師調

往轄下其他幼稚園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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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由於政府規定所有幼稚園各級別的師生比例到二零零三至零四學

年必須達到 1 : 15，以及到二零零四至零五學年必須聘用 1 0 0%合格幼

師，因此，合格幼師的需求將會有增無減。增加的需求應足以抵銷上

文第 25 段所述的過剩教師人數。

意見徵詢

2 7 . 請議員就上文第 15段建議的幼稚園資助計劃修訂安排提供意見。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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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幼稚園資助計劃

班級人數分析

班級數目

每班學生人數

二零零一年四月 二零零一年九月

≤ 5 7 6 1 1 8( 4 %)

6 - 10 2 5 6 3 2 5( 10 % )

1 1 -1 5 3 9 5 6 2 2( 19 % )

1 6 -2 0 6 3 0 6 3 1( 19 % )

2 1 -2 5 5 5 2 5 7 1( 17 % )

2 6 -3 0 9 7 1 8 4 1( 26 % )

3 1 -3 5 1 7 9 1 3 8( 4 %)

3 6 -4 0 6 4 4 1 (1 % )

4 1 -4 5 1 4 1 2 ( - )

總計 3 , 13 7 3 , 29 9( 10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