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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3 年 5 月 30 日

總目 156－－－－政府總部：：：：教育統籌局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批准當局－

( a ) 在釐定 20 03／ 04 學年資助學校的營辦開支整筆
津貼額時，不依隨核准的按年調整機制，這項

安排涉及－

( i ) 由 20 03 年 9 月起，實施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在 20 02／ 03 學年餘下尚未實施的 1 .65 %
下調率；以及

( i i ) 作出上文第 ( i )項的調整後，把營辦開支整
筆津貼原應按 20 0 2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
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按年作出

的調整，由 20 03 年 9 月延至 2004 年 1 月
才實施；以及

( b ) 有關學校發展津貼 1，由 20 03／ 04 學年起，修訂
發放予官立和資助類別學校 2的津貼額。

                                                
1 學校發展津貼是資助學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和官立學校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項下其
中一項津貼。

2 就發放學校發展津貼來說，資助類別學校是指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以及接受政

府資助為新來港兒童開辦全日制啟動課程的學校。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的資助

額，會因應資助學校獲發的額外撥款，按照核准程式相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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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我們需要決定應如何因應價格變動調整資助學校現行的營辦開支

整筆津貼 (下稱「營辦津貼」 )額，以便在 2003／ 0 4 學年實施。此外，
現時學校發展津貼的兩級津貼模式未能善用公帑。

建議

2 . 就營辦津貼的調整安排，我們建議－

( a ) 由 20 03 年 9 月起實施 2002／ 03 學年餘下尚未實施的 1 .6 5%
下調率，而不是按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在 2 0 0 2 年
1 1 月批准的建議，待津貼額日後須予調高時才作扣減；

( b ) 在按上文 ( a )項建議調整 2003／ 04 學年的津貼額後，再根據
2 0 02 年 6 月至 2 00 3 年 6 月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
調整該學年的津貼額；以及

( c ) 把按上文 (b)項建議根據價格變動所作的調整由 2003 年 9 月延
至 2004 年 1 月才實施，以減少同時作出第 ( a )和第 ( b)項調整對
資助學校的影響。

3 . 至於學校發展津貼，我們建議由 2003／ 0 4 學年起調整現有的津貼
額，詳情如下－

( a ) 除現有為小學和中學設定的津貼額外，為特殊學校另設一組

津貼額；

( b ) 為班數少於基本班級數目的學校 (即開設六班或以下的小學、
開設 12 班或以下的中學，以及開設五班或以下的特殊學校 )
設定基本津貼額；以及

( c ) 就上文 (b )項所述基本班級數目以上的每一班，設定每班的津
貼額，而各類學校的最高津貼總額分別不超於開設 24 班的小
學和中學，以及開設 19 班的特殊學校獲發的最高津貼額。

附件 詳情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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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按價格變動調整營辦津貼

4 . 2 0 00 年 5 月，委員批准當局把發放予資助學校的多項非薪金經常
津貼綜合為營辦津貼，這項津貼會因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

按年調整。

5 . 2 0 02 年 1 1 月，委員批准當局在釐定 2002／ 0 3 學年的營辦津貼額
時，不依隨上述的按年調整機制行事。有關安排是把營辦津貼額調低

1 . 65 %，而非根據機制，按照 2001 年 6 月至 2 002 年 6 月期間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低 3 .3 %，而餘下的 1 .65 % 下調率則延後實施，
待津貼額在日後須予調高時才作扣減，直至完全抵銷尚未實施的下調

幅度為止。在該會議上，當局承諾會審核資助學校的帳目和開支模式，

並研究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否適合用作調整營辦津貼的參考指標。

實施在 2002／／／／ 03 學年延後實施的下調率

6 . 由於推行上文第 5 段所述的特別紓緩措施，資助學校在營辦津貼
項下各個項目所得的津貼額，與官立學校在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項下

相同項目所得的津貼額出現差距。這是由於 2002／ 0 3 學年的科目及課
程整筆津貼已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全面下調 3 . 3%。在現時
的通縮環境下，實難以在短期內縮減這兩項整筆津貼項下相同項目津

貼額的差距。若長期出現差距，會造成不必要的誤解，令人以為我們

並非一視同仁，對官立和資助學校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參考資助

學校的帳目和開支模式後，我們已檢討可否就營辦津貼盡快實施所延

後的 1 . 65 %  下調率。

7 . 根據資助學校就 2 000／ 01 和 2001／ 0 2 學年提交的經審核帳目，
超過 70 %的學校在營辦津貼的一般範疇 3下累積由 20 多萬至 3 6 0 萬元不
等的餘款，而超過 99 %  的學校在特殊範疇 3 下有餘款，當中約 50 % 學
校的剩餘款額由 2 0 多萬至 360 萬元不等。

                                                
3 營辦津貼包括兩個範疇，即一般範疇和特殊範疇。學校可靈活釐定一般範疇內各個津

貼項目的開支，並可運用這個範疇內的餘款，補貼特殊範疇內各個項目的開支，或用

於營辦津貼以外其他政府津貼的開支項目。特殊範疇項下的款項只可用於特定用途，

而且每項津貼均須獨立運用，不得互相調撥。此外，學校亦不得把特殊範疇項下的款

項轉撥至其他帳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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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此外，我們已詳細研究學校使用營辦津貼一般範疇下的行政津貼

(適用於中學、小學和特殊學校 )和修訂行政津貼 (適用於沒有選擇領取
行政津貼的小學和特殊學校 )，聘用校工／文書人員和僱用相關服務的
情況。根據資助學校 2001／ 02 學年的開支情況，行政津貼或修訂行政
津貼平均佔營辦津貼撥款約 50%，而資助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行政
津貼／修訂行政津貼佔營辦津貼撥款的比率分別約為 40 %、 6 0 % 和
5 0 % 。根據資助學校就 2000／ 01 和 2 001／ 0 2 學年提交的經審核帳目，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在這兩個年度的整體使用率，分別為 93 .5%
和 93 .8 %。換言之，有關撥款未有用盡。事實上，約 50 % 的學校有
2 0 萬元或以下的累積餘款，另有 20% 的學校的累積餘款則由 20 多萬至
140 萬元不等。如有資助學校的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撥款不足以支
付聘請校工／文書人員和僱用相關服務的開支，學校可靈活調撥一般

範疇內各項津貼的款項，以補貼不敷之數。此外，我們亦留意到大部

分資助學校在特殊範疇的津貼項目有餘款，因此，為使學校可更靈活

運用撥款，我們會透過行政安排，准許在履行現有校工／文書人員的

僱傭合約方面有困難的學校，調撥特殊範疇的餘款補貼行政津貼╱修

訂行政津貼項目。為免學校隨意調撥特殊範疇下的餘款，上述安排只

會視作例外情況，而非常規安排，並且只限於用以補貼有關學校就繼

續聘請校工／文書人員方面，為了履行已作出的承諾而所需的開支。

9 . 總括來說，我們認為，政府在 2003／ 0 4 學年實施 2002／ 0 3 學年
所延後的 1 .65 %  下調率，大多數的資助學校應不會出現現金流量問
題。舉例來說，把營辦津貼調低 1 .65 %，一所半日制而上下午班各開設
2 4 班的小學，所獲發的營辦津貼會調低 6 5,00 0 元，而一所開設 30 班
的中學，所獲發的營辦津貼則會調低 75 ,0 00 元。個別資助學校如在財
政方面有困難，我們會逐一跟進。例如，我們會評估這些學校個別問

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協助學校就各項活動的開支作出妥善計劃。

在在在在 2003／／／／ 04 學年按照價格變動調整營辦津貼

1 0 . 在檢討資助學校的帳目和開支模式時，我們曾考慮只參照綜合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內 與 學 校 有 關 的 開 支 項 目 ， 編 制 一 項 學 校 專 用指 數 的 建

議。不過，要編制學校專用的指數，便須就學校的營運開支另外進行

調查，而有關工作是否有效益，實屬疑問。故此，我們決定應繼續沿

用財委會在 20 00 年 5 月批准的機制，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
度調整營辦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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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因此，營辦津貼按上文第 2 段 ( a )項建議下調後，還須根據 2 0 02 年
6 月至 20 03 年 6 月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作出調整。這段
期間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幅度要到本年 7 月下旬才可確定，但根
據政府就 20 03 年全年所作的預測，這個指數整體上會下調 1 . 5%。假設
採用這個下調率，資助學校所得的營辦津貼，預計合共下調約 3 . 15%，
即 20 02／ 03 學年餘下的 1 .65 % 下調率，加上 2003／ 0 4 學年暫定的
1 . 5%  下調率 (實際下調率會視乎 200 2 年 6 月至 2 003 年 6 月期間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再作調整 )。為減少津貼額雙重下調對資助學
校的影響，我們建議把後者的下調率延至 2004 年 1 月才實施。實施這
項建議後，由 20 0 4 年 1 月起，資助學校營辦津貼項下各個項目的津貼
額便會與官立學校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項下相同項目的津貼額全面看

齊。

1 2 . 同時，我們正在檢討發放予資助學校的津貼，以期把各項津貼合
併，並讓有關學校更靈活運用各類津貼。我們的目標是在 2004／ 05 學年
實施有關的新安排。

學校發展津貼

1 3 . 現時學校發展津貼的津貼額只分為兩級，一級是為開設 19 班或以
上的學校而設，另一級則是為開設少於 1 9 班的學校而設。不過，鑑於
不同學校的規模有很大的差別，對於所設班數遠低於 19 班的小規模學
校來說，所獲發放的學校發展津貼可能過多。以 2000／ 01 和  2001／ 02
兩個學年為例，我們留意到在這兩個學年，開設六班或以下的小學使

用學校發展津貼的比率分別為 58%  和 6 5%，而開設 13 至 1 8 班的小學
使用有關津貼的比率則分別為 63%  和 7 6%。同樣在這兩個學年，開設
六班或以下的中學使用學校發展津貼的比率分別是 58%  和 5 3 %，而開
設 13至 1 8班的中學使用有關津貼的比率則分別為 69%  和 7 6 %。此外，
審計署最近對小學教育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時指出，班數少的學

校無須悉數獲發現時就班數少於 19 班的學校所釐定的津貼額。審計署
建議當局增加學校發展津貼的級別，以配合學校不同班數的情況。我

們贊同審計署的意見和建議。

1 4 . 一般來說，特殊學校的班數較普通學校為少。既然當局修訂中小
學的津貼額級別，以更切合設有不同班數的學校的需要，我們也應另

行為特殊學校增設一組津貼額，以顧及這些學校的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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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為了使學校發展津貼的津貼額級別更為合理，我們建議分別為小
學、中學和特殊學校訂定一個津貼額較低的級別，以切合每個類別內

規模較小的學校的需要。新增的津貼級別為「基本津貼額」。這個新

增 的 級 別 可 確 保 規 模 較 小 的 學 校 仍 可 獲得 足 夠 津 貼 ， 以 供 全 年 僱 用

一名或兩名額外人手或僱用相等的服務。基本津貼額適用於設有以下

基本班數的學校－

中學 1 2 班或以下
小學 6 班或以下
特殊學校 5 班或以下

建議的基本班數，乃參照上述三類學校中規模較小的學校通常開設的

班數而釐定。中學的基本津貼額是按聘用兩名全職教學助理所需的費

用釐定；至於小學和特殊學校的基本津貼額，則按聘用一名全職和一

名 兼 職 教 學 助 理 所 需 的 費 用 釐 定 。 釐 定 上 述 各 類 學 校 的 基本 津 貼 額

時，已參考政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擔任相類職位時所提供的聘用

條件。

1 6 . 基本津貼額以基本班數為基準，至於基本班數以上的每一班，我
們建議設定每班的津貼額，按班數計算學校可得的發展津貼款額，以

確保學校所得的津貼額更能切合開辦不同班數的運作需要。

1 7 . 由於規模較大的學校可享有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能更靈活地調
配資源以配合學校的運作需要，因此，我們進一步建議在是次修訂津

貼級別時為津貼額設定上限。建議的上限相等於設有 24 班的小學和中
學，以及設有 19 班的特殊學校獲發的津貼額。這個上限相等於學校發
展津貼現行的兩級制下所發放的最高津貼額。

附件

1 8 . 根據上文第 14 至 17 段所述而擬定的學校發展津貼額級別，載於
附件。除建議修訂津貼額級別外，學校發展津貼在其他方面並無變動。

1 9 . 學校發展津貼是發放給資助學校的營辦津貼，以及發放給官立學
校 的 科 目 及 課 程 整 筆 津 貼 項 下 其 中一 項 津 貼 。 附 件 所 載 的 擬 議 津 貼

額，是按照 20 02／ 03 學年的物價水平訂定。 2003／ 0 4 學年的擬議津貼
額，仍須因應 20 0 2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動幅度作出調整。在資助學校方面，我們會按照上文第 2 段 ( c )項的建
議，把按物價作出的調整延至 2004 年 1 月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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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2 0 . 如按照有關建議在 20 03／ 04 學年實施營辦津貼在 2002／ 0 3 學年
餘下尚未實施的 1.65% 下調率，我們估計，在 2003／ 04 學年可節省約
5,200 萬元 (或 在 20 03 - 04 財 政 年 度 節 省 3 , 6 0 0 萬 元 )。 如 按 建 議把
2 0 03／ 04 學年的營辦津貼延後至 200 4 年 1 月才作價格調整，並假設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在 20 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期間下調 1 . 5%，估計政
府須在 20 03／ 04 學年及 200 3 - 04 財政年度承擔為數約 1 , 500 萬元的額
外開支，這亦即是政府所損失的應可節省款項。

2 1 . 至於修訂學校發展津貼額級別的建議，我們估計在 2003／ 0 4 學年
可節省約 6 , 00 0 萬元 (或在 2003 - 04 財政年度節省 5 ,9 00 萬元 )。

背景資料

2 2 . 我們就營辦津貼的建議先後在 2003 年 4 月 1 5 日和 1 6 日諮詢學校
議會、主要辦學團體、校長協會、教師職工會和文書人員及校工工會

的代表，他們普遍對建議沒有異議。此外，我們已就學校發展津貼的

建議，在 20 03 年 3 月 7 日諮詢學校議會、校長協會和其他教育團體，
這些團體都接納我們的建議。其後，我們在 2003 年 4 月 2 8 日和 3 月
1 7 日，分別就營辦津貼和學校發展津貼的建議諮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委員會並無異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統籌局

2 0 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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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的擬議津貼額級別

按 20 02／ 03 學 年 物價 水 平釐定的學 校發展津 貼擬議津貼 額 4載 列 如

下－

中學

(每年 )
小學

(每年 )
特殊學校

(每年 )

基本津貼額 2 4 0 , 06 7 元
(首 12 班 )

1 5 1 , 60 0 元
(首 6 班 )

1 5 1 , 60 0 元
(首 5 班 )

最高津貼額 4 3 0 , 36 3 元
( 2 4 班或以上 )

5 2 6 , 00 0 元
( 2 4 班或以上 )

5 2 6 , 00 0 元
( 1 9 班或以上 )

基本班數以上每

班的津貼額

1 5 ,8 58 元 2 0 ,8 00 元 2 6 ,7 43 元

為方便參考，現把學校發展津貼目前的津貼額級別 (有關數字按 2002／ 03
學年物價水平釐定 )載列如下－

中學

(每所學校每年 )
小學

(每所學校每年 )

1 9 班以下 3 5 8 , 63 6 元 4 3 0 , 36 3 元

1 9 班或以上 4 3 0 , 36 3 元 5 2 6 , 00 0 元

                                                
4 表列的擬定津貼額，已計及實施資助類別學校未有在 2002／ 03 學年實施的 1.65% 下
調率的影響。在 2003／ 04 學年，擬議津貼額仍須根據 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期
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