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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匿名信事件

1. 香港考評局管理層對投訴信極表關注，信件雖屬匿名，但多少反映部分
同事由於誤解而產生不滿情緒，管理層有需要自我反省，尋求方法提升

低落的士氣。

 
 澄清信內資料澄清信內資料澄清信內資料澄清信內資料

 
2. 由於匿名信所提內容資料失實，對考評局造成傷害，有需要予以澄清，
以正視聽。

• 信內提到 2001 年高考歷史科試題事件及員工心力交瘁而管理層似
乎漠不關心，均與事實不符。派遣㆒名㆗文科高級科目主任帶團到

日本出席英文測試研討會是管理層經詳細考慮的決定。至於為網㆖

服務部聘請㆒名高級科目主任，亦符合本局聘用臨時工作㆟員的程

序。

• 局方外訪、網㆖放榜、舉辦 25周年酒會、主辦國際研討會、開設傳
訊部及研究部、成立網㆖服務部，進行策略性檢視，均經考評局深

思熟慮，認為有利本局發展，在應用則用的原則㆘進行，不存在揮

霍的問題。

• 信內的指責乃出於誤解，有關澄清詳列於附錄。

考評局面對的問題考評局面對的問題考評局面對的問題考評局面對的問題

3. 考評局面對兩個問題：士氣和財赤。
 

 士氣
 

4. 我們覺得匿名信流露不滿之情可能由於：

• 內部溝通不足
• 同事未有充分機會參與政策討論
• 工作量繁重
• 每年均須面對沉重壓力
• 福利遭受削減
• 薪酬前景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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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可否認，考評局同事的工作量與面對的壓力極大，加㆖經濟環境欠佳
，遭受削減薪酬福利，面對不明朗前景，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

經濟環境惡劣，本局面對財赤，必須咬緊牙關面對問題。管理層將進㆒

步與同事加強溝通，爭取他們的理解與諒解，逆境自強，共度時艱。

財赤

6. 財政方面，本局有㆒套既定的管理程序，㆒向審慎理財，因此在
1998/1999, 1999/2000及 2000/2001 首㆔年凍結兩個會考的考試費，仍
能出現盈餘，增添儲備。(儲備的功能有㆓：支付非經常性項目的開支
與應付收入低於預算的局面。) 儲備由 2001年 8月的 6 400萬，㆘降至
2002年 8月的 3 500萬 (考評局的財政年度與學年相同)，主要原因由於
2001/2002年度首次出現虧損 2 900萬，須由儲備補貼。

7. 2001/2002年虧損原因如㆘：

• 經常性收入㆘降: 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持續㆘降
• 經常性開支㆖升: 主要由於增添全職㆟員、跟隨政府由 1.4.2001 起
調整薪酬、調整考務工作㆟員酬金、增聘㆟手校對/審查試卷等

• 非經常性開支項目包括擴建及維修新蒲崗辦事處、添置電腦設施、
更新陳舊影印機、印刷機及光學閱讀機和進行研究工作等

8. 在考慮 2003 年㆗學會考與高級程度會考的考試費時，估計 2001/2002
財政年度結束時，本局的儲備將降至 3 500萬。從財政角度來看，有需
要調整 2003 年的考試費，以確保財政健全。但鑑於社會經濟狀況，本
局經審慎考慮，決定繼續凍結 2003 年會考與高考的考試費，並從儲備
撥出約 1 780萬補貼 2002/2003年的預算。當時乃寄望經濟逐漸改善，
屆時可考慮調整 2004 年的考試費。與此同時，本局積極開源節流，力
圖減低赤字。

開源節流開源節流開源節流開源節流

9. 在開源節流方面，本局已採取㆘列措施：

• 追隨公務員調低員工薪酬
• 削減超時津貼
• 削減牙科醫療福利
• 調低臨時性兼職㆟員酬金
• 凍結空缺，盡量以合約形式聘用㆟員，並靈活處理新㆟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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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其他考試的收費及刊物價格
• 在能力範圍內努力接辦新考試及評核服務
• 向政府提出修訂條例，授權本局於港外舉辦考試
• 向員工解釋本局財政困境及開源節流的需要，鼓勵提高效率

10. 本局呈交政府的 2002/2003年預算估計出現經常性虧損 1 080萬 (部分
節流措施已計算在內)，非經常性支出 700 萬。全部節流措施落實後，
預料可再節省 230 萬。如無意外，2002/2003年財政年度完結時，估計
累積儲備不少於 1 700萬，但對於㆒個每年經常性開支逾㆓億的機構，
這個儲備水平仍欠健全。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1. 本局 65 % 的收入來自兩項會考，多年凍結考試費及銀行利息持續㆘降
，對本局造成沉重財政壓力。本局的經常性開支，㆟力支出佔 82 % (全
職及臨時性兼職分別佔 47 % 及 35 %)，行政及經營費用佔 18 % (已經
頗為緊張)。倘要進㆒步削減㆟力支出，勢必再觸及員工薪酬福利及考
務㆟員的酬金。

12. 管理層高度重視士氣低落的現象，將努力加強內部溝通及增加同事參與
政策討論的機會，務求同心同德，度過這㆒段困難的日子，進㆒步辦好

考評局的工作。

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

18.1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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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對匿名信的澄清對匿名信的澄清對匿名信的澄清對匿名信的澄清

(1) 決策失誤  錯不㆖身

• 本局秘書長從未承諾試題「零失誤」，不過，本局同事將竭盡所
能，務求把試題做到盡善盡美。

• 有關 2001年高考歷史卷㆒事，秘書長知悉事件時已開考 15分鐘
，如向試場更正勢將造成混亂。試卷主席建議，由於試題考核考

生分析能力，可透過調整評卷參考處理，秘書長決定接受試卷主

席建議。

(2)  員工疲憊 心力交瘁

• 本局員工的確工作繁重，壓力亦大。
• 2001 年局方批准㆒位科目主任由兼職變為全職，分擔部分同事
的工作。

• 本財政年度，局方已批准增聘㆔名工作㆟員協助科目主任處理
㆒般事務。

• 鑑於同事工作壓力增加，秘書處近年有為同事安排消減壓力工作
坊，最近亦邀請曾繁光醫生演講如何處理面對的壓力。

(2)  海外考察

• 近兩年局方曾到瑞典與荷蘭、澳紐及京滬考試機構訪問，支出
共 48萬而非 100萬，訪問團所乘坐的為經濟客位團體票。

• 瑞典及荷蘭之行，乃按教育署聘請的顧問對「基本能力評估計
畫」  (BCA) 的建議進行，費用亦由考評局接辦該計畫的收入
支付。

• 其餘兩個訪問，目的與改革考試及加強與內㆞考試機構聯繫有
關。呈交本局委員會的訪問報告曾通傳予主任級同事，同事亦

了解局方正跟進訪問所得，檢?公開考試的評級制度。

(2)  網㆖發放成績

• 網㆖發放成績旨在改善本局服務，而發展網㆖服務(例如網㆖書
店、網㆖報名) 亦配合政府有關政策。網㆖發放成績對㆗學會考
自修生及夜校考生尤其重要，他們可以及時知道成績，不致錯過

㆗六收生第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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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酒會

• 考評局擬藉此機會向協助本局工作㆟士，特別是參與命題工作的
局外㆟士表示謝意，共發出邀請咭 2 600張，預計有 1 400位出
席，實際出席率較預期低。㆖述活動，乃成立 25年以來絕無僅
有的㆒次。

(2)  國際教育評核協會周年研討會

• 研討會自負盈虧，收入來自出席者的報名費。
• 本局受國際教育評核協會委託，在港舉辦第 28 屆周年研討會；
香港教育學院並無要求與本局合辦該研討會。

(2)  花千萬開設新職位

• 考評局批准開設傳訊部和研究部，目的在改善本局服務及加?內
外溝通。

• 網㆖服務部負責落實「基本能力評估計畫」 (BCA) 的工作，支
出由該計畫的收入而非考生的考試費支付。

為網㆖服務部聘請㆒名高級科目主任

• 本年㆓月，由於 BCA計畫工作量大，進度欠理想，急需聘請㆒
名高級科目主任協助。職位屬臨時性質，有關㆟士須具專門技

能與經驗，並須盡快㆖任。聘請方式符合本局招聘臨時工作㆟

員的程序。

 

• 該職位以合約形式聘用至明年六月，不屬本局職員編制，並非
科目主任的晉升職級。

(2)  派遣㆒名㆗文科高級科目主任到日本出席英語測試研討會

• 該研討會由 1998年起於內㆞、韓國、香港、台灣、日本輪流舉
行。

• 所指的該位高級科目主任以領隊身分出席。由於㆗英文測試可
互相借鏡，管理層派遣㆒位資深㆗文科同事參加研討會，希望

吸取經驗，有助改善㆗文科評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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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策略性檢視之前削減員工福利及計畫將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

• 局方最近決定削減牙科醫療福利及稍後檢視員工薪酬福利，與
目前進行的策略性檢視並無關係。策略性檢視的目的乃為本局

尋找新路向，及釐定所需變革以應付新挑戰。檢視並不涉及員

工薪酬福利。因此，不存在「先斬後奏，漠視策略性檢視」的

問題。進行檢視的目的，秘書長月前已向同事解釋。

(9)  此段為發信㆟意見。

(10)  誤導公眾財赤乃因員工福利
   

• 本局並無發放有關員工福利與財赤的消息。報章報導本局兩年
間合共虧損接近 8000萬元之鉅，實為 4700萬之誤。

• 管理層事前曾與同事溝通，然後才把削減超時津貼的建議呈交

考評局財務及㆒般事務委員會批准。至於削減牙科醫療福利，

乃由委員會在九月的會議㆖決定。管理層亦已按委員會指示，

會後盡快向同事交代。

(11) 此段亦為發信㆟意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