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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下稱本議會)是一個由本港主要營

辦非牟利幼兒教育服務機構所組成的同業議會，成立於 2003

年，旨在倡導適切幼兒身心發展成長之優質幼兒教育，並從家

庭支援、教師專業及幼兒政策多元層面為幼兒謀福祉。本議會

代表全港 35 間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涵蓋近 300 間提供教育

服務的幼稚園／幼兒學校／幼兒園(下稱幼兒學校)，佔全港非

牟利幼兒教育機構提供全日制服務的 93%。本議會欣賞政府當

局對幼兒教育的認同與承擔，於 2007/08 學年起推行為期五年

的學券計劃。計劃中臚列學前教育的三大目標－提昇師資水

平、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及支援學前教育的發展，是正確的方

向。然而由於推行過急，加上對全日制幼兒服務的支援不足，

又欠缺有效的協調機制，以至在施行上造成對全日制的家長、

教師及學校的影響。以下是本議會對學券計劃的具體意見： 

 

1.  全 日 制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要 功 能全 日 制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要 功 能全 日 制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要 功 能全 日 制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要 功 能  

 

        幼兒學校是一個複合體，多元模式的幼兒教育服務機構，內

蘊幼稚園教育、兼收輕度弱能幼兒服務、暫託幼兒服務及

延 長 時 間 幼 兒 服 務 ,以 支 援 雙 職 家 長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家

庭。提供全日幼兒教育服務的幼兒學校，具有辨識幼兒問

題，促進幼兒心智、體能與社群等全面發展、支援家庭和

牢固家庭功能的作用。 

   

幼兒學校收納 2-6 歲的幼兒，使他們能夠在良好規劃的環

境下，由具專業培訓的教師培育，進行有系統及生活化的

學習，為他們升讀小學以至未來成長，奠下穩實根基。同

時間，幼兒學校亦透過每日的接觸，持久的合作而與家長

建立良好互信關係，使有效為家長提供親職諮詢，及至辨

識家庭問題或親子衝突，以便及早介入與支援。尤其幼兒

學校大都有母機構支援，有其長久社會服務的專業經驗、

資源及網絡，故在輔導或跨專業協商等方面，更具效能地

提供支援。此外，幼兒學校能協助家庭解決幼齡子女的看

顧難題，使家長安心工作，成爲家庭經濟條件改善的重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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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 券 制 對 全 日 制 服 務 的 不 公 平 對 待學 券 制 對 全 日 制 服 務 的 不 公 平 對 待學 券 制 對 全 日 制 服 務 的 不 公 平 對 待學 券 制 對 全 日 制 服 務 的 不 公 平 對 待 ：：：：  

 
2.1. 對家長方面： 

a) 學券讓繳付全費的家長受惠，約佔學校的六成家長。 

 b) 基於各種社會因素及經過相關政府部門 (如學生資助

辦事處 )的審批確認，申領學費減免 /資助的家長人數

約佔四成。他們非但未能受惠於學券(因學券是用於

對銷減免額 )，反而由於增設的學費減免上限關卡，

兼且固定為五年不變，而被削減資助。削減的幅度將

每年遞增，達千餘元至數千元的差額。本議會於月初

曾公佈有關學券影響資助的調查，詳見附件一。 

  c) 申請學費減免的家長，非但未能受惠學券津貼，更須

按規定必須申領學券，再申請學費減免，同部門辦理

同一人卻必須先後分開兩項申請，如此重覆而欠效益

的工序，既浪費政府資源，亦為家長增添不必要的困

擾。 

  

   2.2.對教師方面： 

以學生人數計的教師培訓津貼，造成對全日制教師的

不公平對待，包括： 

    a) 津貼以 3-6 歲學生人數計，故幼兒學校 2-3 歲的學額，

被排拒於計算外。加上幼兒學校一般的標準容額為

100 或 112 名，又只開辦全日班，故可得的津貼額較

少：以每名學生計，四年共得 1 萬津貼，即學校可得

津貼額僅 60-80 萬，平均每年約 20 萬。 

       以此數分為三部份用途，包括教師的進修津貼、聘請

支援老師及舉行校本培訓，以每校約 7 位教師及 1 位

校長，共八人計算，每人可獲的津貼額不多。相對於

幼稚園的標準學額，上、下午合共 480 名，因而可獲

足額 (約 10 萬甚至更多)的學位課程資助，全日制幼

兒學校則僅可獲全費 (證書課程 )或低於半費學位進

修資助。 

    b) 教師津貼用於支援教師部份，教育局建議是以 1： 1

的比例，聘用支援教師以減輕進修教師的工作量與壓

力。但由於可得津貼額少，故幼兒學校雖有多位教師

同時進修，卻大多只可聘用一位半職或全職支援人

員。 

    c) 由於全日制服務工時長(每天最少十小時開放 )、工時

多(每週五天半工作及只放公眾假期)，對於既要應付

工作，又要晚間進修的教師而言，完全未獲教育局的

認同及肯定，非但無任何額外體恤津貼，甚至連均等 

的津貼亦欠奉，感到失望。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教師，

因而選擇離職，造成專業斷層，即時影響幼兒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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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相應地，進一步加重堅守崗位教師的工作及心理

壓力。 

 

2.3. 對學校方面： 

       學券屬新措施，因此政府即時增撥資源，在不論是學

生資助辦事處、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視學人員、支

援服務等方面給予支持。然而對於同樣因此而加重了

眾多行政工作(如報數、核實、對數及面對外評等)的

學校，卻全無額外資源的支持；相反，教育局因學劵

推行而取消過往支援學校為 3 至 6 歲班聘用合格教師

的幼稚園幼兒中心資助，迫使學校要將聘請教師的成

本全數由學費承担。 

 

a) 幼兒學校因兼顧社會功能，一校需面向多重部門，要

交代的機構不僅限於教育局，更包括社會福利署的家

庭及兒童福利科、中央醫療復康課、社會保障部及學

生資助辦事處等；同時由於學費審批與學費減免的不

同計算原則而導致收費複雜化，更因此須協助紓緩家

長的疑惑及不安，造成對校長及文員同工額外而沉重

工作量。 

b) 同樣地，一項的教師津貼，來自三個資助部門，各有

細微的標準限制與獨立交代及時限計算，在已然沉重

的壓力下，仍只倚賴校長及文員同工的獨力管理。 

 

3.  改善建議： 

 

3.1.立即糾正學費減免的錯誤計算方法，包括  

a)  劃一劃一劃一劃一半日制及全日制的學費與減免上限的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b) 回復政府向來計算通漲及薪酬調整的理財政策，釐定每釐定每釐定每釐定每

年合理的學費減免上限年合理的學費減免上限年合理的學費減免上限年合理的學費減免上限。 

c) 學券應直接對銷學費學券應直接對銷學費學券應直接對銷學費學券應直接對銷學費，方便家長更容易計算，以決定是

否有需要繼續申領學費減免。此舉亦有助減輕學生資助

辦事處的工作量。 

d) 履行政府支援有需要家庭的角色及推出學券制的原

意，確保每一位入讀參與學券計劃的家庭，都真正及公真正及公真正及公真正及公

平平平平地受惠於學券。 

 

  3.2.確保幼稚園教師，獲得公平、同等的對待： 

   a) 應以教師人數計算以教師人數計算以教師人數計算以教師人數計算，給予等額的教師培訓資助資助資助資助，及給

予學校聘用支援教師的資助與校本培訓額。 

   b)    為工作於全年無休及每天十小時開放的學校教師設立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功能功能功能功能津貼津貼津貼津貼，，，，以便學校用於聘用額外人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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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肯定及支持幼兒學校，使有效維持高質素的服務與教育

功能： 

  a) 立即簡化行政程序簡化行政程序簡化行政程序簡化行政程序；  

  b) 促請專責全日幼兒學校運作的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擔當

更積極的協調角色，理順部門間的協作。 

  c) 為幼兒學校提供基本的營運津貼。 

 

 

  d) 為幼兒學校提供校本發展津貼校本發展津貼校本發展津貼校本發展津貼，使因應家長及地區需

要，策劃家長培育課程及提升幼兒學習效能課程。 

 

 3.4.即時成立有業界參與的學券檢討委員會業界參與的學券檢討委員會業界參與的學券檢討委員會業界參與的學券檢討委員會，使全面及持續

地監察學券執行，並探討未來優質幼兒教育政策及方向。 

 

4.  未來期望： 

未來社會的發展，必須植根於今天對孩子的優質培育。而

培育人才，更必須有政府的資源投放，保障每一個孩子都

有公平受教育機會，並健康地發展的起步點。免費的幼兒免費的幼兒免費的幼兒免費的幼兒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是實踐優質培育的重要起步。期望政府能劃定清晰時

間表，盡快推行三年的免費半日及全日幼兒教育。同時亦

照顧到本港複雜的家庭組合與家庭問題，為三歲或以下的

幼兒，給予實報實銷的教育津貼實報實銷的教育津貼實報實銷的教育津貼實報實銷的教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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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券計劃下對申領學費減免家長的影響學券計劃下對申領學費減免家長的影響學券計劃下對申領學費減免家長的影響學券計劃下對申領學費減免家長的影響：：：：  

 基本數字： 

參與全日制幼兒學校：160 間 

學生總人數：12,520 人 

全年學費中位數：$28,245 

較減免上限的$25,400，多出了$2,845，即每月約$237。  
   以 2008/09 學年幼兒學校的學費狀況分析： 

a) 學費低於$25,400 

在 160 間的幼兒學校中，只有 11 間，佔不足 7%。造成貧困家庭貧困家庭貧困家庭貧困家庭

缺乏缺乏缺乏缺乏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倘跨區選校倘跨區選校倘跨區選校倘跨區選校，，，，則年幼學童亦沒有就近入學的公平選校則年幼學童亦沒有就近入學的公平選校則年幼學童亦沒有就近入學的公平選校則年幼學童亦沒有就近入學的公平選校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b) 因學費減免上限止於因學費減免上限止於因學費減免上限止於因學費減免上限止於$25,400$25,400$25,400$25,400，，，，申請學費減免的家庭須較有學券申請學費減免的家庭須較有學券申請學費減免的家庭須較有學券申請學費減免的家庭須較有學券

前繳付更多學費前繳付更多學費前繳付更多學費前繳付更多學費    

�  在 12,520 人中，有 5,269 人受到影響，其中： 

i)  每月多付$400 以上的有 242 人，佔 5%； 

ii)  每月多付$300 以上的有 1,366 人，佔 26%； 

iii)  每月多付$200 以上的有 3,408 人，佔 65%。 

�  影響人數影響人數影響人數影響人數 (即包括學費減免及綜援家庭)： 

     佔全體學生 42%42%42%42% (在 12,520 人中，佔 5,269 人) 

 

 比對未來學券前一年及學券實施的五年限期內，家長受惠學券及相應減少學    

 費減免的情況：                   比較自2006/07學年未有學券前及2007/08學年實施學券之五年限期內，及家長相應可得資助金額及須承擔學費餘額的百分比學年 2006/07 2006/07 2006/07                                '2007/08                                '2007/08 2007/08 2008/09 2008/09 2008/09 2009/10 2009/10 2009/10 2010/11 2010/11 2010/11學費(全年總金額)  25400254002540025400 27620276202762027620 28,24528,24528,24528,245            29,09229,09229,09229,092                 (預算3%加幅) 29,96529,96529,96529,965                             (預算3%加幅) 家長得益  家長承擔  家長承擔學費比率  家長得益  家長承擔  家長承擔學費比率  家長得益  家長承擔  家長承擔學費比率  家長得益  家長承擔  家長承擔學費比率  家長得益  家長承擔  家長承擔學費比率全費/學券資助額 0                  25,400 100%             11,000             16,620 60% 11,000         17,245    61% 12,000  17,092     59% 14,000   15,965        53%獲50%學費減免  $25400x50%=$12,700                  12,700 50% 27620x 50%=$13,810             13,810 50%  $25400x50%=$12,700     15,545 55% 12,700  16,392     56% 12,700   17,265        58%獲75%學費減免  $25400x75%=19,050                   6,350 25% 27620x 75%=$20,715               6,905 25%  $25400x75%=19,050       9,195 33% 19,050  10,042     35% 19,050   10,915        36%獲100%學費減免  $25400x100%=25,400 0 0% 27620x 100%=$27,620 0 0%  $25400x100%=$25,400 2,845      10% 25,400  3,692       13% 25,400   4,565          15%  
備註：以獲得 100%資助而言，理應獲得全數資助，但在學券下，至 2011/122011/122011/122011/12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家長全年須額外承擔的學費達$5,464(學費的 18%)，即每月約每月約每月約每月約

$456$456$456$456。 

-以一個 4 人家庭，收入在$8,500 或以下，方可獲取全免資格。 

假設租金、膳費及交通津貼佔家庭收入 60%，即$5,100。 

-$8500-5,100=$3,400 (家庭每月流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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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4，即每名成員平均每月可使用額為$850。 

-若每月支付幼兒的學費差額為$456，即佔幼兒可使用額逾 54% 

($850-$456)。 

 

以圖表顯示受影響的趨勢：  比較自比較自比較自比較自2006/07學年未有學學年未有學學年未有學學年未有學劵劵劵劵前及前及前及前及2007/08學年實施學學年實施學學年實施學學年實施學劵劵劵劵之五年限期內之五年限期內之五年限期內之五年限期內 ,及及及及家長相應可得資助金額及須擔學費餘額的百分比家長相應可得資助金額及須擔學費餘額的百分比家長相應可得資助金額及須擔學費餘額的百分比家長相應可得資助金額及須擔學費餘額的百分比

0%25%50%75%100%
家長承擔學費比例家長承擔學費比例家長承擔學費比例家長承擔學費比例

全費/ 學券資助額 100% 60% 61% 59% 53% 48%獲50%學費減免 50% 50% 55% 56% 58% 59%獲75%學費減免 25% 25% 33% 35% 36% 38%獲100%學費減免 0% 0% 10% 13% 15% 18%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從上述比較圖表可見，在學券制度下，只只只只有有有有繳付全費的家長繳付全費的家長繳付全費的家長繳付全費的家長真正受惠真正受惠真正受惠真正受惠，相

反，有社會需要的一群，不論是獲得 50%、75%，以至 100%學費減免的家長，

在學費負擔上將持續上升。 

 

這與特首提出： 

a)  學券政策是減輕家長財政負擔； 

b)  政策負有社會責任，須支援低收入的一群的政策背道而馳。 

 

若政府不撥亂反正，立即糾正計算錯誤，則有需要全日制服務的幼兒，將因為學費負擔

而失去公平、公正、公義地獲得幼兒教育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