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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日 
探討學前教育學券制之特別會議  意見書 

 
學前教育學券制的推行，旨為香港幼兒教育的改善及進步帶來新展望。不過，自政策於 07/08
年實施以來，有幾個與幼兒教育長遠發展相關之問題開始浮現，需要我們即時關注。本意見

書嘗試就這幾個主要問題，以學費負擔、均等機會和公平資源分配，以及教師專業化為重點，

闡述香港幼兒教育專業及學術之觀點。 
 
學費負擔 
 
為配合教育改革，政府已投放大量的人力和資源於提升教師專業及質素發展。可是，當學前

機構為了發展及維持具有質素的學習環境以及專業團隊時，其營運成本亦隨之而增加，構成

持續增加學費的壓力。學費的持續增加，使人憂心優質教育最終會否成為幼兒負擔得起的選

擇。對於幼兒教育不同形式的資助模式能否有效地解決由市場導向而帶來的不良影响，並減

少營運財政之不穩定，數十年來的政策辯論均顯示成本與質素兩者間的關係仍未得到政府全

面的認同和審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探討過二十個國家的幼兒教育和照顧體系後作

出總結，認為直接資助機構的營運，在策劃服務發展、減低成本、質素保證、促進專業提升，

以及提供公平機會上，較資助家長更為有效。一些教育經濟學家亦質疑以市場模式切入幼兒

教育，指出大部份家長都不能完全體會和明白幼兒教育的目的，及其對社會的長遠效益。眾

所周知，學券制是以市場模式處理教育問題。學券制現進入了第二年的運作，最近有關學前

機構於逆市增加學費的消息，又再一次反映成本與質素間仍處於一個未能解決的兩難局面。 
 
均等機會和公平資源分配 
 
一個由香港教育學院進行的本地研究，以家長的角度了解學券制所帶來的影响。 此研究關注

到家長在選擇同和合適的幼兒教育服務時是否有均等機會。基於香港學券制原本的構思，

無論是牽涉不同的社會階層 (即低收入及中產家庭) 或不同的服務模式 (即半日制及全日制

服務)，都存在着公平資源分配及多元化服務選擇的問題。研究指出，學券制並未能減低所有

合資格申請家庭的經濟負擔，亦未能擴闊其服務選擇。這不但無法貫徹學券制之原意，亦有

違在改革藍圖中提及的幼兒教育發展路向，意在維持多元化的服務系統。與此同時，幼兒教

育在其他發展成熟之社會，如英、美等地，已着力為弱勢幼兒在學習上創造更有利的條件，

因而肩負起關鍵的角色。就公平資源分配上，香港需借鏡外地，徹底審視此問題。 
 
教師專業化 
 
學券制要求所有的現職幼兒教師，於 2011/2012 年度完結時，擁有副學位的資歷。事實上，

部份教師已在追求學位的專業資格。第一批接受職前培訓的學位教師，即將完成其四年的專

業培訓。這批新教師，均被各方面視為重要的持份者，希望他們能融合中西教育理念，在教

學上不斷創新。教師專業走向學位化是幼兒教育界一直期盼的目標，現時的發展標誌著與教

育改革的相同方向，亦令香港更貼近國際趨勢的水平。儘管如此，這些具備高資歷的專業教

師，無論是曾接受職前或在職培訓，能否確實轉化專業的實踐，進一步推動教師專業，同樣

取決於他們每天在學校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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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為中小學教師帶來沉重壓力，政府已於早前作出相應的支援；故對幼兒教師整體福

祉的關注(包括合理、公平的薪金待遇)，也應視作當前急務。不理想的工作環境，不但難以

吸引及保留高質素的專業教師，更會容易影響課室裡的學生。幼兒教師尤為關注後者，皆因

考慮到他們的學生是十分年幼的一群。我們應讓幼兒教師擁有足夠的空間和支援去實現及發

揮其專業抱負，並積極協助他們面對在確保質素過程中的巨大挑戰。 
 
簡言之，政府應把握這個關鍵時刻，改變長久以來視幼兒教育為私營服務的立場。在其他曾

實施學券制的地方，例如台灣及英國，已邁向全免的幼兒教育。作為著名的國際城市，香港

亦需要將幼兒教育重新定位，使其優質文化建基於一個真正以兒童為本，重視公平和崇高倫

理道德的專業實踐上。學券制是否真能提升教育質素，相信仍言之尚早；到目前為止，有關

學券制的海外研究均是在一個私營及公營教育同時並存的體系中進行。而香港的學券制則被

放在一個缺乏公營服務而又長期處於競爭狀態的私營體系中。至於與幼兒教育相關的研究仍

然十分有限，因此，對於新政策，我們實需更緊密地去監察其進展，並觀察其影響，使學費

負擔、均等機會和公平資源分配、教師專業化，以及教育質素各方面的問題得到徹底的審視。 
  
建議 
 
1. 需要即時對學券制進行一次全面檢討，並於日後作定期檢討。 
2. 就有關學券制及其對教育質素以至各持份者（包括家長、教師、學生）的影響，進行本土

研究。 
3. 需要有結構及有意義地創造完善的工作環境和整體福利，以支援並保留專業幼兒教師。此

外，提供誘因以鼓勵持續的專業提升。 
4. 需要訂定具體的計劃及時間表，促使幼兒教育成為全免服務，並重新定位幼兒教育在香港

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為未來的發展舖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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