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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選購教科書意見調查 
2009 年 5 月 11 日 

新聞稿 

 

一. 電話調查簡介 

調查目的：了解家長對教科書加價的影響及對策 

電話訪問日期：20/4/2009- 30/4/2009 

問題數目：共 10 條 

抽取調查樣本及調查方式：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訪問對象：有子女就讀中學或小學的家長 

有效被訪人數： 614 人 

 

二．簡介 

 
教育局四月初公布了 153 套新高中教科書價格，各科書價全線上升；另外，雖然上星

期公布的新學年中、小學教科書書價，有八成中學及五成小學教科書決定凍結價格，

但一套中學教科書仍要二千元以上。為了解教科書價格對家長的影響及家長對此有何

對策，民建聯於四月下旬訪問了 614 名家長，結果發現，有五成(57.5%)家長認為教科

書加價，對家庭經濟增加頗大的負擔。另外，約八成(78.8%)家長表示，學校並沒有就

課本選擇向他們諮詢意見，反映大部份家長並未能參與選書的決策過程。此外，大部

份家長認為政府監管書價不力，九成(92.4%)家長對政府評分給予 1 至 3 分。 

 

當被問及有何方法降低書價，三成半(36%)家長認為「由政府統一出版教科書」，就此，

民建聯建議，政府應主動壓抑書價，把課本價格列為「適用書目表」的評審準則之一，

並重新考慮出版精簡版，以低廉的價格供學校選購。而為減輕家長負擔，建議政府向

全港學生發放開課津貼 2,000 元。針對家長的選書權利，我們呼籲學校主動搜集家長

對課本的意見，包括透過家校會舉行課本諮詢會、進行問卷調查，或發放家長意見表

格。 

 
三．調查結果摘要 
 
1. 金融海嘯下，有五成(57.5%)家長認為教科書加價，對家庭經濟增加頗大的負擔，

三成半(36.2%)表示略為增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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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下滑，為節省子女課本開支，有三成(30.1%)家長表示會購買舊書，有約一成

半(13.7%)表示買少些參考書，另有三成半(36%)表示沒有任何方法節省開支。 
 
3. 八成(78.8%)家長表示，學校並沒有就課本選擇向他們諮詢意見。 
 
4. 如果家長有機會參與選擇教科書，四成(41.1%)家長建議學校注重「課本價錢不會太

貴」，三成半(34.5%)表示「課本內容不宜過深或過淺」，兩成(21.7%)認為「課本重量

要輕」。 
 
5. 三成半(36%)家長認為「由政府統一出版教科書」，可使書價減得最多，另各有兩

成認為「減少不必要嘅課本或選修單元」(21.2%)，及「精簡包裝，例如用較簿紙

張、減少圖片」(20.7%)可減書價。 
 
6. 大部份受訪家長認為政府並不盡力監管課本價格上升，九成(92.4%)家長給予一至

三分。 
 
7. 八成半(84.4%)家長贊成政府今年繼續發放開學津貼，七成(73.8%)贊放寬領取津貼

的資格，七成(69.9%)認為開學津貼的水平，應較現時 1,000 元為高。 
 
四．結果分析 
 

一．課本開支加重家長負擔 

是次調查發現，有九成半受訪家長表示，教科書加價增加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事實上

香港過去半年受著金融海嘯衝擊，失業率不斷攀升，而新學年的教科書價格有加無減，

對部份家長的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另外，當家長被問及有何方法節省課本開支時，

有三成家長表示會購買舊書，有一成半表示減少購買參考書，但值得留意，有三成半

表示沒有任何方法節省開支，反映家長對課本加價感到無奈或無助感。 
 
民建聯關注，教育局於四月份發出的「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已列出多項有

助紓緩家長負擔的措施，包括鼓勵學校籌辦舊書捐贈活動，由學校購買參考書如地圖

和字典等供學生借用，以及在書單上列明課本的版次，方便學生選購舊書。近月為學

校選擇課本的關鍵時刻，民建聯呼籲學校應貫徹有關須知的精神，在選書時多以家長

負擔能力為考慮因素，包括集體購買參考書、故事書和音樂科的書本，供學生借用；

又於校內舉辦舊書轉贈或義賣活動，並在編印書單時列出清晰的指引，方便家長決定

是否購買。 

 
二．關注家長選書權利 

有近八成家長表示，子女就讀的學校並沒有就課本選擇向他們諮詢意見；另外，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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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有機會參與選書，在準則方面，四成家長建議「課本價錢不宜太貴」，三成半家長

建議「課本內容不宜過深或過淺」，另有兩成建議「課本重量要輕」。 
 
根據「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開宗明義指出，學校可透過家長教師會等渠道

收集家長意見，以便檢討書單時作參考，但調查結果反映，大部份學校沒有主動搜集

全體家長的意見，而事實上家長卻能提出對課本的意見。民建聯認為，家長作為課本

最終消費者，但在選書過程上，影響力卻十分輕微，這對家長並不公道，建議學校更

主動搜集家長對課本的意見，甚至透過家校會舉行選書諮詢會、進行問卷調查，或要

求家長填寫意見表格等。 

 
三．政府監管書價不力 

就降低書價的方法，三成半家長認為「由政府統一出版教科書」，兩成認為「減少不必

要嘅課本或選修單元」，兩成認為「精簡包裝，例如用較簿紙張、減少圖片」，反映家

長對降低書價有一定的期望，但從政府在監管書價的評分可見，大部份家長認為政府

監管書價不力，四成家長給予政府 1 分，半數家長給予 2 分或 3 分。 
 
雖然目前教育局對送審的教科書有詳盡的評審，包括內容、教學方法、語文和編印設

計等，但對價格卻毫無監管，任由書商出價；縱然當局向書商作出呼籲，又在「學校

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內，要求學校考慮家長的負擔能力，但書價卻毫無減價跡

象，令家長大失所望，所以家長給予政府的評分偏低，實屬意料中事。民建聯認為，

政府不應單單依賴學校選書和書單安排，應主動壓抑書價，把課本價格列為「適用書

目表」的評審準則之一；另外，就有家長建議「由政府統一出版教科書」，教育局應重

新考慮出版廉價精簡版的教科書供學校選購。 

 
四．向全港學生發放開學津貼 

去年年中，政府宣布向已獲取學生資助的學生，發放一次性的 1,000 元開學津貼，就此，

有八成半家長期望今年政府繼續發放，有七成期望可以放寬申領資格；若政府今年再

度發放津貼，有七成家長期望津貼水平可以增加，由 1,500 元至 3,000 元或以上不等。

事實上，去年全港只有半數學生符合資格取得津貼；今年為協助各階層家庭減輕經濟

負擔，民建聯建議政府向全港學生，一律發放開課津貼 2,000 元。 
 

五．民建聯建議 

 
一 ．  政 府 應 主 動 壓 抑 書 價，把 課 本 價 格 列 為「 適 用 書 目 表 」的 評 審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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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  

二 ．  教 育 局 應 重 新 考 慮 出 版 精 簡 版 的 教 科 書 供 學 校 選 購，並 以 低 廉 的 價

格 出 售 。  

三 ．  政 府 向 全 港 學 生 ， 一 律 發 放 開 課 津 貼 2,000 元 。  

四 ．  呼 籲 學 校 在 選 書 時 多 以 家 長 負 擔 能 力 為 考 慮 因 素，包 括 集 體 購 買 參

考 書 、 故 事 書 和 音 樂 科 的 書 本 ， 供 學 生 借 用 。  

五 ．  呼 籲 學 校 在 校 內 舉 辦 舊 書 轉 贈 或 義 賣 活 動 。  

六 ．  學 校 在 編 印 書 單 時 列 出 清 晰 的 指 引，方 便 家 長 決 定 是 否 購 買 或 選 購

舊 書 。  

七 ．  學 校 更 主 動 搜 集 家 長 對 課 本 的 意 見，甚 至 透 過 家 校 會 舉 行 課 本 諮 詢

會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或 發 放 家 長 意 見 表 格 。  

 
六．詳細數據 
 
一．現時你有沒有子女就讀小學或中學？ 
1. 有讀小學 2.有讀中學 3.有子女讀小學和中學 
38.4% 42.8% 18.7% 

 
二．金融海嘯下，教科書加價會否進一步增加你嘅經濟負擔？ 

1. 略為增加負擔 2. 增加頗大負擔 3. 沒有增加負擔 

36.2% 57.5% 6.4% 

 
三．經濟下滑，你最主要用甚麼方法，節省子女課本開支？ 

1.買舊書 2.買少些參考書 3.買少些補充作業 4. 影印課本 5..沒有任何方法

30.1% 13.7% 11.1% 9.1% 36% 

 
四．你子女所就讀的學校，有沒有就課本選擇向家長諮詢意見？ 

1.有 2.沒有 

21.2% 78.8% 

 
五．如果你有機會在學校參與選擇教科書，你會建議學校注重以下哪一個最重要準則？ 

1.課本重量要輕 2.課本內容不宜過深或過淺 3.課本價錢不宜太貴 4.課本印刷精美 

21.7% 34.5% 41.4% 2.4% 

 
六．若要降低書價，你認為以下邊一項可以使書價減得最多呢？ 

1. 精簡包裝，例 2. 減少不必要 3. 使用電子課 4. 學校自行編 5. 由政府統一



 

 5

如用較簿紙張、

減少圖片 
嘅課本或選修單

元 
本 制教學材料 出版教科書 

20.7% 21.2% 11.1% 11.1% 36% 

 
七．就政府監管課本價格上升一事，你會比幾多分？由 1 至 5 分，1 分為最不盡力, 5 分為最盡

力，你比幾多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42% 26.1% 24.3% 2.1% 5.5% 

 
八．去年，政府向低收入家庭的幼稚園、中小學和大專學生，一次過發放 1,000 元的開學津貼，

你是否贊成政府今年繼續發放？ 

1.贊成 2.不贊成 

84.4% 15.6% 

 
九．去年只有綜援或有學生資助的學生，才有資格領取 1000 元開學津貼；你是否贊成放寬領

取資格，讓所有幼稚園、中小學和大專學生皆可獲得津貼？ 

1.贊成 2.不贊成 

73.8% 26.2% 

 
十．如果今年政府再次發放開學津貼，而你的家庭合符資格領取，你建議津貼水平應為幾多？ 

1.維持 1,000 元 [2]. 1,500 元 [3] 2,000 元 [4] 2,500 元 [5] 3,000 元或以上 

30.1% 29.5% 23.3% 4.2% 12.9% 

 
 
新聞聯絡：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教育政策發言人 李慧琼  
   民建聯教育政策副發言人  鄭泳舜  
   民建聯教育政策副發言人 楊文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