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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1 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發言稿  
 

(第一部份 ) 

 今天，我感到很羞愧！因為我以為整個出版業界經歷長年累月、日以繼夜地努力工

作，應付一浪接一浪的教改、課改，而出版社前仆後繼地為 80 萬名中、小學生及 6 萬

名教師服務，理應可獲得合理的回報吧！豈料，整個業界的收入，竟遠遠及不上幾家為

中學生補習的補習社（其收入高達 20 億元，小學生補習的收入尚未計算），而業界的總

收入，也只有約 11 億元。 
 
 每位學生每天只要支出約 6 元，便能擁有可使用一年的所有課本和作業，但業界竟

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奸商」。我相信，在學習期間，學生接觸最多的除了是遊戲機，

便一定是教科書。奇怪的是，在家長的印象中，購買教科書的支出在學生的各種支出中，

是排在首位。但是，據鍾庭耀博士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七項學生的支出中，購買教科書

的支出只是排在第五位，花費(只佔 8.9%)遠比其他項目為低。 
 
 然而，這些教科書的質素卻是排在世界水平的前列，那是甚麼原因？因為香港的出

版業存在競爭，又享有出版自由所致。 
 
 「書價」自必然受成本所影響，而影響成本的因素卻包括以下各方面：(1)學生人數—

小學每級約有 5 萬人；中學每級約有 6.5 萬人（更要分為中英文教學語言），但隨着學生

人數下降，教科書市場正不斷萎縮；(2)員工薪金；(3)租金；(4)教改及課改頻密（課程

及考評的發展常常出現錯誤）；(5)送審制度的不完善，如要求全套教科書綑綁式送審、

編寫時間太短、要求出版的內容遠遠超過學生實際需要；(6)教育政策推出過於頻密等。

以上各項導致成本不斷增加，若不能妥善地解決，書價的問題又怎能得到解決呢？這種

成本不斷上升的困境亦是導致大量出版社倒閉的主因。我知道，繼續經營的出版社一定

能夠緊守崗位，盡最大的努力完成行業的責任，繼續出版優質的教科書，同時亦會小心

處理成本控制問題。這些成本包括何秀蘭議員所關心的事項，如租用「五星級酒店」作

推廣和「包裝」等。有一件事我必須在此說明，我們曾要求教育局協助租借場地以作推

廣，但卻得不到正面的回應。業界已竭盡所能擔起我們應付的責任，但實在沒有能力承

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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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僅餘的十多間教科書出版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除了要應付大氣候的政治

風暴，還要憂心公司沉重的財政負擔。因為每一套課本涉及的人力及資源總投資，至少

需要約七百萬元，甚至可高達二千萬元之鉅。不少出版社現已處於虧蝕或正處於虧蝕邊

緣中，只有部分出版社能有單位數字百分比的利潤，而當中業績最佳的，也只不過是有

十餘個百分比的利潤而已！在這種艱苦的經營環境下，試問「奸商」還可以在這行業中

存在嗎？ 
 
 最後，我只能無奈地說，如果整個社會都認為可以將優質的教學成果、種類多元化

的教科書以至曾引以為傲的出版自由放棄，最終去接受「將貨就價」的教科書招標制，

那麼，我們雖不願意也要被迫去做！ 
 

(第二部份 ) 

首先，兩會要回應教育局指分拆定價原在去年推行，表示給予教育出版

業界一年過渡期。由始至終，業界從未承諾在今年全面推行課本分拆，請

參閱附錄一：2010 年 2 月 8 日及 2011 年 4 月 11 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兩會提交的立場書，以及有關會議紀錄。教局說法，令公眾誤以為業界食

言，我們委屈很大。  
 
教育局就今次特別會議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絕大篇幅都是對出版社不

合理的指責。我們不想浪費發言時間和局方爭辯，業界選擇以文字方式回

應，詳見附錄二。  
 
近年業界為教科書做過的事已被大家遺忘了，包括：我們的書價凍價了

兩年！我們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完成三份具有公信力的調查報告。我們

主動約見學界和家長，探討如何落實分拆！是我們要求政府提早發放每年

的書簿津貼！我們今年更為新書分拆！  
 
最近出版的 iMoney 雜誌中大王澤基教授撰寫一篇長達十頁嘅封面文章

「教科書加價有理」，已送上各人檯上，王教授深入探討教科書分拆，結論

是政府應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政策上，教育局不惜氣力；不惜時間要業界

分拆教科書與教材，爭拗成果毫無意義。業界懇請各位睇完這篇文章後，

真真正正了解問題所在，針對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不要再被抹黑教科

書出版業的言論誤導，不要令業界成為代罪羔羊！  
 

業界跟進工作：  
 承諾節約推廣手法及檢視現行出版教材的種類，控制成本；  
 即時探討小學及初中的各級主科進行教材分拆的工作；  
 業界將於 8 月擬定「課本、教材分拆」時間表及具體方案，9 月份與學

界開會及公佈教材分拆執行細節；  
 敦促教局擬定具體增撥資源供學校購買教材的配套機制 (如：實報實

銷 )。  



 
要求教育局：  
 業界 6 月 8 日去信回應孫局長 5 月 31 日的講話，(1)要求局方認真檢討

送審機制和課程頒布規劃；(2)要求加入「學與教資源檢討工作小組」。

然而，局方至今未有任何回應。這個小組是探討及檢視「課本、教材及

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完全沒有業界代表，動機何在？  
 局方在呈交立法會的工作進展報告表示會與業界磋商解決分拆問題，請

問局方打算如何繼續與業界溝通解決問題？  
 四方會議從未兌現；正如雷鼎鳴教授在一個電視節目 (Money Café)中指

出，重點是要找出問題結癥，才能解決問題。所以業界繼續要求四方會

議，共同商討最佳的解決方案並落實執行，誠意解決問題。  
 

跟進問題：  
 教育出版界在過去一年多，不斷主動與教育局、學界及家長代表進行商

談，也委託港大民意調查中心進行專業調查，最後更向教育局提出分階

段的分拆方案，兌現了承諾，請問業界是否如教育局所言「一拖再拖」

呢？  
 教育出版界面對種種營運困難，仍然呼籲業界將小學及初中各級的中、

英、數主要科目進行分拆的研究，若最後只有業界單方面承擔所有責任

導致大部份虧本收場，而教育局則推卸責任，各位家長代表，你們是否

覺得合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