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香港教科書家長大聯盟 

早前公布的新學年教科書，僅百分之五分拆，但普遍價格無下降 , 教育局早前勒令書商一

年內完成分拆，否則將公開招標由大學等機構於後年出書。不過兩大書商組織則堅持三年內完成

分拆。 

其實一年過去之後，談判會否仍然陷僵局 , 我們「關注香港教科書家長大聯盟」 

實在感到好擔心？明年 7 月新特首會上場，教育局局長、副局長等職位有極大可能人面全非，到

時談判会否順利完成令我們極為憂累 , 如果出版商到時繼續以 : 「課程改變」要成日改版頻繁、

「限令出版」的時限太短促、「送審被否決後開發費」冇晒、「市場反應」好難預測等一大堆理由

又去增加成本，所以引致書價高企不下，到時是否又再無了期等下去？ 

 

    在此，我們提出我們的建議： 

 

1.取消送審制度，尊重校方專業選擇能力 

我們不同意由政府提供教材的意見，反之，我們堅決認為政府局應該取消送審制度和適用書

目表，減輕書商開發成本，從而有效降低書價。在短期內則可容許學校借用所有教材。在市場機

制下，優秀的教科書將脫穎而出，加上前線老師的專業判别能力，必定能保證教科學的水準，加

上成本減少，書價降低，可謂一舉數得。 
 
2.推動電子教學，減少教科書制作成本 

我們建議，政府應加快推動電子教學，從而減少教科書制作成本，也讓學生不同每天背負沉

重書包。在這方面，教育局須給予學校足夠撥款，增設校內的電子配套，如完善校內無網絡系統，

另外，電子教學涉及不少網上版權問題，教育局應訂立方案解決，例如訂立一個整體金額，供學

校購買網上資源等，才能有效地推行電子教學。現時電子學習仍有不少困難，包括版權、人手、

電腦，建議可增設電子學習總監一職、豁免老師在網上取材的版權等，總之，政府要有配套支援。 
當然，在減輕教科書制作成本上，選用較平及輕質紙張，用實而不華的編排印刷，也是一個

簡單及可行方法。 

 
3.放寬書簿津貼的家庭收入上限，增加書簿津貼額 

我們認為，就算政府成功穩定書價，但面對高通脹及各種生活必需開支，教科書仍會佔基層

市民日常開支一個重大的百分比，我們認為政府在關注教科書市場的多方面問題外，亦應該重新

考慮「放寬申請學校書簿津貼」的家庭收入上限，並增加書簿津貼額，以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真正的還富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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