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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人事編制和薪酬架構 

教協會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2016 年 4 月 

引言 

1. 隨著社會發展，公眾對小學教育的期望已大大提昇，教育改革以來，課程、

教學法不斷更新，融合教育推行，小班教學得以落實，教師團隊更形專業化。

然而在公營學校的人事編制上卻嚴重滯後，追不上學校的實際教學需要，導

致不公平的聘用情況，破壞了教育生態，阻礙教育質素的進⼀步提昇。 

學位教師職位比例 

2.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大部分小學教師都是教育學院的文憑畢業生，不需要

學士資歷。九十年代初，政府提出小學教師學位化的目標，由 1994/95 學年

起開設小學學位教師職系，並制訂了學位教席的比例上限。自 2004 年起，文

憑教師培訓課程已停辦，新入職教師均須持有大學學位，現職教師亦不斷進

修提昇資歷。在 2014/15 學年，擁有學士學位資歷的教師已佔 95.8%，擁有

更高學歷的亦不乏人。隨著教師退休或自然流失，非學位教師數目只會越來

越少，相反，學位教師則越來越多。然而，政府所訂定的學位教師比例卻追

不上，2014/15 學年只有 50%教師獲得學位教席，其他⼀萬多位教師只能以

文憑教席，甚或編制以外的合約教席聘任。 

3. 2015 年《施政報告》雖宣布增加小學學位教師職位的比例，由 2014/15 學

年的 50%，分三年提昇至 2017/18 學年的 65%，但相比 95%以上持有學位

的教師，仍是杯水車薪。屆時，仍會超過三成（即 6 千多位）小學教師無法

以學位教席聘任。落後的學位教席上限，既剝削未能改編為學位教席的教師，

也造成教師分化和人事矛盾，打擊教師士氣。因此，我們要求盡快打破學位

教席比例的限制，讓所有持有學位資歷的教師，都能以學位教師職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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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與教師比例 

4. 班級與教師比例（班師比）決定了每間學校可以運用的人手，也由此決定了

教師需負擔的教學節數和工作量。目前小學的比例為 1 比 1.5，初中和高中的

比例則分別為 1 比 1.7 及 1 比 2.0。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影響重大的指標，

究竟是如何釐訂？政府從來沒有公布⼀套客觀的計算準則。教育界雖然爭取

多年，亦未見政府有意作檢討。 

5. 事實上，教師要教好⼀節課，需要多少時間來備課和跟進？教學工作以外，

行政工作所佔比例為何？要推行有質素的教學，每週要教多少節才是合理？

是否能夠充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這些都有相對客觀的標準，政府

亦完全有能力和責任掌握相關數據，以合乎教育理念的方式，重新釐訂學校

的班師比例。 

6. 目前小學教師每周授課近 30 節，遠多於其他華人地區，還須兼顧大量行政工

作，導致經常加班，缺乏充足休息，影響教學的質量，更影響課後關注和輔

導學生的機會。可見班師比例早已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政府應從速作全面

檢討，改善小學教學環境。我們初步建議小學班師比應由 1 比 1.5 改善至 1

比 1.8，每所學校將有額外約 20%的人手，可以分擔過多的教節，加強對學生

的個別照顧，確保教學質素。 

合約教師 

7. 學校編制及班師比例的滯後，衍生了合約教席的問題。教改以來，政府加諸

學校的工作越來越多，在不改善編制的情況下，政府改以發放短期現金津貼

的形式，讓學校聘用額外人手分擔工作。最初，津貼只用以聘用非教學的教

學助理，後來日漸泛濫，學校開始聘用合約教師，並逐漸成為常態。現時，

小學合約教師佔整體教師近⼀成，大部分新入職教師都無法進入編制，變相

令教師行業的整體入職待遇大幅降低。 

8. 根據教協會 2015 年所作的調查，合約教師大都是年輕教師，亦具備擔任教師

的資格，但絕大部分只獲得⼀年合約，職業前景十分不明朗。教學助理（包

括「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同名目的教師）情況更為惡劣，即使是需負

擔教學工作，薪酬亦遠低於⼀般教師。⻑此下去，教育界留不住這些人才，

更無法提供穩定環境讓年輕教師發展教育專業，嚴重阻礙教育的⻑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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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學人員的編制 

9. 現時學校要處理的事務繁多，且涉及不同的專業範疇，難以完全由教師承擔。

學校對於文職及行政人員、教學助理、輔導人員、資訊科技人員等，都有持

續的需求，然而，傳統的學校編制⼀直⽋缺相關人員。學校文書人手尤其短

缺，現時 12 班以上的小學，才設有⼀名助理文書主任和⼀名文書助理，負責

處理全校的帳目會計財務事宜。12 班以下的小學更只得 1 名文書助理，根本

未能達到現代辦公室的最基本人手需求。 

10. 在此情況下，學校只得利用各種撥款自行聘請行政助理人員，或由教師勉強

分擔部分工作。前者會剝削學校用於其他活動的資源，後者則進⼀步加重教

師的工作壓力，都不是理想的做法。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在檢討教學人員編

制外，也須同時檢討非教學人員編制，提供穩定的支援人員，讓教師能專注

於教學工作。 

中小學校⻑及教師的待遇差異 

11. 此外，現時公營小學的校⻑及學位教師的職責和工作雖然與中學同業的相若，

但薪酬水平均較中學的為低。例如，⼆級小學校⻑的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35 至

39 點，中學⼆級校⻑的薪點則為第 40 至 44 點；⼀級小學校⻑的薪點為總薪

級表第 38 至 41 點，中學⼀級校⻑的薪點則為第 45 至 49 點，即是說，中學

⼆級校⻑也很大機會較⼀級小學校⻑為高。同樣地，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的頂

薪點為第 29 點，但中學學位教師的頂薪點則為第 33 點，待遇差異非常明顯。

另⼀方面，對小學教師晉升校⻑的要求，亦較中學的要求嚴格。例如小學教

師須署任⼀年方可實任小學校⻑，中學則無此規定。而小學教師若要晉升為

⼀級小學校⻑，必須先由副校⻑晉升為⼆級小學校⻑，再由⼆級小學校⻑晉

升為⼀級小學校⻑，但中學的教師卻可從副校⻑或高級學位教師直接晉升為

⼀級中學校⻑，而毋須先擔任⼆級校⻑。 

12. 對於上述的待遇差異，教育局回覆指中小學不應作直接比較，表示未有計劃

作檢討。教育局⼀方面承認中、小學教師晉升校⻑的學歷及資格認證相同，

另方面卻拒絕檢討兩者薪酬的差異，是漠視了小學校⻑和教師同工的努力和

貢獻，對小學同工並不公平，我們要求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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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3. 政府經常提到要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小學教育行列，但審視目前的實際環

境，年輕教師無法進入常額編制、持有學位資歷的教師無法獲得學位教席、

現職教師要兼顧的非教學雜務繁多，都容易令優秀人才卻步。為了教育的⻑

遠發展，檢討編制已是刻不容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