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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人口提供中小學位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概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提供
中小學位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小一學額  
 
2.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小一派位 ")分為自行分配學位和
統一派位兩個階段。現時，公營小學學位供應的規劃以區為本。

在小一派位下，全港18區共劃分為36個學校網。  
 
3.  為應對小一學位需求在過去數年短暫上升，教育局   
推行靈活措施，在統一派位階段增加供應個別學校網的小一   
學額，包括借調鄰近學校網學位、使用空置課室開辦額外班級、

使用空置校舍開辦有時限學校，以及暫時增加小一每班派位   
學生人數 ("加派 ")。  
 
4.  政府當局表示，預計整體小一學位需求在2018-2019學
年達至高峰後，2019-2020學年會下降，然後逐漸達至穩定水平。
2018-2019學年至 2023-2024學年在香港居住的 6至 11歲學齡
人口的推算數字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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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額  
 
5.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中一派位 ")分為自行分配學位和
統一派位兩個階段。現時公營中學學位的供應按全港整體情況

規劃，在中一派位下，全港根據行政區分為18個學校網。  
 
6.  為應對中一學生人口下降，政府當局從2013-2014學年
開始，實施以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為目標的一籃子針對性

紓緩措施。扼要來說，該等針對性紓緩措施包括採用區本/校本

減少每班派位學生人數方案，分 3個學年按 "2-1-1"/"1-1-1"的
模式逐年遞減中一派位人數；放寬中一開辦班級 "不少於 3班 "
的規限，只有開辦1班中一的學校才須申請發展方案繼續營辦；
須下調中一班數至 1班或 2班的學校，可以上限 3班中一參加
下一年度中一派位；以及將因縮減中一班而出現的過剩教師

保留期限延長至2018-2019學年等。  
 
7.  政府當局表示，中一學生人數由 2017-2018學年開始
回升。 2016-2017學年至 2021-2022學年在香港居住的 12歲學齡
人口的推算數字載於附錄 II。  
 
 
主要意見和關注  
 
8.  在第五屆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於 2014年 3月 18日討論
中一學生人口下降的相關事宜，並於2014年5月12日及7月16日
討論在 2014年度小一派位下採取暫時加派安排。委員的主要
意見和關注撮述於下文各段。  
 
小一學生人口增加  
 
9.  委員關注到，在觀塘 (46和48校網 )、元朗西 (73校網 )、
元朗東 (74校網 )及大埔 (84校網 )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將會採取
加派安排，以滿足居於這些校網的兒童在 2014年度申請小一
派位的預計需求。委員認為，由25名增至 30名學生的加派安排
偏離了現行的小班教學政策。個別校網的覆蓋範圍相對較小，

這將導致個別校網的小一學額供求錯配惡化。政府當局應探討

可否使用空置課室及向鄰近地區借調學位，以增加學額。暫時

加派安排應為最後的辦法。  
 
10.  政府當局強調，在某些校網實行加派安排屬萬不得已

的應變措施。政府當局會從使用公共資源優次的角度，以及在

現行有關安排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在學與教專業方面如何為

有關學校提供補充支援，讓教師繼續發揮小班教學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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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照顧在

2014年度小一派位下增收的學生，以保持學與教的成效。政府
當局回應時表示會向小一每班獲派30名學生的小學提供教席，  
作為額外資源，以改善學與教的成效。另一些委員關注到，

因應學額需求增加而向學校提供的額外教師，或會於數年後

學生人口下降時成為過剩教師。  
 
12.  一些委員請政府當局注意，學校普遍不願意開辦額外

班數 (所謂 "大肚班 ")以應付小一學位需求增加，因為倘若某些
級別開辦的班數遠超同校其他級別的班數，該校的長遠發展將

會受到不良影響。  
 
中一學生人口下降  
 
13.  部分委員認為，面對中一學生人口下降，政府當局不

應只顧採取各項臨時紓緩措施，以保學校和避免出現超額教師。

政府當局應同時推行小班教學以改善教育質素；加強在職教師

的專業發展以應對學生人口預計數年後會回升；以及協助在

學術表現方面較遜色的學校發揮其獨有的強項及傑出的範疇，

讓他們可保留自己特點及繼續營辦。  
 
14.  由於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業成績比較差，他們

通常入讀 "第三派位組別 "中學，委員認為有必要向這些學校
提供足夠的資源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一些委員建議，

在釐定批核中一開班學生人數時，應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所佔的比重提高。這將進一步鼓勵學校招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  個別學校亦會獲得充足的教師人手，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最新情況  
 
15.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9年 2月 1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因應學生人口變動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的工作。  
 
 
相關文件  
 
16.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9年1月29日



附錄 I  
 
 

2018-2019學年至2023-2024學年  
在香港居住的 6至11歲學齡人口的推算數字  

 
 

2018-2019 
學年  

2019-2020 
學年  

2020-2021 
學年  

2021-2022 
學年  

2022-2023 
學年  

2023-2024 
學年  

364 800 375 300 376 700 379 100 377 100 368 000 
 

 
註  ：  
 
(1)  上表的數字是參考了政府統計處在 2017年 9月發表的以 2016年為  

基期的人口推算而編製。  
 
(2)  6至 11歲學齡人口被視為適合接受小學教育 (就讀小一至小六 )。  
 
(3)  數字代表在香港居住的 6至 11歲本地兒童 (即香港常住居民 )的推算

人數。該等推算數字不應被視為在全港就學的學生推算人數。後者

會受當時的學額分布情況、學額的需求及家長的選擇所影響。不足

6歲或超過 11歲的學生亦可接受小學教育。上述數字不包括跨境   
學童。  

 
(4)  在香港居住的學齡人口推算是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7年 9月發表的

以 2016年為基期的人口推算而編製。人口推算涉及多項因素和假設。
如所作假設有異於最終情況，則推算數字會與實際數字有所不同。 

 
(5)  數字已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  
 
 
 
 
 
 
 
 
 
資料來源 :  2018年 10月 24日立法會會議第 22項質詢答覆的附件四  
 
 



附錄 II  
 
 

2016-2017學年至 2021-2022學年   
在香港居住的 12歲學齡人口的推算數字  

 
 

2016-2017 
學年  

2017-2018 
學年  

2018-2019 
學年  

2019-2020 
學年  

2020-2021 
學年  

2021-2022 
學年  

48 100 49 800 55 400 55 800 64 100 66 300 
 
 
註 :   
 
(1)  上表的數字是參考了政府統計處在 2015年 9月發表的以 2014年為

基期的人口推算及規劃署在 2015年 12月發表的《人口分布推算
2015－ 2024》而編製。  

 
(2) 12歲學齡人口被視為適合接受中學教育 (就讀中一 )。  
 
(3) 數字代表在有關地區居住的 12歲本地兒童 (即香港常住居民 )的

推算人數。該等推算數字不應被視為在全港就學的學生推算人數。

後者會受當時的學額分布情況、學額的需求及家長的選擇所影響。

不足或超過 12歲的學生亦可就讀中一。上述數字不包括跨境   
學童。  

 
(4) 在香港居住的學齡人口推算是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5年 9月發表

的以 2014年為基期的人口推算而編製。人口推算涉及多項因素和
假設。如所作假設有異於最終情況，則推算數字會與實際數字有

所不同。各項假設中，有關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嬰兒的假設，   
對推算結果的影響尤其重要。有一點必須注意，這些嬰兒來港   
定居的實際數目及時間，均難以準確預測。  

 
(5) 數字已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由於四捨五入，數字加起來    

可能與所列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 :  2016年 11月 2日立法會會議第 11項質詢答覆的附件二  
 



 
 

附錄 I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8.3.2014 
(議程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14.4.2014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5.2014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16.7.2014 
(議程項目 IV) 

會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11.201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40-46頁 (第11項質詢 ) 
 

立法會  24.10.201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135-143頁 (第22項質詢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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