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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檢討報告  
 

(立法會CB(4)365/20-21(01)號  
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供的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教育局局長向委員簡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於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及政府的跟進
工 作 ， 詳 情 載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365/20-21(01)號文件 ]。  
 
討論  
 
高中通識教育科  
 
2. 何君堯議員表示，儘管專責小組的報告指出高中

通識教育科 ("通識科 ")的課程、教師的教學策略和評核
模式均充斥各種問題，但該科仍然列為必修必考科目，

他對此感到失望。  
 
3. 周浩鼎議員表示，很多家長投訴現行的通識科，

並要求政府當局改革該科或將其轉為選修科目。然而，

專責小組建議維持通識科為必修必考科目。他詢問，

倘若課程改革成效不彰，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取消通識科

或者至少將其轉為選修科目。周議員進一步詢問，

教育局如何確保通識科教師按照學校課程的目標授課

和製備教材，以促進學生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及接受

《基本法》教育。  
 
4. 教 育 局 局 長 回 應 時 表 示 ，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

《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有助學生認識香港和

內地的關係。因此，通識科重新冠名後，課程中的國  民

身份認同、《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

將會加強。教育局日後將提供相關教材，並繼續透過

校外評核和重點視學，監察學與教的質素。此外，學校

管理層亦有責任監察教師的表現，以確保科目得以妥善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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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葛珮帆議員表示，她一直促請當局取消通識科，

因此，對於政府當局維持通識科為必修必考的核心

科目，她感到失望和憂慮。為防止部分教師利用新通識

科誤導學生，她要求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教育局

將會採取甚麼措施監察通識科的教學資源質素和教師

的專業操守、投訴偏頗校本教材或教師失當行為的

程序，以及透過通識科促進學生學習國家發展的方法。

此外，她詢問本地大學在收生時會否要求學生須在

新通識科取得合格成績。  
 
6. 教育局局長表示，教育局非常重視教材和教師的

質素。該局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審閱已經出版並在

市場上出售的通識科教科書。為跟隨其他科目的課本

送審做法，通識科在重新冠名後，相關教科書將會交由

教育局評審。教育局會繼續聆聽委員的意見，以作出

進一步改善。關於教師的專業素養，教育局正在歸納從

處理教師行為失當的投訴個案所汲取的經驗，從而制訂

若干措施，改善投訴機制和維持教師的質素。教育局將

適時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工作的結果。至於大學收生

方面，教育局會繼續就入學要求與大專教育界別溝通。

原 則 上 ， 學 生 必 須 在 重 新 冠 名 後 的 通 識 科

取得 "達標 "成績，以符合大學的最低入學要求。課程
發展議會一直聯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就課程架構進行

專業討論，以進一步蒐集學校的意見。  
 
7. 主席指出，公眾關注教材的質素和教師的專業

操守。她注意到新通識科將於 2021-2022學年推行，並
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足夠準備推出新的科目，包括有否

制訂措施防止學生再被偏頗教材誤導，以及會否提供

專業培訓和評核，以確保教師符合資格教授新科目。  
 
8. 教育局局長表示，繼課程發展議會為重新冠名的

新科目編訂課程架構後，教師便會獲提供培訓。預計

新的科目最早將於下個學年為所有中四學生推行，現有

的中四至中五學生會繼續按該科原來的安排學習及

接受評核，不會受課程改革所影響。此外，教育局極為

重視教師和學與教資源的質素。就前者而言，教育局會

參考從處理教師行為不當的投訴個案所得來的經驗。

至於後者，教育局早前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以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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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市場上出售的 "教科書 "，並向有關的出版商提供
意見，而出版商亦已改善其 "教科書 "。教育局並會加強
視學，以保證質素。  
 
9. 副主席認為，學生普遍不知如何在通識科的公開

考試中取得高分。維持通識科為必修必考會增加學生的

壓力。她建議教育局監察通識科教學資源的編製，並

公布評核通識科試卷為及格／不及格的準則，好讓學生

適應新的評核模式。  
 
10. 梁志祥議員察悉，新的通識科會為學生提供前往

內地學習的機會。他建議教育局與內地的學校統籌

考 察 團 ， 確 保 學 生 能 夠 真 正 認 識 國 家 及 其 發 展 。

教育局局長表示，學校可靈活安排考察團，讓學生親身

了解他們最感興趣的課題。  
 
中國語文科  
 
11. 盧偉國議員對於專責小組的工作表示讚賞，並

認同應加強推廣中華文化。他促請教育局落實專責小組

就中國語文科提出的建議，特別是從小學開始加強中國

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的學與教。主席請教育局澄清，

該局是否正在考慮讓中學生在中國語文科與英國語文

科兩個核心科目之間作出選擇。  
 
12. 蔣麗芸議員認為，當局應多做工作，照顧非華語

學生的學習需要。鑒於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 "("學習架構 ")自 2014-2015學年起已推行，以支援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她促請教育局規定非華語學生

必須學習中文，並制訂清𥇦𥇦的機制，評估他們在推行

學 習 架 構 後 ， 學 習 中 文 進 度 方 面 的 成 效 。

教育局局長澄清，在現行的學校課程下，所有學生都

必須學習中文。他進一步表示，專責小組曾考慮非華語

學生的學習需要。為評估背景各異的非華語學生的學習

進度，教育局現正透過縱向研究尋找方法了解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的過程。雖然另一項對非華語學生進行的

研究顯示他們的閱讀表現有進步，但政府當局仍須收集

更多縱向資料，以追蹤非華語學生的進度。教育局會

繼續探討措施，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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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  
 
13. 葉劉淑儀議員對專責小組的報告極感失望，因為

新高中學制帶來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例如組合科學、

綜合科學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認受性偏低，

甚少學生報讀。她認為開設這些科目會降低學生在相關

特定科目範疇的學習水平。此外，她轉述一些大學教授

的關注，表示由於數學科延伸部分只屬選修科目，故此

部分工程科學生不曾修讀微積分。主席認為並無需要

舉行視覺藝術科的理論考試。  
 
14. 教育局局長表示，綜合科學旨在讓學生涉獵不同

的理科學科，以獲得廣泛及均衡的學習經驗。至於數學

科延伸部分，單元一和單元二長遠而言或會結合為一個

較高階的科目。事實上，大學應明確訂明其開辦的課程

的收生要求，以便學生選修相關的科目，從而達到入學

要求。 

 

應用學習和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教育  
 

15. 葛珮帆議員支持教育局致力加強 STEM教育。
她促請教育局主動邀請資訊科技界的不同持份者協助

編訂 STEM科目的課程，以期確保課程能跟上最新的
科技發展。教育局局長表示，課程發展議會已成立STEM
教育常務委員會，由學校、大學、專業團體及私營機構

的代表組成，負責督導中小學STEM教育的長遠發展。  
 
16. 盧偉國議員認為，教育局應在中小學推廣與

STEM相關的科目及應用學習選修科目，並與本地大學
磋商，要求大學在收生時，充分認可學生在該等科目

取 得 的 優 秀 成 績 ， 從 而 鼓 勵 學 校 增 設 該 等 科 目 。

教育局局長察悉盧議員的關注，並會採取多項措施推廣

該等科目，例如容許學校提早在中四開設應用學習

科目。這做法亦配合職業專才教育的推廣工作。  
 
17. 副主席轉達部分學校的關注，表示修讀應用學習

課程的學生不多，難以達到開辦課程的最少學生人數。

她詢問可否調低學校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人數

門 檻 規 定 。 此 外 ， 她 查 詢 應 用 學 位 課 程 先 導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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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 ")的推行時間表。教育局副秘書長 (五 )解釋，
部 分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由 課 程 提 供 機 構 於 學 校 進 行

(模 式 二 )， 另 一 些 則 在 課 程 提 供 機 構 的 場 地 進 行
(模式一 )。並非所有應用學習課程都能以模式二進行，
因為若干課程所需的特別設施學校未能提供。每班最少

人數由課程提供機構決定，並會因科目的性質而異。

在提供應用學習課程上遇到困難的學校可聯絡教育局

求助。至於上述的先導計劃，教育局局長表示，該計劃

尚在早期規劃階段，即合資格的大專院校獲邀就參與

計劃提交建議書，教育局會在可行範圍內盡快通知學校

進一步的詳情。  
 
18.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在高中年級開辦職業英語

課程的理由。她認為根基未穩的學生難以受惠於職業

英語課程。相反，該課程或會導致學生的語文能力

下降。為改善學生的英語水平，學校應鼓勵學生多寫、

多讀、多講。教育局局長解釋，所述的職業英語課程

屬應用學習課程，其重點在於照顧那些或須掌握英語

技巧的學生的需要，以便他們投身職場或修讀職業訓練

課程。該課程並不會取代核心英國語文科目。  
 
價值觀教育  
 
19. 梁志祥議員關注中學生和大學生說粗話。他認為

教育局必須探討方法培養師生的品德。教育局局長

表示，教育局十分重視加強學校的價值觀教育，但公眾

也應該為年輕人創造一個重視道德價值的關愛社會。  
 
20. 何君堯議員詢問，教育局將於何時及如何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例如國家安全教育會否納入通識科

課程，以及會否提供清晰的指引，以便在學校推廣國家

安全教育。教育局局長答稱，為提高學生對國家安全的

認知，教育局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把憲法、《基本法》

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融入不同科目的課程內容，

例如在教授資訊及網絡安全的課堂上介紹國家安全。

當局預期於 2021年首季完成編訂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
指引及課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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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收生  
 
21. 副主席促請教育局盡早公布學校推薦直接錄取

計劃的運作詳情，好讓學生為該計劃做更好的準備。

教育局局長表示，教育局需要多些時間與大學和學校制

訂該計劃的推行細節，例如計劃下的指定課程、相關

課程的具體收生要求等。待細節敲定後，教育局便會

公布。  
 
教育制度  
 
22. 鄭松泰議員表示，專責小組的報告既沒有為教育

制度定下明確的方向，亦無處理教育界面對的迫切

事宜，例如高壓的教學環境、學生退學潮、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下收生不足等。他認為教育局應考慮改革教育

制度，又或推行小班教學，以應對學生退學導致每班

學生人數減少的情況。教育局局長表示，雖然尚有其他

問題，但教育局不會等到所有問題解決後才展開課程

檢討。他明白教育界面對着困難，並表示教育局會與

持份者合作處理各項事宜。  
 
23. 主席及葉劉淑儀議員表示，由於學術及教學水平

下降，許多家長對香港的公營學校系統失去信心。政府

當局應努力改善這情況。教育局局長澄清，有別於舊有

的高度精英化教育制度，現行的制度秉持有教無類的

精神。鑒於學生之間的差異比過去大得多，故不能就此

作 出 結 論 ， 指 在 現 行 的 制 度 下 水 準 有 所 下 降 。

教育局局長向委員保證，教育局會落實專責小組的

建議，以期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特質、能力及專長，

讓學生具備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以應付未來的挑戰。  
 
 
II. 近期大學校園事件相關的管治和保安事宜及

跟進工作  
 

(立法會CB(4)365/20-21(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
供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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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作出的簡介  
 
24. 教育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與近期大學校園事件

相關的管治和保安事宜及跟進工作，詳情載於政府當局

的文件 [立法會CB(4)365/20-21(02)號文件 ]。  
 
討論  
 
學生的激進及不敬行為  
 
25. 盧偉國議員深切關注大學生在 2019年的社會
事件中做出的激進行為，以及於 2021年 1月在香港中文
大學 ("中大 ")襲擊保安人員，危害市民的人身安全。
他詢問大學對於學生激進行為的立場、曾否譴責學生的

暴力行為，以及如何教育學生抱持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  
 
26.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表示，對於
在校園發生的連串暴力行為，中大表示遺憾。就校園

保安人員近期受襲一事，中大已立即報警，並發出聲明

譴責襲擊行為。鑒於襲擊事件牽涉該校一名學生，校方

會在法律程序結束後，循既定程序處理有關個案。  
 
27. 何君堯議員記得，中大學生在 2019年 8月已在
校園舉行過主張 "香港獨立 "的活動。然而，中大的管理
層未有對這類活動杜漸防微，以致校園設施在 2019年
11月被毀，大量學生被捕。他認為大學的管理層應為
2019年11月發生的所有事情負責，並詢問中大其後有否
進行內部檢討。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
表示，中大已全面檢討該事件，並於2020年11月向大學
校董會提交報告。  
 
28. 容 海 恩 議 員 認 為 大 學 並 非 表 達 政 治 訴 求 的

地 方 。 大 學 不 應 容 許 學 生 在 校 園 喊 口 號 、遊 行 及

設立 "連儂牆 "等等，藉以推動 "香港獨立 "。她詢問香港
大學 ("港大 ")及中大有否對參與上述活動的學生採取
紀律行動；如有，自 2019年7月以來接受紀律處分的學生
人數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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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21年 3月 9日
隨立法會CB(4)606/20-21(01)號文件發給委員。) 

 
29. 香港大學副校長 (大學拓展 )及香港中文大學
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表示，大學訂有規則和管治
程序。違反規則及規例的學生會按照常設機制接受紀律

處分。至於自 2019年 7月以來因滋擾校園而被紀律處分
的學生人數，香港大學副校長 (大學拓展 )表示他手邊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 並 答 允 在 會 議 後 提 供 資 料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強調，中大不會
容忍學生對校園帶來滋擾。他進一步表示，至今有少於

10名違反規則及規例的學生受到紀律處分。對於那些
涉及被警方拘捕的學生的個案，中大會待法律程序完成

後予以處理。  
 
30. 主席表示，部分中大學生把該校稱為 "暴大 "。
對於中大的管理層不理會及不回應此事，許多校友均

表達不滿和憤怒。副主席申報，她獲立法會議員選出，

加入中大的大學校董會。身為中大校友， "暴大 "的名稱
令她感到悲傷。她強烈促請中大採取行動糾正這情況。 
 
31.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表示，中大
的管理層不接受 "暴大 "的名稱，並對該校如此被污名化
感到憤怒。中大不斷提醒學生和教職員 "博文約禮 "的
校訓。為了在建立多元共融校園方面加強工作，該校於

2020年 7月成立多元共融事務處，以促進及維持多元共
融的文化和環境，包括制訂程序處理有關歧視及欺凌的

投訴。  
 
32. 葉劉淑儀議員不滿一些大學多年來容忍學生的

不當行為，結果造成2019年的社會事件。舉例而言，大學
未有制止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的不敬行為。此外，她表示

香港浸會大學 ("浸大 ")兩名外籍教授曾於 2019年向她
投訴學生在校園的牆壁上塗鴉。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及香港浸會大學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
表示，校園內的所有塗鴉已清理。校方亦提醒學生遵守

校規，不要在校園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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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席高度關注日後將會成為教師的香港教育

大學 ("教大 ")學生的質素。她記得教大學生曾於 2017年
在校園內掛起涼薄的標語，並詢問教大有何跟進行動。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校董會秘書表示，事件
發生後校方立即進行調查，隨後確定涉及兩名教大

學生。個案已轉交大學的學生紀律委員會，兩名學生亦

受到紀律處分。  
 
大學的管治和保安事宜  
 
34. 葛珮帆議員表示，香港的法律適用於全港所有

地方，沒有一處是法外之地，包括大學校園。如有人在

校園內犯法，警方便須履行職務，進入校園執法。大學可

自主管理內部事務，但同時有責任確保其運作符合法例

規定，以及學生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大學管理層應採取

行動處理學生的不敬及暴力行為，並遏止 "香港獨立 "的
思想在校園散播。鑒於部分大學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中
嚴重損毀，她詢問復修工程的費用為何。 
 
35. 蔣麗芸議員表示，見到這麼多年輕人參與非法

活動、作出暴力行為及主張 "香港獨立 "，令人痛心。大學
有責任教導學生以正確的態度面對中港關係。容忍學生

的大學應為其學生的暴力行為負上責任，包括近期中大

的襲擊事件。她呼籲所有大學盡力幫助學生重回正軌。 
 
36.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行政 )及秘書長強調，中大
充分意識到其有責任加強《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並會與教育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合作，
推 行 相 關 課 程 。 與 此 同 時 ， 隨 着 《 國 歌 條 例 》和

《港區國安法》實施，校方已提醒學術人員教導學生緊記

要尊重國歌和國家安全。 

 
37.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為何中大在2019年11月未能
察覺及阻止大量汽油被偷運入校園，用作製造汽油彈。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副 校 長 ( 行 政 ) 及 秘 書 長 表 示 ，
在2019 年11 月的事件中，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保安
人員無法到達現場執行職務。汲取此事的教訓後，中大

已加強保安措施，聘請了一名保安顧問就保安事宜提供

專業意見，並會為保安工作分配額外資源。事實上，中大

校園佔地137公頃，建有170幢樓宇，規模全港最大，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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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符合地契條款，向公眾開放校園，所以校園保安

是一項挑戰。 

 

38. 副主席表示，除了加強大學校園的保安措施外，

大學應更着力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守法

意識、互相尊重及包容。鑒於《港區國安法》已頒布，

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在大學及高等教育

院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計劃，以及政府當局將採取

哪些措施，確保有關工作能妥善進行。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21年 3月 9日隨
立法會CB(4)606/20-21(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39. 鄭松泰議員認為，今天的討論無助於捍衛院校

自主及解決大專教育界的問題。此外，高度設防的校園

和嚴格的出入管制會削弱學生對大學的歸屬感。他憂慮

大學的存在長遠而言只是為了製造沒有明辨式思考

能力的工人。  
 
40. 張國鈞議員表示，鄭松泰議員只不過是採取逃避

責任的態度。大部分市民強烈地覺得，大學的管理層

過往容忍學生，嘗試淡化問題。結果，在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 ")和中大發生的事件嚴重破壞校園。整件事仍然
是公眾最深刻的記憶。他認為大學應強硬執行其規則及

規例，以說服公眾他們能夠進行有效的管治。此外，

他促請中大如在土地契約上有任何問題，可向議員

求助。  
 
41. 香港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表示，理大上下對於在

2019年11月11日在理大發生的事件都感到痛心。其間，
大學與警方緊密合作。事實上，僅有數名理大學生牽涉

在事件中。事件過後，大學曾進行檢討，並加強管治及

保安措施。校方多次提醒學生和教學人員，沒有人可在

法律之上，他們不應參與非法活動。由於校園損毀

嚴重，大學在不影響正常運作的前提下，分階段進行校

園復修工程。  
 
42. 主席認為，為符合公眾對大學的殷切期望，並

確保公帑得到慎用，教資會撥款時不應只着重大學的

研究成果，而應一併考慮大學生的質素，包括操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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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以及大學的管治。  
 
43.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教資會

一向重視良好的管治與管理，這亦是院校自主的基礎。

教資會會在三年期規劃工作中，全面評審大學提交的

建議書，包括考慮他們的院校使命和策略，以及其在

較具體範疇內的表現，即學生體驗教與學的質素、研究

表現及研究生體驗的質素、知識轉移及公眾參與、加強

國際化和院校財務及可持續發展。  
 

(下午 6時 25分左右，主席建議延長會議15分鐘至
下午6時 45分，委員表示同意。 ) 

 
校園管理安排  
 
44. 應主席邀請，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 ")、香港公開
大學 ("公大 ")、香港恒生大學 ("恒大 ")、香港城巿大學
("城大 ")、嶺南大學 ("嶺大 ")及香港樹仁大學 ("仁大 ")的
代表向委員簡述 2019年的社會事件過後所作出的校園
管理安排。  
 
45.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行政 )表示，2019年的社會
事件對科大造成的破壞並不廣泛，動用一般維修預算已

可處理。科大以多元化和尊重作為核心價值，並透過

提供課程和有關道德、文化及價值觀的聯課活動，

把這些核心價值融入所有教育範疇。  
 
46. 香港公開大學學術副校長表示，公大非常重視

德育。公大支持學生關心社會，亦反複提醒學生守法。

過去兩年，公大增設了 7個有關中國文化的科目，以期
培養學生對祖國的了解。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中，校園
並無受到破壞。  
 
47. 香港恒生大學副校長 (機構發展 )表示，恒大對
知識和道德同樣重視。由於學生人數相對較少，該校

強調緊密無間的師生互動，以及學生的全人發展。儘管

過去兩年校園的環境比較平靜，恒大會繼續努力與學生

保持密切的溝通，以及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p5PjejpbuAhUqGaYKHdcZCAYQjBAwAnoECAgQAQ&url=http%3A%2F%2Fwww.ouhk.edu.hk%2Fchi&usg=AOvVaw1gX5_MKxdQPKnnDvmE9SLd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p5PjejpbuAhUqGaYKHdcZCAYQjBAwAnoECAgQAQ&url=http%3A%2F%2Fwww.ouhk.edu.hk%2Fchi&usg=AOvVaw1gX5_MKxdQPKnnDvmE9SLd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p5PjejpbuAhUqGaYKHdcZCAYQjBAwAnoECAgQAQ&url=http%3A%2F%2Fwww.ouhk.edu.hk%2Fchi&usg=AOvVaw1gX5_MKxdQPKnnDvmE9S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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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香港城巿大學副校長 (行政 )表示，城大透過為
學生提供全球工作實習計劃及其他相關活動，致力推廣

正面的價值觀、國際視野及共融氛圍。此外，學生輔導

服務會繼續加強。  
 
49. 嶺南大學副校長表示，嶺大培育學生以明辨是非

及具創意的方式思考、獨立判斷、真誠關懷他人，以及

適當和負責任地行事。在服務研習計劃下，嶺大學生

獲得許多機會參與多個服務項目，有助他們發展成為

全面、有社會良知的人。  
 
50. 香港樹仁大學學術副校長表示，因應 2019年的
社會事件，仁大已加強與學生的溝通和學生輔導服務。

此外，學生亦清楚知悉校方對違法行為的立場。除了

提供現有的價值觀教育課程外，仁大將會按照相關指引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校園至今未有出現破壞或塗鴉的

情況。  
 
51. 主席感謝 11所大學的代表出席會議，並表示有
關的大學如認為有需要，歡迎他們在會議後提供補充

資料，回應委員的關注，例如有何措施保持學生的操守

及紀律、校園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中受到的損壞，以及
所招致的修理及復修費用等。  
 
 
III. 其他事項  
 
5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6時4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21年5月31日  
 
 


	Word 書籤
	cou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