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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文件  
 

建校計劃及學校改善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教育事務委員會就建

校計劃及相關事宜所作的討論。本文件亦載列資料，闡述政府帳目委

員會因應審計署署長就小學及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發表的報告書所

提出的結論及建議。  
 
 
背景  
 
在財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12日特別會議上提出的關注  
 
2.  財務委員會於 2005年 4月 12日舉行特別會議，審議 2005至 06財
政年度的開支預算案。財務委員會委員在特別會議席上對以下事宜表

示關注   
 

(a) 有需要因應不斷減少的學齡人口審慎檢討學位的供求情況；  
 
(b) 為已經停止取錄小一學生的學校進行學校改善計劃的成本效

益；及  
 
(c) 已經關閉的學校校舍的用途／擬定用途。  
  

3.  財務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檢討建校計劃及學校改善計劃，並

建議當局在進行檢討時參考以下事宜   
 

(a) 每區學位的供求情況；及  
 
(b) 在學齡人口不斷減少以致部分學校難以取錄足夠小一學生的

情況下，當局興建新校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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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委員會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於完成檢討後向教育事務委員

會匯報檢討結果。  
 
建校計劃  

 
5.  政府當局表示，進行建校計劃的政策目的有三：首先是確保

公營學校學位供應充足，可容納所有合資格的學生；其二是提升教育

質素；其三是提供選擇。  
 
6.  小學學位的規劃以分區作基礎，目的是方便兒童在住所附近

上學。在需求方面，就讀公營小學的學生人數預測數字，是以各分區

年齡介乎 6至 11歲的人口推算結果為依據，並以班級數目表達。在供應
方面，可供使用課室的數目，已計及現有學校及根據建校計劃將落成

的新校數目。  
 
7.  政府當局按全港整體情況規劃及提供中學學位。政府當局表

示，為興建新校物色土地時，會力求平衡分區層面的學位供求。  
 
8.  政府當局會考慮全港或分區學位的短缺情況及其他因素，例

如新的政策措施，以至撥款和土地供應情況等，定期修訂建校計劃。

政府當局對上一次是在 2004年 1月 30日的會議上向教育事務委員會提
交有關建校計劃的詳細資料 (有關資料載於附錄 I)。至於工務小組委員
會及財務委員會自 2003至 04年度立法會會期至今曾通過／批准的個別
建校工程計劃，有關資料載於附錄 II。  
 
學校改善計劃  

 
9.  學校改善計劃是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 “教統會 ”)第五號報告
書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教統會認為，很多學校均按照舊有的規劃標

準興建，未能配合新課程及當時引進的教學方式帶來的轉變。因此，

教統會建議推行學校改善計劃，目的是逐步改善學校的教學及學習環

境，以便為教學和課室以外的活動，以及為教師和學生而設的支援服

務，提供更多地方和設施。  
 
10.  按照學校改善計劃，改善工程會分 5期進行。政府當局於 2003
年 10月 29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工程建議，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
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工程。政府當局在文件中告知工務小組委員會，

在納入第一至第四期學校改善計劃的學校中，已有 424所完成改善工
程，另有 80所仍在施工。學校改善計劃共 5期工程所涵蓋的工程計劃總
數及核准工程預算 (截至 2005年 4月 30日的情況 )現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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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位的供求情況  
 
在 2007年或之前讓全港小學生接受全日制教育  
 
11.  政府在 1997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到
了 2002年和 2007年，分別讓 60%和 100%的小學生接受全日制教育，但
個別地區的學校用地供應受到限制，而人口增長和分布情況亦可能有

變。政府當局透過多種方法，包括在 1998至 2002年間興建了 78所新校、
利用空置校舍、加建課室／擴建校舍、重建現有校舍，以及合併上下

午班，達到了讓 60%的小學生接受全日制教育這個中期目標。為達到讓
100%的小學生接受全日制教育這個長遠目標，政府當局在考慮過人口
推算結果和分布情況、家長的選擇、學校的受歡迎程度，以及現有學

校的具體情況等因素後，計劃在 2002至 2007年間增建 51所新校。  
 
預留建校用地  
 
12.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1999年 3月 30日、2000年 12月 18日、2001
年 1月 15日及 2003年 1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與預留建校用地有關的事
項。委員當時曾促請政府當局為建校預留足夠用地，並加快為興建新

校預留的用地的發展工作，以實踐當局在教育方面的政策承諾。部分

委員認為，由於教育對本港未來的發展舉足輕重，因此應優先撥地建

校；至於已撥作其他用途但長時間仍未使用的土地，則應重訂作建校

之用。  
 
13.  政府當局指出，大部分預留用地的規劃用途，是為應付長遠

的人口增長，其可供使用的時間須與地盤開拓及基建工程一致，以配

合遷入個別地區的人口。在該等預留用地建校可能會耗費大筆公帑，

視乎用地的位置及有否基建設施而定，而決定所需資源分配的緩急次

序，須得到整體社會的支持。此外，政府的工務工程計劃能否容納大

量建校工程、受在原址重建校舍影響的家長和學生的意願為何，以及

相關區議會是否支持，也是其他會影響落實建校工程的重要因素。   
 
14.  政府當局進而解釋，有關已預留作其他用途但長時間仍未進

行發展或重建的用地，規劃署與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考慮重訂該等土地

作建校之用。倘若調配作工商業用途的樓宇不符合成本效益，政府當

局亦會考慮把該等樓宇改建為大專院校的臨時校舍。  
 
學校  
 
15.  部分委員表示支持在新市鎮和發展區興建 “學校 ”，使多所
中小學集中在一處，共用更寬敞的環境和更佳的設施。他們強調，規

劃完善的基建設施對支援 “學校 ”的運作至為重要，而向集中在一處
的學校提供標準設施及應佔的面積亦屬必需。他們認為，由於市區合

適用地的供應有限，興建更多 “學校 ”將會改善學校的學習環境，而
把一些現有中學搬遷至 “學校 ”，亦會騰出合適用地以興建新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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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須在設立適當基建設施方面解決多項問

題，才可支援新發展區和新市鎮內 “學校 ”的運作。這些設施包括交
通網絡、社區服務、膳食服務，以及對鄰近地區及當地居民所帶來的

環境影響。此外，部分社會工作者及規劃專家亦指出，若有多所學校

集中於一處，可能會帶來社會問題和治安問題。再者，政府亦須研究，

如何安排學校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共用設施，以及辦學團體是否有

興趣在 “學校 ”開辦學校。  

 
審計署署長就小學及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發表的報告書  
 
17.  審計署署長曾進行審查，研究為規劃和提供公營 (即官立及
資助 )小學學位而實行的方法 (於 2002年 11月 20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第三十九號報告書第 9章 )。在研究過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內容後，政
府帳目委員會關注到，到了 2010年，小學學位整體上會供過於求，屆
時剩餘學位有 27 600個，相當於 35所標準小學提供的學位；而全港 18
區之中，有 9區會出現供求錯配的情況。政府帳目委員會促請教育統籌
局局長研究採取各種措施，以解決預期學位供應嚴重過剩的問題。政

府帳目委員會在研究過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九號報告書的內容後所提出

的結論及建議載於附錄 IV。  
 
18.  審計署署長亦曾對公營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進行審查，以

確定是否有可作改善之處 (於 2003年 11月 26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第四
十一號報告書第 7章 )。在研究過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內容後，政府帳
目委員會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教育統籌局在推算公營學位未來供求

情況時，可能未有全面計及所有可供使用的學位，以及部分官立中學

出現使用率偏低的問題。政府帳目委員會在研究過審計署署長第四十

一號報告書的內容後所提出的結論及建議載於附錄V。  
 
19.  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解釋，由於出生率急劇下降，內地

新來港兒童人數又減少，以致學位供應過剩。6至 11歲年齡組別的人口
越來越少，已導致很多地區的小學班級數目下降。使用率低學校的單

位成本高昂，是令人關注的問題。因此，政府當局提出統整成本高及

使用率低的小學的準則，以解決這個問題。根據有關準則，學校如未

能招收 23名或以上的學生，或其單位成本為全港學校的平均水平的
150%或以上，將不獲准在小一入學機制中開設小一班級。  
 
20.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5月 26日及 6月 23日的會議上與代表團
體及政府當局討論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的準則。向事務委員

會表達意見的團體代表一致反對政府當局提出的準則。事務委員會通

過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暫緩實施有關準則，以待諮詢各相關團體。  
 
21.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財赤問題，政府當局須採取步驟，逐步

停辦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第三十九號報告

書中建議政府當局採取行動削減過剩學位，尤其是成本高及使用率低

的小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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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名委員支持政府當局提出準則，以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

的小學。他認為，倘若某些學校的單位成本遠高於全港學校的平均單

位成本，以公帑支援這些學校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23.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強烈認為，政府當局應在實施有關準則

前詳細諮詢小學界的意見。他們關注到，實施有關新準則實質上會迫

使受影響學校在 3年或更短時間之內關閉。這些學校的停辦期限如此短
促，將會打亂學生學習的延續性，可能影響到學生在中一學位分配中

的表現。這些委員認為，當局的小學管理政策自相矛盾，並已引致小

學界不滿。舉例而言，當局雖然強調提供優質教育十分重要，但在學

位過剩時又拒絕推行小班教學。此外，當局一方面興建新學校，另一

方面卻關閉現有學校。  
 
24.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教育統籌局將會與小學界討論有關準

則，並會與有關學校磋商，定出一個適當的停辦期限及將該校學生轉

往其他學校所需的安排。  
 
當局在 2003年 10月 29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撤回有關在上水興
建兩所學校的建議  
 
25.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3年 10月 29日的會議席上考慮有關在上
水興建兩所公營學校的建議時，部分委員質疑該區對中學學位的需求

量。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撤回建議，並就當局規劃和提供公營學校學位

的政策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  
 
26.  事務委員會在 2004年 1月 30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時，部分委員
察悉並關注，倘若按照規劃繼續興建在建校計劃下的新校，在 2007至
08學年當中學生人口開始下降時，將會出現大量剩餘的中學學額。部
分其他委員認為，為學位供應提供緩衝，將會製造收生方面的競爭，

有助提升教育質素。  
 
27.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對學位的需求及土地的可供使用情況變

化無常，兩者往往無法互相配合得宜。政府當局可以把剩餘的新校批

給辦學表現出色而校舍設施不合標準的現有學校，以便重置校舍。政

府當局並指出，有必要提供某個百分比的剩餘學額，以促進學生的流

動和刺激競爭。  
 
28.  在 2004年 1月 30日進行的討論結束時，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
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建校建議，尤其是重置及原址重建現時校舍不

合標準的學校的建議，以及為推行全日制小學而興建新校的建議，以

供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為方便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有關建議，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提交有關興建新校的建議的詳細背景資料，包括學位

供求情況、有關分區的校長的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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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公營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  
 
29.  教統會於 1992年發表第五號報告書，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
項建議是改善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及每班學生人數。委員當

時普遍支持減少公營學校每班學生人數，藉以改善學校教育質素。他

們促請政府當局訂明有關減少中小學每班學生人數的政策和時間表。  
 
30.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經推行有關建議，由 1993至 94
學年的小學一年級起縮減每班學生人數。到 1998年，政府當局在諮詢
過教育界後，決定加快推行小學全日制。為早日讓所有小學生接受全

日制教育，小學的每班學生標準人數由 1998至 99學年的小學一年級開
始增加，在 6年間逐步把每班學額增加兩個。  
 
31.  政府當局進而解釋，據西方國家研究所得，學校每班應有多

少名學生才最適當這問題仍未有定論。一般而言，與西方國家相比，

亞洲國家的每班學生人數較多，但部分亞洲國家的學生在整體上仍取

得令人滿意的學業成績。社會亦普遍認同，小學教育每班學生人數較

少，對年幼學童有更大裨益；而中學輕微調整每班學生人數，對提升

學生的學業成績則作用不大。由於資源所限及缺乏適合用作興建新學

校的用地，政府當局已把推行小學全日制列為優先工作。當所有小學

均推行小學全日制後，當局可重新調配資源，減少中小學的每班學生

人數。  
 
32.  政府當局於 2002年 11月 18日告知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會由
2003至 04學年開始，就小班教學的影響進行縱向研究，藉此找出要令
小班教學發揮最大效用，須具備哪些先決條件和教學策略。  
 
33.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把小學獲得的教育撥款維持在現

有水平，並允許學校因應學生人口下降導致收生人數減少而開設人數

較少的班級。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諮詢前線教師就小班教學的優點

提出的意見，而不應依賴縱向研究的結果。由於在全港公營小學推行

小班教學須動用龐大資源，目前有些舊區的小學生人口下降，正好提

供一個難得的機會，可在某些小學逐步推行小班教學。  
 
34.  部分委員認為，擬議研究本質上與建議的縱向研究大有分

別，原因是實施大小不同班額和分組教學策略，並不表示減少每班學

生人數，而是為配合獲選小學不同的學與教活動而彈性調整每班學生

人數。他們認為，小班教學肯定有助提升小學的教與學的質素。他們

促請政府當局把握機會，在位處學生人口大幅下降地區的學校推行小

班教學。這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將每區的小一班級數目凍結於現有水

平，並因應未來 10年學生人口下降的幅度，逐年逐級將小學的每班標
準學生人數逐步由 37人減少至 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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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為實踐承諾的教育目標而決定須

進行哪些建校工程時，會參考最新的人口預測。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

預留建校用地的發展步伐，確保其可供使用的時間能應付因人口增

長、在 2007年或之前推行小學全日制，以及在 2003年或之前擴充高中
教育等各項因素所帶來的新學位需求。  
 
36.  在 2004年 1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余若薇議員就 “落實小班
教學 ”動議的議案獲得通過。該議案促請政府逐步在小學以至中學推行
小班教學，以提升學校教育的質素，並實現家長、教師及學生的期望。

為回應上述議案，教育統籌局其後於 2005年 2月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
“推行小班教學 ”的進度報告。按報告所載，政府當局認為，小班教學
必須有策略地規劃、按部就班地推行，以確保達到預期的成效。政府

當局支持推行小班教學。不過，由於小班教學一方面涉及長遠的經常

性開支和資源分配優次的問題；而另一方面，海外研究對小班的學習

成效眾說紛紜，加上香港本土推行小班教學的經驗尚淺，因此，政府

當局由 2004至 05學年起開展了一項為期 3年的小班教學縱向研究 (下稱
“該研究 ”)。  
 
37.   目前，該研究正按進度推行。據政府當局表示，該研究的目

的是評估在本港實施小班教學，學生在學業和情意培養方面所能得到

的好處，以及找出推行小班教學須採用甚麼教學策略及具備哪些配套

條件，才能發揮最佳成效。研究結果將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供政府

探討小班教學的前路。政府當局已成立一個由資深學者和前線教育工

作者組成的督導委員會，負責監察該研究的進度，以及為 37所參與該
研究的官立及資助小學提供專業支援，協助這些學校推行小班教學，

以及評估其學習過程和成效。該研究的終期報告預計會於 2008年年底
完成，而中期報告則於 2005至 2007年間呈交。  
 
 
學校改善計劃的成本效益  

 
38.  教育事務委員會並沒有討論過推行學校改善計劃的事宜。  
 
39.  教育統籌局局長在答覆司徒華議員於 2000年 1月 5日立法會會
議上提出的一項口頭質詢時表示，政府當局決定委聘顧問，檢討實施

學校改善計劃的步驟和程序，以評估可否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進行

學校改善計劃，以及是否有需要修訂計劃的實施時間表。張文光議員

在補充質詢中指出，現時仍有 500多所學校沒有學生活動中心、圖書室
或電腦室等設施。他促請政府當局不要拖延推行學校改善計劃。教育

統籌局局長答稱，進行顧問檢討的目的，只是藉此探討如何以更符合

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該計劃。政府當局絕對無意根據檢討結果而把某

些學校剔除於學校改善計劃之外，不為這些學校進行改善工程。  
 
40.  政府當局於 2001年 1月 17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交文
件 (PWSC(2000-01)84)，匯報就學校改善計劃進行顧問檢討的結論。根
據所得的結論，學校改善計劃可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推行，並建議

依據兩項準則決定應否把有關學校納入學校改善計劃內。第一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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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工程一般所需的費用應不多於一所同一類型和規模的新校平

均建校費用的 42%。另一項準則是，透過學校改善計劃可增加的樓面淨
面積的平均建築費用 (按每平方米計算 )，不應高於按既定 “趨向線 ”所推
算的數額。  
 
41.  然而，在研究過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九號報告書 (請參閱上文第
17段 )後，政府帳目委員會關注到學校改善計劃的成本效益。政府帳目
委員會尤其關注到，在納入學校改善計劃第五期的小學中，有 5所將會
關閉。政府帳目委員會促請教育統籌局局長，因應在短期內會關閉的

學校餘下的使用期，擱置為有關學校進行學校改善計劃工程，或縮減

改善工程的範圍。  
 
42.  政府當局於 2003年 10月 29日的會議上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
工程建議，為最後一期學校改善計劃下的學校進行建造工程。工務小

組委員會於考慮政府當局提交的上述工程建議時，部分委員亦關注

到，一些已納入學校改善計劃的學校或會因收生不足而須於短期內關

閉。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因應這些校舍餘下的使用期，審慎檢討為這些

校舍進行學校改善計劃工程的範圍。然而，這些委員強調，政府當局

應進行必要的改善工程，以確保這些學校的現有學生在合理和安全的

學習環境中上課。  
 
4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因應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九號報

告書所載的建議，就學校改善計劃進行檢討。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

在有關工程建議下為 5所資助學校進行改善工程有充分的理由。  
 
 
已經關閉的學校校舍的用途／擬定用途  

 
44.  教育事務委員會從未討論過已經關閉的學校校舍的用途／擬

定用途。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45.  曾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與建校計劃及學校改善計劃有關的

質詢詳情載於附錄VI。  
 
 
有關文件  
  
46.  事務委員會相關會議的紀要及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載於附錄

VII，方便委員參考。該等文件的電子複本已上載於立法會網 站
(http://www.legco.gov.hk)，以供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26日  



計劃在未來五年（二○○四/○五至二○○八/○九學年）落成的學校

學年 數目 區域 辦學團體　／　學校名稱 學校

類別

課程類別 課室

數目

學額 政策 進展

2004/05 1 東區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2 九龍城 拔萃男書院 直資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3 西貢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4 西貢 基督教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5 屯門 公立興德學校有限公司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6 元朗 九龍樂善堂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2005/06 1 東區 香港柴灣明德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2 東區 筲箕灣崇真學校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3 觀塘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4 觀塘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5 葵青 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省)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6 南區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7 深水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8 黃大仙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重建及遷校  * #

9 元朗 香港潮陽同鄉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10 元朗 鐘聲學校有限公司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工程進行中

11 元朗 元朗商會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2006/07 1 九龍城 香港聖約瑟書院校董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 @

2 北區 鳳溪公立學校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

3 北區 上水惠州同鄉會有限公司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 @

4 深水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 @

5 灣仔 瑪利曼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6 黃大仙 德望學校(小學部) 私立 小學 36 1242私立獨立學校 +重建及遷校

+ 多元化課程 + 一條龍

 * #

7 元朗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 @

8 元朗 光明學校有限公司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 @

9 元朗 嗇色園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 @

2007/08 1 中西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附屬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 #

2 東區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直資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一條龍  *

3 離島 樹人教育機構 直資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一條龍  *

4 九龍城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5 九龍城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6 九龍城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7 觀塘 官立小學 官立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8 葵青 官立小學 官立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小學

1

附錄  I 

 

 



學年 數目 區域 辦學團體　／　學校名稱 學校

類別

課程類別 課室

數目

學額 政策 進展

2007/08 9 葵青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小學 18 621 小學全日制  *

10 北區 粉嶺公立學校 資助 小學 24 828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

11 北區 育賢學校 資助 小學 18 621 小學全日制 + 重建及遷校  *

12 南區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13 南區 香港聖保羅男女中學校董會 直資 小學 30 1035 重建及遷校 + 一條龍  *

14 深水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15 屯門 香港華人基督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16 屯門 順德聯誼總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17 荃灣 耶穌寶血女修會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18 荃灣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19 灣仔 聖保祿天主教小學 資助 小學 24 828 重建及遷校  *

20 元朗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21 元朗 官立小學 官立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22 元朗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念學校 資助 小學 18 621 小學全日制  *

23 元朗 保良局 資助 小學 36 1242 小學全日制  *

24 元朗 香港佛教聯合會 資助 小學 30 1035 小學全日制  *

2008/09 1 西貢 東華三院 資助 小學 30 1035 一條龍  *

2004/05 1 西貢 保良局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2 西貢 職業訓練局 直資 中學(高中) 30 110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多元化課程

工程進行中

3 南區 明愛聖芳濟各中學 資助 中學 21 820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4 深水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工程進行中

5 深水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直資 中學(高中) 30 110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多元化課程

工程進行中

6 沙田 林大輝慈善基金有限公司 直資 中學(高中) 30 110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多元化課程

工程進行中

7 沙田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2005/06 1 九龍城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直資 中學(高中) 30 100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多元化課程

 * # @

2 九龍城 耀中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私立 中學 33 1240 私立獨立學校 +

多元化課程

 * # @

3 南區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金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4 元朗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工程進行中

5 元朗 伊利沙伯中學舊生會教育推廣機構

有限公司

資助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2006/07 1 東區 香港青年協會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 @
2 北區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 @
3 西貢 CREA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辦學團體暫
時沒有中文譯名)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 @

4 深水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 # @

5 元朗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 # @

中學

2



學年 數目 區域 辦學團體　／　學校名稱 學校

類別

課程類別 課室

數目

學額 政策 進展

2007/08 1 離島 漢華教育機構 直資 中學 30 1160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2 九龍城 待分配 待分配 中學或高中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

3 深水 路德會協同中學 資助 中學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

2008/09 1 九龍城 香港培道中學 資助 中學 30 1160 重建及遷校 *

2004/05 1 黃大仙 香港國際音樂學校 私立 中暨小學 18+30 1781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工程進行中

2005/06 1 東區 漢華教育機構 直資 中暨小學 18+19 1341 小學全日制 +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 @

2 沙田 培僑中學有限公司 直資 中暨小學 30+30 2195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工程進行中

2006/07 1 離島 英基學校協會 私立 中暨小學 18+30 1380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2 離島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資助 中暨小學 12+18 1104 小學全日制 +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3 西貢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直資 中暨小學 30+30 2195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 @

4 南區 智立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私立 中暨小學 30+30 1800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 @

5 南區 滬港維多利亞教育基金有限公司 私立 中暨小學 24+36 1935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 @

6 沙田 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司 私立 中暨小學 30+30 2100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工程進行中

7 沙田 香港浸會大學 直資 中暨小學 30+30 2195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 @

8 沙田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S LTD (辦學團體暫時沒
有中文譯名)

私立 中暨小學 15+21 846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2008/09 1 深水 保良局 私立 中暨小學 30+30 2195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2 元朗 香港信義會 直資 中暨小學 18 +
26

1621 應中學學額需求 + 一條龍 *

3 油尖旺 香港浸信會聯會 私立 中暨小學 30+30 2195 私立獨立學校 + 一條龍 +

多元化課程

*

* 尚未獲撥款的工程項目

# 將在2003/04立法年度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的工程項目
@ 教育事務委員會表示需在2003/04立法年度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前進行討論的工程項目

註 :

中學暨小學

3



 
附錄 II 

工務小組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自 2003至 04年度立法會會期至今  
曾通過／批准的建校工程計劃  

 
 
文件編號  項目  工務小組

委員會會

議日期  

財務委員

會會議  
日期  

核准工

程預算  
(百萬元 )

PWSC(2003-04)67 元朗第 12區 1所設有 36間課
室的小學  

18.2.2004 27.2.2004 107.700

PWSC(2003-04)68 天水圍天城路與天路交界
處 1所設有 24間課室的小學  

3.3.2004 30.4.2004 84.800

PWSC(2003-04)70 天水圍第 104區第二所中學  
天水圍第 104區第二所小學  

3.3.2004 30.4.2004 124.400

PWSC(2004-05)4 深水西九龍填海區第 10號
地盤 1所中學  
深水西九龍填海區第 10號
地盤 1所設有 36間課室的小
學  

21.4.2004 14.5.2004 119.100

PWSC(2004-05)5 何文田常盛街 1所小學  21.4.2004 14.5.2004 91.800

PWSC(2004-05)6 小西灣富欣道 1所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 (中學暨小學 ) 

21.4.2004 14.5.2004 126.400

PWSC(2004-05)8 將軍澳第 50區 1所直接資助
計劃中學  

5.5.2004 11.6.2004 116.300

PWSC(2004-05)25 沙田第 11區 1所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 (中學暨小學 ) 

9.6.2004 25.6.2004 222.500

PWSC(2004-05)26 將軍澳第 65區 1所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 (中學暨小學 ) 

9.6.2004 25.6.2004 218.200

PWSC(2004-05)35 香港仔深灣道 1所私立獨立
學校 (中學暨小學 ) 

23.6.2004 2.7.2004 216.900

PWSC(2004-05)42 薄扶林鋼灣村 1所私立獨
立學校 (中學暨小學 ) 

24.11.2004 17.12.2004 184.100

PWSC(2004-05)49 九龍塘羅福道 1所私立獨立
中學  

15.12.2004 14.1.2005 104.400

   總額  :  1716.600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26日  
 



 
 

附錄 III 
 

學校改善計劃共 5期工程  
所涵蓋的學校數目及核准工程預算  

(截至 2005年 4月 30日的情況 ) 
 
 

期數  涵蓋的學校數目  核准工程預算  
(百萬元 ) 

第一期  102 1,130 

第二期  130 2,351 

第三期  150 4,163 

第四期  122 4,557 

第五期  239 8,693 

合計  743 20,894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26日  

 
 



節錄自於 2003年 2月 19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九號報告書 (2003年 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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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節錄自於 2004年 2月 25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一號報告書 (2004年 2月 )  
 

公營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 
 

 
43. 結論及建議 委員會：  
 

課室的使用 

 

⎯⎯ 對於在 2002 年 9 月，公營中學有 145 個課室空置的情況表

示關注；  
 

⎯⎯ 知悉： 

 

(a)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該 145 個空置課室僅佔公

營中學所有可供使用課室的 1.4%，課室空置的情況並

不嚴重。然而，教育統籌局局長同意課室長期未盡其

用的問題須予處理；  
 

(b) 大部分空置課室均被善用；及  
 

(c) 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大致上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2.17 段所載審計署的建議；  

 
公營中學空出的學位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很多合資格的學生礙於學位有限而未能就讀中六，但   
很多獲取錄的學生卻選擇不升讀中七；  

 
(b) 前職業先修／工業學校普遍出現未盡其用的問題；及  
 
(c) 雖然公營中學有約 20 300 個空出的學位，但政府在  

2002 至 03 學年仍耗資約 2 億 4,600 萬元向按額津貼學校

購買 7 300 個學位；  
 

⎯⎯ 知悉教育統籌局局長：  
 

(a) 已承諾審慎檢討不同地區對按額津貼學校的需求，以

及考慮減少向那些有大量學位空出的按額津貼學校購

買學位；  
(b) 已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9、3.19 及 3.30 段所述審

計署的建議；及  
 
(c) 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5 段所載審計署的建議並無

異議；  



 

 

 

公營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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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立中學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每區應有一所官立中學的基本方針未有獲得遵行；  
 
(b) 開辦官立中學的部分目的可透過其他途徑達致；  
 
(c) 部分官立中學出現使用率偏低的問題；及  
 
(d) 官立中學的經辦費用較資助中學高昂，在 2002 至 03 年

度，兩者的經辦費用差額約為每名學生 1 萬元；  
 

⎯⎯ 知悉：  
 

(a) 教統局打算關閉那些有大量學位空出的官立中學，並

保留質素良好的官立中學。在 2004 至 05 學年，將有一

或兩間官立中學不會再取錄中一學生；及  
 
(b) 教統局已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9 段所載審計署

的建議，並成立工作小組以檢討官立學校日後的角色

和發展；  
 

推算公營中學學位未來供求情況的模式 

 

⎯⎯ 對下述情況表示關注：教統局在推算公營學位未來供求情  
況時，可能未有全面計及所有可供使用的學位，因為：  

 
(a) 在現時空置的 145 個課室中，部分可用作提供更多學

位；  
 
(b) 預留給中一至中三留級生的學位數目可以減少；  
 
(c) 可將更多由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提供的學位計算在內；  
 
(d) 在作出推算時未有把所有籌劃中的新校計算在內；及  
 
(e) 由於空出的中七學位數目明顯高於空出的中六學位數

目，因此可稍為增加中六每班的學生人數。此外，很

多中六學生選擇不升讀中七的趨勢十分明顯；  
 



 

 

 

公營中學學位的規劃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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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教育統籌局局長大致上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16 段

所載審計署的建議；及  
 
跟進行動 

 

⎯⎯ 希望當局就實施審計署各項建議和改善措施的進一步發展

及進度，繼續向其作出報告。  



附錄VI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的質詢及議案一覽表  
 

 
1.  議員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建校計劃及學校改善
計劃提出／動議的質詢及議案一覽表載於下文各段，供委員參閱。  
 
 
1998至 99年度立法會會期  
 
1998年 7月 22日立法會會議  
 
2.  張文光議員就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學額的供求情況提出書面質詢。上
述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

覽(網址：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722fc.pdf)。  
 
 
1999至 2000年度立法會會期  
 
1999年 11月 24日立法會會議  
 
3.  劉慧卿議員就為無體育設施的中小學提供補救措施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
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49頁](網
址：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991124fc.pdf)。  
 
2000年 1月 5日立法會會議  
 
4.  司徒華議員就學校改善計劃的實施情況提出口頭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
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12頁](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105fc.pdf)。 
 
2000年 3月 8日立法會會議  
 
5.  鄧兆棠議員就興建新校舍以便實行小學全日制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
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11頁](網
址：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308fc.pdf)。 
 
2000年 5月 3日立法會會議  
 
6.  張文光議員就“改善學校教學環境”動議議案。有關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65頁](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503f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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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至 01年度立法會會期  
 
2000年 10月 25日立法會會議  
 
7.  劉江華議員就小學學額的供求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
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 [第 7
頁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025fc.pdf)。  
 
2001年 4月 25日立法會會議  
 
8.  陳婉嫻議員就小六學生須跨區升讀中學的問題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
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40頁](網
址：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10425fc.pdf)。 
 
 
2001至 02年度立法會會期  
 
2002年 5月 8日立法會會議  
 
9.  張文光議員就官立小學的建築工程延誤一事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
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46頁](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8ti-translate-c.pdf)。 
 
 
2002至 03年度立法會會期  
 
2002年 11月 20日立法會會議  
 
10.  張文光議員就預留作為興建中小學的土地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
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第54頁](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0ti-translate-c.pdf)。 
 
 
2003至 04年度立法會會期  
 
2003年 11月 26日立法會會議  
 
11.  張文光議員就學校規劃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
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 [第 47頁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6ti-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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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至 05年度立法會會期  
 
2005年 4月 20日立法會會議  
 
12.  譚耀宗議員就小學學生人數不斷下降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覆的
內 容 ， 可 登 入 資 料 研 究 及 圖 書 館 資 訊 系 統 或 立 法 會 網 站 瀏 覽 (網 址 ：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04-08/mtg_0405.htm#mtg0420.)。  
 
2005年 5月 18日立法會會議  
 
13.  曾鈺成議員就一所千禧學校收生不足提出書面質詢。上述質詢及有關答覆
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04-08/mtg_0405.htm#mtg0518)。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26日  



附錄VII 
教育事務委員會  

 
與建校計劃及學校改善計劃相關的文件  

 
 
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紀要  
 

CB(2)1973/98-99 
http://www.legco.gov.hk/yr9
8-99/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180199.htm 
 

18.1.99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改善中小
學 的 學 生 與 教 師 比

率 ” 
 

CB(2)1063/98-99(02) 
http://www.legco.gov.hk/yr9
8-99/chinese/panels/ed/pape
rs/1063c02.pdf 
 

會議紀要  
 

CB(2)2665/98-99 
http://www.legco.gov.hk/yr9
8-99/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300399.htm 
 

30.3.99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批撥建校
用地” 

CB(2)1582/98-99(03) 
http://www.legco.gov.hk/yr9
8-99/chinese/panels/ed/pape
rs/ed3003_5.htm 
 

會議紀要  
 

CB(2)1072/00-01  
http://www.legco.gov.hk/yr0
0-01/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181200.pdf 
 

18.12.00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預留建校
用地” 

CB(2)504/00-01(01) 
http://www.legco.gov.hk/yr0
0-01/chinese/panels/ed/pape
rs/504c01.pdf 
 

會議紀要  
 

CB(2)1107/00-01 
http://www.legco.gov.hk/yr0
0-01/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150101.pdf 
 

15.1.01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有關建校
用地的進一步資料 ” 

CB(2)666/00-01(01) 
http://www.legco.gov.hk/yr0
0-01/chinese/panels/ed/pape
rs/666c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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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CB(2)627/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21118.pdf 
 

18.11.02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資料文件：“2002至 03
年 度 教 育 工 作 的 重

點 ” 

CB(2)155/02-03(01)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pape
rs/ed1028cb2-155-1c.pdf 
 

會議紀要  
 

CB(2)1177/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30120.pdf 
 

20.1.03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預留建校
用地” 

CB(2)894/02-03(02)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120cb2-894-2c.pdf 
 

會議紀要  
 

CB(2)2404/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30519.pdf 
 

19.5.03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在小學進
行具效能的分班分組

教學策略的研究 ” 
 

CB(2)1826/02-03(06)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428cb2-1826-6c.pdf 
 

會議紀要  
 

CB(2)2818/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30526.pdf 
 

26.5.03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統整成本
高 及 使 用 率 低 的 小

學 ” 

CB(2)1826/02-03(01)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428cb2-1826-1c.pdf 
 

會議紀要  
 

CB(2)2974/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30616.pdf 
 

16.6.03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推行小學
全日制 ” 
 

CB(2)2401/02-03(01)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616cb2-240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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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3 教育事務  
委員會  

會議紀要  
 

CB(2)3034/02-03  
http://www.legco.gov.hk/yr0
2-03/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30623.pdf 
 

會議紀要  
 

PWSC16/03-04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fc/pwsc/minute
s/pw031029.pdf 
 

總目 703⎯⎯建築物  PWSC(2003-04)50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fc/pwsc/papers
/p03-50c.pdf 
 

29.10.03 工務小組  
委員會  
 

總 目 708⎯⎯非 經 常
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

備  
 

PWSC(2003-04)51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fc/pwsc/papers
/p03-51c.pdf 
 

會議紀要  
 

CB(2)1645/03-04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40130.pdf 
 

30.1.04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公營學校
學位的規劃及提供 ” 
 

CB(2)1058/03-04(01)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130cb2-1058-1-c.pdf 
 

會議紀要  
 

CB(2)2790/03-04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40419.pdf 
 

19.4.04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2004至 05
學年不獲分配小一班

級的學校 ” 

CB(2)2013/03-04(01)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419cb2-2013-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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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CB(2)3330/03-04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minu
tes/ed040719.pdf 
 

19.7.04 教育事務  
委員會  
 

討論文件：“中學及小
學的教師與班級比例

和每班學生人數 ” 

CB(2)3088/03-04(01) 
http://www.legco.gov.hk/yr0
3-04/chinese/panels/ed/pape
rs/ed0719cb2-3088-1c.pdf 
 

12.4.05 財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
4-05/chinese/fc/fc/general/m
eetings.htm#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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