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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於 2007 至 08 學年開始推行學券計劃，此舉對家長有好處，能直接資

助學費, 減輕幼稚園學生家長之負擔; 對學校而言，教育局制訂學前教育的質素

評核架構，推動幼稚園持續發展及加強質素保證，足見政府重視幼兒教育，雖有

美意, 仍待良法。 綜觀學券制實施情況, 仍可於下開範疇調節臻善, 謹盼當局

卓參: 

1.  薪酬欠缺保障 

學券計劃實施後，教育局取消沿用多年的幼師薪級表，導致幼師的專業地位

不被社會認同；教育局又規定了教師及校長進修的期限，卻沒有訂立幼師進

修後的的回報機制，本會祈望教育局能立即訂定幼師薪級表，標明不同學歷

可獲之增薪及津貼，並使幼師在轉職後，仍追認其學歷年資，切勿以商業巿

場機制釐定教師薪酬，更祈望幼師與其他級別教師的訂薪原則一致，最終必

須由政府直接資助幼師薪酬。 

2. 額外行政工作及進修壓力 

 「建立自評文化，檢視校內強、弱、機、危，訂立學校發展計劃」之教

育政策無疑有助提高幼兒教育質素，唯如能仿效中、小學不於網上公開

披露所有外評結果，將大大減輕學校與教師因外評而承受的外在壓力及

消除教育局對幼稚園界別種種不公平。 

 幼兒園與幼稚園協調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須應付社署及教育局兩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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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外評機制，處理文件倍感吃力，本會建議統一有關評核機制，免卻

對此類學校的行政負擔。 

 幼師進修方面，部份院校課程編排欠彈性，全日制學校的幼師無法於暑

期修習相關的課程，如欲轉往較具彈性的院校就讀卻學分不能互認，盼

當局能向各大專院校倡議實行學分互認。 

 全日制及半日制幼師工作課時長，沒有空堂時間，工作及進修壓力沉重，

教育局應長期增加幼稚園助理教師職位，助理教師人數應與學校學生人

數成正比例。 

3. 未能全面資助 

 學券資助上限為每年$25,400，並鎖定 5年內維持不變，然而隨著營運成

本上升及教職員薪酬增幅擴大，部份學校開始營運困難，最後祇能選擇

凍薪或減薪甚至裁減教學年資長的高薪教師以抵銷學費上限的壓力，此

舉打擊士氣及降低教學質素，令學生受累。 

 全日制的學費上限亦為$25,400，更增加學校營運難度，使全日制學生的

家長，因無法負擔學費而不能安排子女入讀全日制幼稚園，造成頗多的

家庭及社會問題。 

 全日制幼稚園營運成本較高，獲當局批核之學額較少，以入讀人數作資

助計算甚不公平，故建議全日制學生所得津貼應為半日制學生的兩倍，

而幼兒園與幼稚園早於 05 年已協調，故幼兒園兩歲班亦理應享有學券及

同等資助。 

 現時幼兒園人數不計算入非牟利幼稚園租金資助內之政策亦應予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