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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9年 3月 30日特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校本管理政策  
 
 
目的  
 
  本文件載列當局推行校本管理政策的背景，並綜述委員對

此事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1991年，當時的教育署推出 "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 "，以提

升學校的效能。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 "教統會 ")在 1997年發表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  ⎯⎯  優質學校教育》中，就改

善學校管理和提高學校表現提出多項建議，以提供優質學校教

育。教統會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推行校本管理，讓學校發展各具

特色的教學模式，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和提高學習的成效。  
 
3.  所謂校本管理，即是教育局將決策權下放，把人事管理、

財政，以及設計和推行課程等事宜的決策權下放給學校。為推行

校本管理，《教育條例》(第 279章 )於2004年7月予以修訂，而《 2004年
教育 (修訂 )條例》則於 2005年1月1日生效。《修訂條例》規定所有

資助學校須成立法團校董會，負責管理學校。辦學團體必須在

2009年 7月 1日或之前，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遞法團校董會章程

草稿及學校的建議校董名單，以便在 2010年 1月 1日前成立法團校

董會。法團校董會須由主要持份者組成，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

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獨立社會人士。《修訂條例》同時規定，

立法會可藉在 2009年 7月 1日之前通過的決議，將呈遞章程草稿的

限期，延展至一個在 2009年 7月 1日之後但在 2011年 7月 2日之前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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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5年 5月，政府當局建議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下稱

"營辦津貼 ")的涵蓋範圍，讓已設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 (下稱 "法團

校董會學校 ")享有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及更靈活運用資源的能力。當

局並建議提供有時限的支援措施，協助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和熟

習法團校董會的運作。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5.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財

務建議，以及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下文綜述委員提出的關注事

項。  
 
發放有時限的現金津貼  
 
6.  委員普遍支持有關為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提供靈活運

用 撥 款 及 支 援 措 施 的 建 議 。 根 據 有 關 建 議 ， 當 局 會 向 那 些 在

2005-2006年度至2008-2009年度期間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提供

每所學校每年 35萬元的有時限現金津貼。換言之，較早設立法團

校董會的學校獲發放的現金津貼，會高於在較後階段才設立法團

校董會的學校。有委員關注到，這項安排或會被視為歧視在較後

階段才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  
 
7.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以一視同仁的方式對待所有學校，因

為按照當局的建議，任何在法定期限 (即 2009年 7月1日 )前就設立法

團校董會呈遞章程草稿的資助學校，均可在最初數年，每年獲發

放為數 35萬元的有時限現金津貼。當局向學校發放這項現金津

貼，以便學校僱用所需的專業法律及會計服務、訂定選舉制度、

為校董舉辦校本訓練課程，以及支付設立法團校董會並令法團校

董會初期運作暢順所需的開支。約 1 200所資助中小學須於 2010年
1月 1日前設立法團校董會。由於當局鼓勵學校盡可能及早設立法

團校董會，因此在早年設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須與其他學校分

享經驗，並協助其他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政府當局認為，為這

些法團校董會學校提供額外現金津貼，以彌補它們在協助其他尚

未設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人力及其他支出，是

合理的做法。然而，由於所需資源龐大，政府當局預留的款項，

只足夠向學校提供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至 2008-2009學年。  
 
8.  雖然部分委員認為擬議安排對尚未設立法團校董會的學

校既不公平，亦帶有歧視成分，但其他委員同意，學校在設立法

團校董會及法團校董會運作初期，應得到更多行政及財政支援。

在 2005年6月20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

當局考慮由張文光議員提出的協調方案，該方案的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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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當局應向所有合法的學校校董會，提供校董的責任保

險和法律保障；  
 
(b) 政府當局應向所有合法校董會，賦予靈活運用營辦津貼和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的權利；  
 
(c) 政府當局應向 2007年前率先試驗和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

校，提供一筆過兩年共 70萬元的現金津貼，實報實銷。政

府當局應在 2007年對試驗和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進行

檢討，計算這些學校兩年的平均開支和評估 2007年後這些

學校的每年經常開支；及  
 
(d) 凡在 2007年後至法例容許成立法團校董會的最後限期前

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可獲兩年一筆過的平均撥款。兩

年後，這些已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也按年得到相同的

經常開支，繼續經營法團校董會。  
 

9.  政府當局與委員討論後修訂了原有建議，改為向每所在

2005-2006至 2008-2009這 4個學年期間將該校設立法團校董會的意

向通知政府當局並提交章程草稿的學校，發放為數 35萬元的一次

過現金津貼。政府當局又建議，在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後緊隨的

學年，按需要向學校發還有關開支 (上限為 35萬元 )，目的是讓學校

熟習法團校董會的運作、修訂後的會計程序及財務管理方法，以

及向未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其他學校分享良好的實踐經驗。有關建

議在 2005年 7月8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成立法團校董會的進度  
 
10.  在 2008年10月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述明已成立法團校董會的中小學數目。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

資料，截至 2008年 10月 20日， 135個辦學團體轄下 374所資助學校

已設立法團校董會，佔資助學校總數大約 43%。有 61所學校已提交

或承諾提交有關申請，仍未申請的學校有 436所。  
 
11.  由於接近半數資助學校尚未成立法團校董會，委員關注

到，政府當局會否主動動議議案，還是會反對由立法會動議議案，

將呈遞設立法團校董會的章程草稿的限期推遲至 2011年 7月 1日，

以及若延展上述限期，會否在實施法團校董會章程方面給予資助

學校更多時間及更大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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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於尚有不少資助學校仍未呈遞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政

府當局同意有需要延展上述限期。政府當局表示，視乎到 2011年
時已呈遞法團校董會章程的資助學校數目，當局會考慮給予資助

學校一段合理時間，以實施法團校董會章程。就截至 2008年 10月
的情況而言，政府當局認為由 2011年起計 3至4年，屬合理時間。  
 
司法覆核  
 
13.  辦學團體 "天主教香港教區 "質疑《教育條例》中有關法團

校董會的條文是否符合憲法 (有關條文由《修訂條例》增補 )。該宗

案件的詳情載於附錄 I。  
 
 
有關文件  
 
14.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3月 23日  



附錄 I 
 

天主教香港教區  訴  律政司司長 [2007] 4 HKLRD 483 
 

就校本管理政策申請司法覆核  
 

 
背景  
 
  當局提交《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以實施校本管

理政策。該條例草案於 2004年 7月22日獲立法會通過，成為《教育

(修訂 )條例》 (2004年第 27號條例 )(下稱 "《修訂條例》 ")。《修訂

條例》自 2005年1月 1日起實施。  
 
2.  《修訂條例》訂明多項事宜，其中包括  ⎯⎯  
 

(a) 規定學校的校董須成立為法團，作為獨立的法律實體，稱

為法團校董會；  
 
(b) 規定每所現有資助學校須在 2009年 7月 1日前設立法團校

董會，並規定每所籌辦中的資助學校須在學校開始營辦之

前設立法團校董會。  
 

3.  申請人 "天主教香港教區 "是一個辦學團體。申請人質疑

《教育條例》第 IIIB部第 40BK(2)及 (3)(a)條和第 40BU(2)及 (3)條是

否符合憲法。該等條文由《修訂條例》增補。  
 
 
申請司法覆核  
 
4.  第 40BK(2)及 (3)(a)條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其中訂明，在

2005年 1月 1日前已開始營辦及不設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的辦學

團體，須在 2009年 7月 1日之前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遞建議的法

團校董會的章程草稿。第 40BK(5)條訂明，立法會可藉在 2008年
10月 1日之後但在 2009年7月 1日之前通過的決議，將呈遞章程草稿

的限期由原來的 2009年 7月 1日，延展至一個在 2009年 7月 1日之後

但在 2011年 7月2日之前的日期。  
 
5.  第 40BU(2)及 (3)條就多項事宜訂定條文，其中訂明，預計

開課日期是在 2005年 1月 1日當日或之後的資助學校的辦學團

體，須在不遲於預計開課日期前 6個月，或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以書面批准的較後日期或之前，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遞建議

的法團校董會的章程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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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人提出爭辯，指該兩項條文抵觸《基本法》第一百三

十六 (一 )條、第一百三十七 (一 )條及第一百四十一 (三 )條。《基本

法》的有關條文規定⎯⎯  
 

(a)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

的政策；  
 
(b)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宗教組

織所辦的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

程；  
 
(c) 宗 教 組 織 可 按 原 有 辦 法 繼 續 興 辦 宗 教 院 校 、 其 他 學

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  
 
7.  有關《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 (一 )條，申請人提出爭辯，

指修訂條例強行實施校本管理政策，而校本管理政策是 "嶄新的政

策措施 "，並未充分顧及甚或完全罔顧原有教育制度。至於《基本

法》第一百四十一 (三 )條，申請人提出爭辯，指申請人享有作為宗

教組織的憲法權利，可按 "原有辦法 "繼續興辦學校。當局實施校本

管理政策，等同於強迫申請人以新法辦學。  
 

8.  至於《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 (一 )條，申請人提出爭辯，

指申請人作為教育機構，有權決定其所辦學校的管治架構，但當

局強行實施校本管理政策，侵犯了申請人這項權利，因而侵犯了

申請人保留其自主性的權利。

 
9.  政府反對該宗司法覆核申請。  
 
 
法院裁決  
 
10.  法院曾研究由政府提交的校本管理政策實施歷程，並察悉

當局自 1989年起分7個階段發展校本管理政策。法院總結時表示，

修訂條例既非引入嶄新的制度，基本上亦沒有偏離原有教育制

度。法院認為沒有違反《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 (一 )條及第一百四

十一 (三 )條的情況。  
 
11.  法院進而認為，《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一 (三 )條關乎不得

基於宗教而作出歧視，即保障宗教組織的權利，確保它們可一如

既往，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學校。保障宗教組織可在 1997年 7月
1日後按 "原有辦法 "繼續興辦學校的條文，並非賦予宗教組織

豁免權，讓他們無須遵照教育政策的更改。  



 3

 
12.  有關《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 (一 )條，法院認為，申請人

屬宗教機構。第一百三十七 (一 )條保障教育機構而非宗教機構的權

利。此外，自主權不得抵觸公眾問責制度，特別是關乎政府提供

撥款的時候，同時必須在院校自主與問責之間求取適當平衡。自

主權並非絕對權利。  
 
13. 法院駁回申請人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  
 
 
上訴 
 
14. 申請人現正針對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一項聆訴已安排於2009

年11月17日進行。 
 



附錄 II 
 

有關校本管理政策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3.6.2005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6.2005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財務委員會  8.7.2005 會議紀要  
FCR(2005-06)27 
 

財務委員會  20.4.2007 政府當局就初步問題的書面

答覆 (答覆編號： EMB089、
EMB116及EMB117) 
 

教育事務委員會  9.7.2007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2.10.2008 [第二十項質詢 ] 
由張文光議員提問  
《 2004年教育 (修訂 )條例》的
實施情況  
答覆  
 

教育事務委員會  23.10.2008 
(政策簡報會 )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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