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敬啟者： 

投訴 

(1) 政府長期漠視南大嶼居民對原區就學的逼切需求 

(2) 政府違反民主問責原則及欠缺具透明度的正當程序 

 

我們的投訴概要如下： 

1. 本區人口多達 17,700 人，估計全日制學生人數超過 2,500 人；南大嶼社區面積相當於港島的一半，

但在本區並未設有任何中學（見附錄 1a 及 1b）。 

南大嶼小規劃

統計區* 

二零零八年 

人口 

二零一零年

人口 

二零一二年

人口 

二零一四年 

人口 

小規劃 

統計區* 

編碼 

梅窩 5,600 6,100 6,300 6,700 9.6.2 

貝澳及長沙 4,200 4,300 4,700 5,200 9.3.1 

塘福及水口 1,600 1,800 2,000 2,100 9.3.2 

坪洲 6,300 6,500 6,700 7,000 9.7.6 

總計 17,700 18,700 19,700 21,000  

*小規劃統計區（TPU）資料來源：規劃署（二零零九年）《人口分佈推算》，推算數字按

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資料及採用截至二零零九年第二季房屋發展建議的規劃資料計算

（頁 vii，頁 83 及頁 93 地圖 3）。 

  

2. 本區全部中學生都必須跨區上學。  

  

杯澳公學 

（貝澳）  

梅窩學校 

（梅窩） 

聖家小學 

（坪洲）  

大嶼山塘福國際小學 

（塘福）  總計  

小一 20 27 20 38 105 

小二 18 23 15 41 97 

小三 24 25 22 34 105 

小四 29 23 32 22 106 

小五 33 30 41 21 125 

小六 29 30 37 21 117 

總計 153 158 167 177 655 

資料來源：2008/09 年度南大嶼及坪洲學校資訊以及其他網上資訊。上述數據並不包括因無原區中學

可供選擇及本區村校設施不足而在他區就學的學童人數。 

本區逾 700 名中學生需在每個上課日依賴公共交通工具上學，當中超過 400 人要耗費逾 3 至 4 小時

往返學校，部份需長途跋涉上學的學童更年僅 11 至 12 歲。此舉不但影響學童健康及學業成績，更

有礙正常的個人及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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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區約三分之一適齡就學人口是非華語學童，但政府在對本區的教育評估上卻忽略了他們對本地教

育的訴求。雖然非華語學童可申請入讀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但這些學校的後補名單輪候時間長

達兩年多，而入讀後學童亦需每日耗費 3 至 4 小時交通時間。不少非華語學童的家長因希望子女可

融入社區，並考慮到經濟負擔及學校接近居所等因素而選擇讓子女在本區就讀小學，但因村校資源

及空間所限，每級都只有一個課室，老師經常要即時轉換教學語言來遷就授課，令學生無法以切合

他們的教學語言學習，有礙學業上的健康成長。  

  

4. 梅窩學校(小學)校舍已用了七十年之久，只有 6 間設備簡單的課室、一間面積細小的音樂室及一間

電腦室。校內並無空間設置圖書館、活動室或雨天操場及集會禮堂。此外，全校男女洗手間各有三

格，卻要供全校 158 名學生使用。梅窩學校曾兩次提出申請，希望提升學校設備及增加可用空間，

但卻因土地業權問題而遭否決。前教統局曾就此建議梅窩學校遷校以擴充學校空間。自二零零六年

起，梅窩學校已就遷校問題先後提交兩份建議書，教統局承諾當新界鄉議局南約區中學（南約中學）

校舍進行公開招標時知會學校，惟迄今梅窩學校尚未接獲有關通知。 

 

5. 我們重申，現時空置的南約中學校舍是區內唯一的正規校舍，唯一可用以一次過整合地解決上述所

有問題的設施。我們建議將梅窩學校遷入南約中學校舍，並將南約中學重開，改辦為一所以英語授

課的中學。另一項建議是將學校改設為每一級都有一班英文班的學校。我們深信，這是一個最具成

本效益的方法，既可解決梅窩學校空間及設施不足的問題，同時兼容照顧本地及非華語學童的學習

需要，更可改善本區學童長途跋涉上學之苦，讓他們能在家庭及社區的關愛內成長，此乃青少年身

心健康發展的根基。 

 

6. 我們相信，正生書院的同學與本區子女的教育需要同樣合理、同樣逼切。政府有責任及能力從速解

決雙方的問題，而不應嘗試在滿足一方訴求的同時，卻損害另一方。此事件已令本區受到嚴重損害，

破壞社區和諧。 

 

7. 我們促請立法會議員:    (一)  回應南大嶼居民對地區教育的逼切需求，監察政府的相關行動方案及具

體時間表，及早解決區內學童的教育及成長需要; (二)調查政府在處理基督教正生書院要求遷入南約

中學事件上，有否違反正當程序。 

 

此致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員主席 

 

馬雪芬博士謹啟 

                   （代表南大嶼教育關注組 ）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 



附錄 1a：南大嶼社區所屬校網（新界第九網  ‐‐  離島區）及公共交通網絡 

 

 南大嶼區全部中學生都只能選擇遠離居住地區的學校，區內並無中學可選。 

 往返東涌及大澳的公共汽車途經崎嶇山路，令不少家長卻步，改送子女到位於港島的學校就讀。 

 往返長洲至梅窩及坪洲的渡輪船期疏落，僅每兩小時一班。 

 家長能有多間學校作選擇故然重要，而本區更有七成以上家長期望能在原區有中學的選擇，高達九成的家長支持重開南約及梅窩學校遷校建議 

(南大嶼教育關注組調查報告, 2009). 

    南大嶼社區 

    離島區校網內的學校 



附錄 1b：南大嶼社區人口推算數據及地圖  (規劃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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