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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19 日  

 

1. 特首梁振英在參選時，其政綱中的「教育規劃」確切承諾：「盡快實施 15 年免

費教育」。但在其上任半年後的首份《施政報告》，承諾全數落空，僅保留成立

專責委員會一項，而且只是「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可行性」，而由研究到落

實更可能需時 5 年。加上，政府近期更不斷誇大個別技術枝節問題，試圖以此

質疑免費幼兒教育的可行性，而該些技術問題其實業界已提出可行的回應方

案，但政府聽而不聞，反映當局毫無解決問題的誠意，也欠缺推行政策的決心。 

 

2. 對於一個社會已有高度共識，而且是特首明確承諾的政策，教育局居然只提出

可行性研究，並且進度極為緩慢，教協會認為是不能接受的。正如今次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多達一百六十多個團體及個人發言，而於數星期

前，幼教界發動聯署，逾 4 萬家長和 7 千幼師簽名，足見新任政府沒有履行對

幼兒教育的承諾，已經觸動社會的強烈不滿和反彈。  

 

3. 幼教界的兩大共識，其一是重訂幼師薪級表，藉此挽留和吸引幼教人才，投身

和合力建構優質的免費幼兒教育。梁振英在參選時亦表示會考慮，可是《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皆隻字不提，而且專責委員會尚未展開研究，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已公開下了定論，表示劃一薪級表對規模較小的幼稚園作用不大，因

此，專責小組只會為幼師設定「最低工資水平」。教協會認為，幼師於過去十

年資歷大幅提昇，至今幼師已近全部達文憑資歷，當中兩成更持學士學位，教

育局局長口說要培育大量人才為幼教接軌，但卻沒有任何長遠規劃，反而只計

劃為幼師訂立基層勞動市場的最低工資，也是對幼師專業的一大侮辱。  

 

4. 事實上，政府對幼教欠缺承擔，幼師缺乏專業前景，已令幼師人才嚴重流失，

以 2011 年為例，持學位的幼師流失佔整體流失率達 15%。政府沒有珍惜及留

住現有的幼教人才，卻在《財政預算》注資 4.8 億元，每年資助 20 名尖子出國

學習，而報讀幼兒教育學位可獲優先考慮。政府竟然認為，以最低工資保障足

以吸引尖子投身幼兒教育，局長更揚言藉此可望提供大量人才為免費幼教接

軌。政府藥石亂投，施政邏輯之混亂和矛盾，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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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教界另一大共識，是為全日制幼教服務提供加權資助。梁振英的參選政綱，

明確承諾會加強全日制的資源，他更在公開論壇上發出講話稿，表明 15 年免

費教育研究需時，建議「短期內增加對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資助，穩定教

師隊伍，亦減輕家長的開支」。不過，有關政策至今毫無進展，而且其後在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上，教育局更表明在過渡期間「學券制不應作

大變動，學券面額只會按通脹調整」，這顯然與特首承諾不符，意味全日制問

題仍會長期持續，幼教界實在難以承受。  

 

6. 教協會認為，當局一方面應重新審視財政預算，保證資源用得其所、急業界之

所急。同時，特區政府必須為免費幼兒教育確立願景，真正落實 15 年免費教

育，取締「錢跟家長走」並主催教育商品化的學券制度，以單位成本直接資助

幼兒教育；當局應在不長於兩年時間內落實路線圖及啟動政策，以「成熟一項推

一項」的分階段形式，優先解決政策的核心問題，例如：首階段提供單位成本

資助，包括全日制加權單位成本資助，並確立幼師薪酬機制等；第二階段處理

教師專業階梯、檢視校舍標準及教學條件，設立質素保證機制等；第三階段設

立諮議平台，規劃幼教持續優質發展、研究派位機制等。  

 

7. 在積極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當局在落實政策前的過渡期間，應增加幼教資源，

訂定即時的改善措施，包括：  

(1) 立即為幼師提供資歷津貼，讓提昇資歷的幼師，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回報，避

免幼教人才嚴重流失及浪費師訓資源；  

(2) 向全日制幼稚園及幼兒學校提供津貼，作為過渡期內紓解全日制未能獲得

加權資助的補償措施，讓全日制學校可獲得公平和合理的資助，並對有需

要的家庭提供適切支援。  

 

8. 本會作為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大聯盟成員，支持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的八大共

識訴求：  

(1) 取消學券制，政府承擔全面資助幼兒教育；  

(2) 正視全日制幼兒教育的需要，並提供資助；  

(3) 降低師生比例；  

(4) 優化教職員人手編制；  

(5) 確立幼師專業發展階梯及薪酬架構；  

(6) 推展本土化的教研工作；  

(7) 確立專業的質素保證機制；  

(8) 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必須在兩年內提交實踐十五年免費教育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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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