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立法會議員: 

 

近日得悉東區和灣仔區兩個區議會已經通過調整兩區之間的地方行政區分界,而

教育局在 2015 年前也會調整校網,  本校將會被編配至灣仔區。由於有關建議涉

及本校原來的校網及學位分配，以及影響本校長期以來大力建立的服務網路及地

區資源網路，特來函表達我們反對將本校改劃入灣仔區，並希望您們代表本校反

映以下意見： 

 

1. 本校已經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東華三院、本校法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及

校友會分別去信政制及内地事務局譚志源局長 GBS, JP 及教育局吳克檢局長, 

SBS, JP，表態反對將本校改劃入灣仔區。 

 

2. 本校由開校至今植根東區，不但主要服務東區的學生及家長，更受到東區坊

眾歡迎，近年中一自行收生階段申請人數均達 3 位數字，由 2007‐2008 學年

至今，取錄東區自行收生申請學生百份率遠高於灣仔區： 

 

入學年份 東區 (%) 灣仔區 (%) 兩區%比較 

2007-2008 85 4 21.3 倍 

2008-2009 70 22 3.2 倍 

2009-2010 64 13 4.9 倍 

2010-2011 51 16 3.2 倍 

2011-2012 53 9 5.9 倍 

2012-2013 51 12 4.3 倍 

2013-2014 44 12 3.7 倍 

 

根據每年 7 月中一派位結果，由 2007‐2008 學年至今，本校較受東區家長歡

迎： 

入學年份 東區 (%) 灣仔區 (%) 兩區%比較 

2007-2008 59 9 6.6 倍 

2008-2009 55 17 3.2 倍 

2009-2010 53 10 5.3 倍 

2010-2011 46 24 1.9 倍 

2011-2012 52 19 2.7 倍 

2012-2013 45 26 1.7 倍 

2013-2014 41 29 1.4 倍 

 

 從上列兩表的數字，東區的坊眾對本校認識較深，較認同、較信任本校的教

育理念、培育學生的策略及模式。假如校網調整後，本校便未能維持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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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為主，東區家長揀選較好質素的學校選擇減少、競爭增加，而本校轉移

服務一個陌生的區域，校方更需重新建立社區關係，大大增加校方及老師的

壓力及工作量，間接令教學質素下降，不利學校整體長遠發展。這是一個雙

輸的局面，教育局是否會為本校提供額外的支援措施？ 

 

3. 從 2013 年 10 月 24 日星島日報教育點評專欄中報導，教育局曾諮詢持份者，

但直至現在，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及教育局還未主動聯絡本校，只有本校曾主

動去信給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也主動接觸過教育局局長、港島東區學校

發展組及學位分配組，學校及其他學校的持份者均未感受到局方的尊重。 

 

4. 就校網調整方面，據報紙報導，可以紓緩港島東區的收生競爭，但過往教育

局經常調派其他就近區域學生入港島東區升中，所以這個作用並不明顯。再

者，教育局的校網調整是否有足夠的民意基礎？教育局曾否進行過全面的灣

仔區及東區家長選校意見調查，廣泛諮詢家長對學校類别、學校教學語言的

需求？假若為解決生源問題而調整校網，受影響區域家長選擇適合學校的機

會大大降低，受影響學校的士氣大受打擊，這一個教育錯配的後果造成雙輸

的局面。 

 

5. 天后及維園(C16 及 C18)地方行政區内的本校學生人數只佔全校百份之四，

由於 C16 及 C18 遷往灣仔區，本校需跟隨少數學生而調遷，如果因此導致

本校改劃入灣仔區，這是否表示本校將未能繼續服務廣大的東區市民？ 

 

6. 教育是重大的民生議題，選校不只影響高小的學生，還影響已入讀小一的學

生。家長為子女揀選小學的時候，已經參考了該區中學校網的安排，把心儀

的中學列為考慮因素之一。假如教育局調整本校校網，應該是 6 年之後才生

效，讓今年東區小一學生家長也有權選擇本校，教育局不應該倉卒在一、兩

年間把本校校網調整至灣仔區，剝奪東區家長選擇本校的機會。教育局也應

研究 6 年之後東區及灣仔區的人口分佈、學額需求、樓宇落成量等因素，才

可調整校網，避免校網政策失誤，影響未來學生的選校。 

 

7. 回校交通工具方面，本校以往曾安排校巴接載學生回校，因校車服務招標不

吸引、利潤不高，過往數年也只有一間校巴公司投標，2013-2014 學年更沒

有公司投標。公共交通方面，東區學生可有較多巴士路線選擇，包括 85、

85A、85P、27 及 41A，早上返學時間巴士公司更安排了加密的班次，故此

從東區回校交通較快、較方便，但灣仔區學生只有 25 及 25A 巴士路線選擇，

而 25 號巴士線需迂迴地駛經寶馬山，才到達本校，學生乘車時間較長。深

信升中學生家長以交通方便程度作為選校考慮因素之一。政府會否為選讀本

校的學生做好交通配套？ 



 

8. 本校與東區社區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地區網路，本校家長教師會及校方均積極

參與地區網絡，例如本校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的理

事，曾負責春節聯歡會、境外交流、堆沙活動及代表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到

中國內地與當地大學交流。本人亦曾擔任聯會主辦<勝券在握--升中選校策

略>的講座嘉賓，也是東區警區青少年罪行工作小組成員及東區學校聯絡委

員會成員，曾擔任聯會主辦東區幼稚園及初小講故事比賽評判及連續三年派

學生在東區學校音樂舞蹈朗誦欣賞會中表演。一直以來，本校老師及家長對

服務東區是不遺餘力的；但校網調整後，本校便未能繼續服務東區，而要轉

移服務一個陌生的區域，校方及家長教師會更需重新建立社區關係。 

 

9. 除了服務東區之外，本校一直獲得東區社區的資源，協助學校持續發展，例

如警務處東區警民關係組、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等。

特別位於柴灣的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他們一直為本校提供社工的服務，派

駐校社工輔導本校學生。假如調整本校校網，這機構或許不會提供資源給本

校，本校需另覓灣仔區社區服務中心提供協助。 

 

10. 據悉，是次校網調整，並不是所有位於天后及北角半山區的中、小學都會撥

入灣仔區，此舉並不公平，也欠理據，又可能使兩區中小學學額失衡。 

 

11. 因為教育是重大的民生議題，選校影響家庭，也影響交通策劃及其他社會配

套的資源配置問題，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和教育局應諮詢及重視學校及受影響

學校持份者的意見。局方應與受影響的學校作深入、優先及重點的諮詢，而

非只進行一般的諮詢。 

 

本校重申反對調整本校校網的建議，局方不要犠牲學校家長及學生的利益。 
 
 
 
 

                                                   (梁東榮)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校長 

 

二Ο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