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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加強「減派」  

穩定中學發展  提升教育質素  
2014 年 3 月 16 日  新聞稿  

A. 即時關注  

1.  教局減派乏力，中學師生人心惶惶  

2013年中一剩餘學額為 3500，教育局漠視業界提出的 3-2-1方案，只推出

2-1-1/1-1-1方案，導致縮減 30多班，全靠學校努力協調，才使縮班數字減至

12班。然而， 2014年中一剩餘學額將增至 4500，但教育局建議的減派數目

竟比去年更少：每班只減派 1人！可預見縮班數目勢必大增，大量學校在縮

無可縮的情況下步向「被自殺」而結束。香港教育界將會動盪數年，數以

萬計的中學生將受嚴重影響。  

2.  立法會關注  

問題的嚴峻已引起立法會議員關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 3月 18日 (星

期二 )的會議，討論「處理中學生人口下降帶來的問題的措施」。為使中學教

育得到健康發展，亦讓學生重回穩定的環境內學習及成長，我們促請議員

支持中學界的共識意見。  

3.  呼籲「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全體委員促成局方加強減派  

「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的職權，包括檢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及其運作細

節，以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見。該會已於 3月 5日舉行會議，據悉有與會校

長委員表達了加強減派的迫切需要，為聽取局方於 3月 18日在立法會所作的

回應，該委員會將於其後續會再議。我們盼望「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能
盡力促成局方加強減派，避免將中學生態再次推向水深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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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學教育環境惡化分析   

1.  縮班殺校、上移錯配、英中下車：  

升中人口持續下降，在經過幾年下降

後，2013至 2016學年將繼續下降近一

成，收生面臨巨大震盪。即使 2016

年後人口趨於穩定，但以中學六年一

個周期計算，動盪將長達十年，中學

界對問題極度憂慮。升中人口由 2013

至 2016年急劇下降， 3年共減 10,800人，中學校長和教協會均向教育局提出

「 3-2-1」減派方案。去年 11月教育事務委員會進行一連兩天公聽會，逾 2

百位校長更以黑衣表態，但當局最終只推出「 2-1-1」或「 1-1-1」減派方案。

面對明年 4,500個空置學額，至 2017年更多達 7,100個，大量位處重災區的中

學，將因縮無可縮而「被自殺」，而上游學校則要承受學生「上移錯配」的

問題，全開英文班的中學，也會因合資格的學生比率不足而「下車」，中學

界將進入災難的年代，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將受嚴重影響。  

2.  現有措施的不足：  

  政府不採納教育界提出的「 3-2-1」減派方案，只推出「 2-1-1」或「 1-1-1」

減派方案，認為足以應對問題，但 83%校長不滿意方案，近 8成校長認為

根本未能解決其地區的收生問題，當中以沙田、屯門及東區為甚。  

  2013學年中一剩餘學額 3,500個。多達 311所學校中一每班減派 2人，另 47

所減派 1人，但仍未足以抵銷同年的人口減幅，政府聲稱只縮減 12班，說

明減派力度足夠。但其實，減派後原需縮減 30班，只靠學校努力協調才

減低了縮班數字。可是，2014學年升中人口跌幅仍然嚴重，剩餘學額 4,500

個，比去年更為嚴重，若按原定方案，每班最多只減派一人，紓緩作用將

會大減，學校再協調的空間也更小。今年縮班情況將更嚴重，校長團體估

計將縮減 30至 50班。  

 2013 2014 2015 2016 

減派措施  最多減派 2

人  

最多減派 1 人  

（有學校選擇隔年減

班）  

最多減

派 1 人  

無  

剩餘學額  3,200 個  4 ,500 個  5 ,600 個

* 

7 ,100 個 * 

縮減班數  12 班  30-50 班 * 未有估

計  

未有估計  

 *  香港中學議會及十八區中學校長聯席會議估算  

  教育局經常強調「三保」措施足夠穩定局面。但所謂「保學校」，若沒有

足夠減派力度，人口跌幅便要由弱勢學生的學校承擔，而單靠降低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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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只能讓該些學校短暫「吊命」，根本做不到「保實力」。事實上，現時

以 3班或以下開班的中學共有 50間，不少位處收生重災區。來年的縮減亦

將集中於這些區域，不少學校都面臨嚴峻危機。未來三年，升中人口仍會

大減 5,600人，政府如不加強紓緩措施，這些學校將無力抵擋未來三年的

收生衝擊。  

 屯門  東區  沙田  西貢  黃大仙  大埔  南區  

中一開設三班或

以下的學校數目 #  
9 6  6  3  2  5  5  

2014 年剩餘學額  850 750 600 500 450 400 350 

剩餘學額相等的

班數  

(以 3 3 人一班計算 )  

26 23 18 15 14 12 11 

 #  中一 5 1 人開設三班， 2 6 人開設兩班。  

  「三保」另一措施，是讓縮班學校可保留超額教師 3年。但因為沒有從根

本解決問題，炸彈雖推遲 3年但仍會「引爆」。學校將因縮減編制而裁員，

流失的多是年青而開始累積了經驗的教師和教學助理，而師訓畢業生在

編制萎縮下更是入職無望，教師團隊長年沒有新血，斷層將極度嚴重。  

3 .  中學不穩定，損害教學質素：上述分析顯示，如政府不加強抒緩措施，升

中人口下降引致的縮班現象，將衍生一系列深遠後果，直接衝擊教育質素。 

  惡性競爭，不務正業：學校競爭將不止於良性的教學質素之上。為了搶

奪收生，學校將耗費大量心力在招生宣傳，被迫「不務正業」，學生白白

成了犧牲品。  

  差異擴大，上移錯配：升中人口下降，最先縮班的是收取第三組別學生

的學校，最善於照顧弱勢學生的教師隨時流失；第三組別學生上流較高

組別的學校，令上游學校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學難度大增，能力較高的

學生可能會因未能適應，影響他們的學習效能。  

  語言錯配，英中下車：根據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學校中一級如在未來兩

年未能錄取 85%或以上全港首 40%的小六學生， 2016 年起的 6 年內便不

能全開英文班甚或要「下車」，嚴重衝擊現有制度。  

  流失人才，青黃不接：學校編制不斷收縮或凍結，年青及準教師將難以

入職，現職教師工作壓力卻超負荷，士氣低落。專業前景不明，導致年青

人才流失，教師團隊將青黃不接，造成嚴重斷層，導致教學經驗無法傳承，

對教育和社會發展都遺害深遠。  

  前景不明，影響規劃：面對人口波動，學校編制人手不穩定，學校難以

作較長遠的教學規劃，以致未能提供連貫和持續的教學活動。學校發展受

到制肘，對家長和學生而言，絕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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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強烈要求  

政府必須積極對應學生人口下降問題，而非逐年為學校「吊命」。我們提出

一系列穩定中學，改善教學環境的措施，是建基於政府財政穩健、教師人

手充裕，政府有絕對優勢，善用中學人口下降的機遇，提升教育質素。  

1 .  即時措施：  

a)  加強減派：  

在現有減派方案上，進一步減少派位人數。例如：由原來 2013-2016學年的

2-1-1-0減派方案，改為 2-2-2-1；收生最嚴峻的地區可加推至 2-3-3-1，換言

之，學校可以區本彈性地選擇減派 1至 3人，讓各區學額可達較佳的供求平

衡。減派優於縮班之處，在於避免縮班學生「上移錯配」，使學校繼續有專

才，為學生打造最優質的學習環境。  

 2014/15 2015/16 2016/17 

現行減派方案  1 人  1 人  0 人  

建議的區本方案  1-3 人  1-3 人   1 人  

 

必須強調，升中人口下降，即使心儀學校學額減少，但因 3 個組別的學生

是以相同比例遞減，因此減派並不影響入讀心儀學校的比率。以去年中一

每班最多減派 2 人為例，學生獲派首三志願的比率非但沒有因此減少，反

而創下歷年新高，達 89%。可見，適量加強減派，可令三類學校的學額達

致更佳的平衡，不會減低學生獲派心儀中學的機會率，更避免了學生上移

錯配，讓學校各司其職，學生可在最適切的環境中學習。  

b) 融合生加權資助：  

點算收生人數，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應作加權計算，例如：收取一名自閉

症學生以兩名學生計算；並為收取大量特教生的學校，增加 1至 2名編制教

師。此舉可解決現時特教生只以撥款形式支援，只能增聘不穩定的合約教

師，影響教育質素。  

c )  降低直資收生上限：  

中學人口下降期，在不扣減現有資源下，降低直資中學收生人數上限。   

2.  輔助措施：  

  專位專用：人口下降並不減少學生入讀心儀學校的比率，無須以留班位

收取叩門生，故未來三年學校的中一留班位，可只用於原校中一學生留班。 

  調低開班線：適度下調開班線，建議由現時的 26人下調至 20人。  

  停收叩門生：收取足夠開班學生的學校，應停止收取叩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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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遠政策：  

  停止殺校：穩定中學發展，首要停止殺校政策，並將縮班震盪減至最低。 

  改善編制人手：增加常額教席，避免教育斷層，保留人手預備中學人口

回升。  

  小班教學：長遠目標，逐步減少每班學生人數，邁向 25人的小班教學，

回應社會對教育質素的高期望。  

D. 改善教師編制  根本解決中學教育質素的問題  

1.  中學人口下降，政府沒有善用時機改善教學環境，在中學以減班和縮班應

對問題，令教師編制長期萎縮或凍結，一方面現職教師工作量超標，另一

方面年青合約教師縱然表現優秀也要離校，他們當中不少是新高中推行初

期以有時限津貼聘請，累積了相當經驗，對教改作出貢獻，最終卻被迫流

失，師訓新畢業生就更入職無望。升中人口 3 年後才回穩，中學 6 年一個

周期，意味教育斷層可長逾 10 年。政府數據顯示，未來年青人力資源缺

乏，但政府卻大量浪費年青教師，與人口政策規劃背道而馳。  

2 .  事實上，香港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在世界排行前列，教學節數亦冠絕兩岸

四地，教學以外的行政雜務繁多。教育改革為教師增添了大量工作，但多

年來卻沒有改善常額教師編制，教改工作全靠不斷擠壓教師的時間完成，

導致教師身心耗竭。為此，本會爭取改善常額編制，減少教師教節，還教

師教學空間，做好教育和輔導工作，同時可加快年青教師入職，重建教師

團隊的健康傳承。四項跟進行動如下：  

  聯署聲明：本會中學行動組發起「改善教師編制  加強學生照顧  提升教

育質素」聯署聲明，邀請中小學及大學同工聯署。回收一個多星期，截

至今天 (3月 16日 )中午，獲 2,668位教師簽署（網上聯署： 1,012，傳真／

會所聯署： 1,656），回收工作仍在繼續。聲明訴求如下：  

 

 

 

 

 

 

 
 

  議案辯論：本會立法會代表葉建源，已在立法會動議討論改善教學環境，

內容涵蓋改善教師編制，希望透過議會及社會的討論和壓力，力促政府

1. 立即檢討中小學教師編制，並進行公開諮詢； 

2. 中學方面，初中由每班 1.7 位教師改善至不少於 2.0 位，高中由每班 2.0 位教師改

善至不少於 2.3 位。以一位教師每周任教 30 節計算，大約可減少 4 至 5 個教節； 

3. 小學方面，由每班 1.5 位教師改善至不少於 1.8 位，以一位教師每周任教 30 節計算，

大約可減少 5 個教節；及 

4. 完成編制檢討前，應保留或增加原有的學校津貼，並在短時間內，將短期津貼轉為常

額撥款，讓學校有穩定的教學人手和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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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師人手，提升教育質素，有關辯論預計排期至 4 月底進行。  

  口頭質詢：葉建源也會於 3 月 26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就政府檢討班師比

例及教師編制等問題，向教育局局長直接提出口頭質詢。  

  問卷調查：為配合動議辯論，教協會正進行一項「公營中小學教師教學

節數與工作壓力」問卷調查，希望透過問卷調查，搜集前線教師教學節

數及工作情況，令議案訴求的理據更堅實，可更有力地爭取政府作出改

善。  

3 .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強調「優越的競爭力並非理所當然，香港需

要把握機會增加實力，以鞏固國際都會的地位」，教育正正是提升競爭力

的重要一環。我們要求當局解決人口下降對中學造成的震盪，長遠規劃學

額和教師人手，改善教師編制，把握契機改善教學環境和教育質素，提升

香港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