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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5 年 6 月 24 日  

 
 
總目 156－政府總部：教育統籌局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支援發展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的措施」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24 億 4 ,720 萬元的新承擔
額，以推行支援發展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的措施。 

 
 
問題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教資會」)資助院校和中學需要非經常
的資源，以實施過渡至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即「 3+3+4」學制 )所需
安排。   
 
 
建議  
 
2 .  教育統籌局局長建議開立為數 24 億 4 ,720 萬元的非經常開支新承
擔額，以推行措施，支援在 2005／ 06 至 2011／ 12 這 7 個學年期間發
展新學制。  
 
3 .  就中學而言，新學制會在 2009／ 10 學年開始實施，屆時會有首批
高中一年級學生；就教資會資助院校而言，新學制則在 2012／ 13 學年
開始實施，屆時會開辦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第一年課程。支援教資會

資助院校和中學在籌備期 (即 2005／ 06 至 2008／ 09 的 4 個學年 )及過渡
期 (即 2009／ 10 至 2011／ 12 的 3 個學年 )推行發展新學制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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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界別  
 

( A )  發展新學士學位課程  
 
中學界別  
 

( B )  發展新高中課程  
 
( C )  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  
 
( D )  為校長及教師提供核心培訓  
 
(E )  發放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F )  發放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 G )  就公開考試及評核工作作出過渡安排  

 
 
理由  
 
發展新學士學位課程  
 
4 .  實施新學制後，大學教育需要增加一年。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應

連貫一致，而不是在現有的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附加一年課程那麼簡

單。當局期望，各教資會資助院校能因應新高中教育的改變，以整合

模式重新設計其四年制課程，讓學生有機會接受更寬廣的教育，促進

他們的全人發展。教資會及其資助院校須手檢討和重新設計四年制

學士學位課程，進行上述工作時須考慮下述因素－  
 

( a )  新高中課程所涵蓋的範疇會更寬廣，但同時減少專門化；  
 
( b )  實施新學制後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收生準則會有所改變；  
 
( c )  有 需 要 在 日 後 實 施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時 拓 闊 大 學 生 的 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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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有需要在過渡期間同時容納三年制和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
學生；以及  

 
( e )  有需要促進院校之間的學分能互認和轉移，課程之間能妥善

銜接，以及學生能在不同階段入學或離校。  
 
5 .  教資會資助院校亦需要在過渡期作出額外開支，例如在下述方面－  
 

( a )  在取錄首批新學制的學生前須增聘學術、專業和輔助人員，
以便為各項轉變作好準備，確保能順利過渡至新學制；以及  

 
( b )  增加用以更改和提升院校相關資訊系統的行政費用，從而配

合在入學、學生記錄、評估管理和學生資助管理方面的新安

排。  
 

 
發展新高中課程  
 
6 .  在新學制下，高中生會修讀 4 個核心科目，分別是中國語文、英
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以及選讀 2 至 3 個選修科目及／或職業導
向教育，並輔以納入正規課程內的其他學習經歷。新高中課程涵蓋的

科目共有 24 個，分屬 8 個主要學習領域；部分為嶄新科目，須從頭研
訂，部分科目則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切合現今的需要，另有部

分科目則須在現有中四至中五和中六至中七課程的基礎上予以整合。  
 
7 .  我們上次曾就整體課程架構進行公眾諮詢，稍後也會就個別科目

的課程細節及評核架構展開諮詢。教育統籌局 (下稱「教統局」 )的課程
發展處會根據兩次諮詢蒐集所得的資料，進行大規模的發展和重新發

展課程的工作，以充實新高中課程、增潤課程內容、在學校試行課程，

以及進行必要的研究和評估工作。課程發展處計劃在上述過程中制定

課程架構，務求讓學生有更均衡和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該處在進行諮

詢時會聽取各方意見，並會確保新課程架構切合學生不同的需要，包

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各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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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除此之外，新高中課程必須與相關的考評機制一併研訂，確保兩

者緊密配合。課程發展處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下稱「考評局」 )通力
合作，編製課程及評核材料 (當中包括能說明課程與評核之間固有關係
的評核標準和示例 )；並就每個科目提供明確指引，供教師和學生參考。
課程發展處與考評局必須在新學制由 2009／ 10 學年開始實施之前 少

兩年，完成並備妥新高中課程及評核的細節安排，以便出版商有充裕

時間編製課本和參考資料；讓教師有充分時間就新課程和評核制度作

好準備，並編訂學與教材料，而學校也有足夠時間進行籌劃和調配教

師教授有關科目。  
 
9 .  與課程發展處日常進行的工作相比，上述課程發展工作的規模龐

大得多，因此需要額外資源。我們會撥款予課程發展處，以進行下述工

作－  
 

( a )  為課程發展處相關組別增聘科目專家，以及在有需要時向外
間僱用專業服務，以推展課程發展工作；  

 
( b )  製作課程評估指引、教材和學習材料；  
 
( c )  為各項指定目標進行研究計劃、按時間表安排指導訪問、進

行外部品質保證覆檢，並參照海外機構所得的經驗，研究新

制定課程的可比較性和切實可行性；以及  
 
( d )  進行宣傳和籌辦活動 (例如論壇和研討會 )，以便向有關各方推

介新的課程架構。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10 .  新高中課程會提供足夠選擇，以配合不同學生 (包括資優學生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的不同學習需要。對實用科目有才能傾向和興趣
的學生不僅可修讀其他選修科目，還可選讀職業導向教育。各界廣泛

支 持 把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納 入 新 高 中 課 程 ， 但 對 有 關 科 目 的 地 位 和 認 受

性，以及學校為學生提供這類學習機會的誘因和能力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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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為處理各界所關注的事項，以及在新學制下把職業導向教育納入
新 高 中 課 程 ， 我 們 計 劃 撥 款 進 行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的 發 展 和 評 審 工

作。職業導向課程現正在中學試行，我們會根據所得的經驗，發展有

關課程的內容和類別，並會進行質素保證，以及請香港學術評審局評

審有關課程。此舉一方面有助確保職業導向教育課程質素良好並符合

標準，另一方面亦能提高有關課程的公眾認受性。待職業導向教育課

程試辦計劃展開後，我們便會不時檢討有關課程的性質和甄選情況，

確保課程切合當前社會的需要。  
 
12 .  有別於傳統科目，多元化學習 (包括職業導向教育 )可採用不同模式
推行。舉例來說，學校可向其他服務機構 (例如職業訓練局 )購買學額；
聘請或重新培訓教師，安排他們在校內授課；及／或與伙伴／鄰近學

校合作，互相取長補短，為雙方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我們

計劃在新學制下把職業導向教育全面納入新高中課程之前，嘗試以各

種模式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以研究各種模式的可行性。  
 
13 .  我們計劃在 2009／ 10 學年職業導向教育全面納入新高中課程之
前，試辦職業導向教育課程，在 2005／ 06 至 2007／ 08 這 3 個學年期
間，提供約 19  500 個學額。實際試辦學額的數目和分配情況，須視乎
職業導向教育課程的數目、所需成本和學生的選擇而定。為與現行高

中學費的收費安排保持一致，修讀職業導向教育試辦課程的學生亦須

繳付學費，金額定為課程成本 1 8 %  左右。為確保沒有學生因為經濟困
難而失卻修讀職業導向教育課程的機會，我們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資助，申請條件與高中學費減免計劃的條件相同。  
 
 
為校長及教師提供核心培訓  
 
14 .  在進行新學制的公眾諮詢期間，社會人士提出的意見強調，教師
是否作好準備迎接學制改革、對應付學制改革的能力和信心，是新學

制能否成功推行的關鍵之一。對教師來說，他們則關注會否得到足夠

的專業培訓，以助他們為新學制的新高中課程作好準備。  
 
15 .  我們計劃為校長及參與策劃和領導學校過渡至新學制的教師提供
培訓；並會按科目為專科教師提供核心培訓，讓他們掌握新高中課程

的基礎知識。簡而言之，為校長和教師提供的核心培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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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為校長和參與策劃和領導學校過渡至新學制的資深中學人員
提供至少 35 小時的培訓課程；  

 
( b )   為會繼續任教現有科目的教師提供 少 30 小時的專業發展培

訓；以及  
 
( c )  為將會任教新的通識教育科目的教師提供 少 100 小時的培

訓課程 (其中 35 小時為必修部分，其餘則讓教師按需要選修 )。 
 
我們估計，參與上述培訓課程的中學教師會超過 12  000 名，培訓總時
數約 900  000 小時。  
 
16 .  除了上述有關新高中課程的培訓，我們亦會提供有關評核制度的
專業培訓，特別是有關預期會推出的水平和校本評核方面的培訓。我

們 會 按 科 目 提 供 有 關 評 核 制 度 的 培 訓 。 上 述 培 訓 是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04 年 2 月 27 日批准一筆為數 1 億 3 ,670 萬元給予考評局的撥款用以
發展評核和研究工作 1(見 F C R ( 2 0 0 3 - 0 4 ) 6 5 號文件 )以外，提供的額外培
訓。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17 .  在公眾諮詢期間，亦有教師關注到能否在現有的教學工作以外，
兼顧專業發展的需求。為確保教師能在專業培訓及發展方面取得 大

的效益，為推行新學制作好準備，我們需要提高學校和教師 (包括特殊
學校及其教師 )的能力，俾能應付新轉變，繼續他們的可持續發展。  
 
18 .  向中學提供擬議的教師專業準備津貼，津貼額相等於在 2005／ 06 至
2008／ 09 的 4 個學年內平均每年向每所中學提供多 1 .0 名學位教師所
需的費用。此舉不但有助作出替假安排，讓在職教師有時間參與必需

的專業培訓和發展活動，還可協助資深教師騰出時間，協助校長在學

校層面策劃和統籌過渡至新高中課程的工作。除聘請全職或兼職的教

師外，學校更可靈活地因應個別的校本需要，僱用適切的支援服務。  

                                                 
1 該筆 1 億 3,670 萬元撥款是批予考評局，用以發展和研究各種評核方法，包括水平釐
定和範例、校內評估和以較廣角度提供的評核培訓 (包括向教師教授評核概念和技
巧、利用評核機制以加強學習等 )。在 1 億 3,670 萬元撥款中，有 1,100 萬元預留作為
教師提供有關一般評核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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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我們預期，由現在至實施新學制期間，教師將要面對課程和評核
方面許多轉變，包括在 2007 年率先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和包括校內評估
元素的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科考試。有些較先進的學校和較積極的教

師應可為學制改革作好準備，但亦有部分學校需要較多支援。為此，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亦可支援學校僱用服務，提升教師和學校的專業能

力，以切合不同學校的特定需要。待學校擬定本身的教職員發展計劃，

以配合新高中課程和評核發展計劃後，個別學校的實際需要才會較為

清晰。我們已預留款項，協助學校和教師提升其專業能力。待各中學

擬定其過渡計劃後，我們會按照當前情況，決定實際的支援方式。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20 .  為確保順利過渡至新高中課程，中學或需添置輔助材料和必需的
硬件 (例如實施新高中課程所需的家具和設備 )。因此，我們建議為各中
學提供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學校可運用這項津貼，購置必需的學與

教材料，並應付起動階段的開支，包括進行小規模改建工程、購置家

具、設備和所需的其他項目，以便過渡至新高中課程及新學制。  
 
 
就公開考試及評核工作作出過渡安排  
 
21 .  在新學制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會取代現有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
港高級程度會考。新的文憑考試會採用水平參照模式釐定成績，長遠

而言，我們計劃在各科逐步引入校內評估元素。新文憑可銜接國際升

學途徑，並符合國際基準。  
 
22 .  為使首批考生熟習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情況，並確保新考試有效
和可靠，考評局必須事先舉行模擬考試，以便釐定標準和取得國際認

可。考評局現計劃在 2012 年夏季首次實際舉行新的文憑考試之前數
月，舉行一次模擬考試。為公平起見，所有學生均可參加模擬考試。

廣泛的考生參與亦有助提供足夠數據，讓我們對評分機制、數據分析

程序、釐定標準程序進行嚴格分析，並測試有關資訊系統是否可靠。

考評局須預早策劃和制定模擬考試和首次實際舉行的文憑考試，同時

亦須舉辦尚在進行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會一如現行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繼續以自負

盈虧的方式運作，以考試費支付運作開支。不過，由於我們無意向參

加模擬考試的學生收取考試費，所以須向考評局提供撥款，以供舉行

模擬考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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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時間表  
 
23 .  新學制的籌備工作必須盡早展開，以便教資會資助院校、院校的
教學人員和輔助人員、各中學、中學校長和教師，以及其他有關人士

均獲得妥善的支援，能為日後的轉變作好準備。在公眾諮詢期內，各

界強烈支持應有充裕時間作為籌備期，並在 2009 年開始實施新高中學
制。有見及此，我們認為現時開立非經常開支承擔額，以應付上述撥

款需求，讓各中學及教資會資助院校展開籌備工作，是切合時宜的安

排。  
 
 
對財政的影響  
 
24 .  在 2004 年 10 月發表的公眾諮詢文件中，教統局曾估計需要約  
33 億元的非經常開支，用以發展新高中課程及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在過渡期內開設額外的班級 2。  
 
25 .  因應社會人士在公眾諮詢期間 (已於 2005 年 1 月結束 )提出的關注
事項，我們現估計所需的非經常開支會增至約 44 億元。所需款項增加，
主要是由於有需要應付課程發展及教師培訓方面的殷切需求，並為學

校提供資助，讓他們可在學校層面作出規劃、提供專業培訓課程，並

作好準備以過渡至新學制。在 44 億元當中，我們現建議預留 24 億 4,720 萬
元，用以資助本文件所述的支援措施，其餘款項則用以在過渡期間開

設額外班級，以及用作其他於較後時間才能確定的用途。因此，我們

建議，現在開立一筆為數 24 億 4 ,720 萬元的非經常開支承擔額，以提
供款項，協助教資會資助院校及各中學作好準備。  
 
26 .  根據我們目前盡力作出 準確的估計，現把推行支援設施所需的

非經常開支分項數字載列如下－  

                                                 
2 在過渡至新學制時，會有一個學年同時有現行學制的 後一批中七學生和新學制的首

批高中三學生。因此，我們須為這個「重疊」情況開設額外班級。  



F C R ( 2 0 0 5 - 0 6 ) 2 4  第 9頁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教資會界別   
( A )  發展新學士學位課程  548 .5  
 中學界別   
( B )  發展新高中課程  207 .0  
( C )  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  115 .6  
( D )  為校長及教師提供核心培訓  224 .0  
( E )  發放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906 .0  
( F )  發放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138 .6  
( G )  就公開考試及評核工作作過渡安排  85 .0  
 小計  2 ,224 .7  
 應急費用 ( 1 0 %)  222 .5  
 總計  2 ,447 .2  

 
附件1 上述估計開支的進一步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1。   

 
附件2 27 .  預測的現金流量撮述如下，詳情則載於附件 2－  

 
財政年度  百萬元  
2 0 0 5 - 0 6  3 6 1 . 4  
2 0 0 6 - 0 7  4 3 5 . 3  
2 0 0 7 - 0 8  3 8 2 . 6  
2 0 0 8 - 0 9  4 4 6 . 5  
2 0 0 9 - 1 0  1 2 3 . 5  
2 0 1 0 - 1 1  3 1 5 . 8  
2 0 1 1 - 1 2  1 5 9 . 6  
小計  2 , 224 .7  

應急費用  222 .5  
總計  2 , 447 .2  

 
28 .  鑑於學制改革工作規模龐大，推行時間漫長，我們需要作出靈活
安排，以便在進行籌備工作期間應付可能突然出現的需要和不斷轉變

的需求。我們會密切監察和檢討開支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在開支類別

之間撥調資源，以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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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如這項建議獲委員批准，我們會在核准承擔額中撥款應付有關財
政年度所需的現金流量。至於 2 0 0 5 - 0 6 年度，我們已在預算中預留所需
撥款。  
 
 
背景資料  
 
30 .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能幫助我們的下一代作好準備，以配合知
識型社會的需求，因此，行政長官在 2004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
為發展新學制定下方向。其後，他又在 2005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
承諾會積極推展學制改革工作。  
 
31 .  當局曾展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蒐集巿民對新學制的設
計藍圖、實施時間及財政安排的意見。公眾諮詢期在 2005 年 1 月 19 日
結束。  
 
32 .  社會上各有關的主要團體均對新學制的方向深表支持。大部分人
士已就課程及評核改革的目的和工作規劃達成共識，但有部分人士仍

然對學制改革的步伐和某些改革項目的支援措施表示關注。我們仍須

就上述關注事項再作磋商，並與有關方面保持聯繫，以進一步落實有

關細節。教育工作者亦要求當局增撥資源，以支援教師培訓，從而提

升教師適應學制改革的能力。  
 
 
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  
 
33 .  我們在 2005 年 6 月 3 日就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建議諮詢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當局提供資源，以支援新學制的籌備和推行工

作。部分委員要求當局提供估計開支的詳細分項數字，這些資料現載

於本文件附件 1。部分委員亦關注到，由於新的需要或會陸續湧現，情
況亦不斷轉變，當局在推行支援措施時能否靈活地調撥資源。關於這

點，我們已在上文第 28 段作出解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統籌局  
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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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發展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的措施  
目前預算費用詳細分項數字  

 
 

 措施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A  發展新學士學位課程   

A1  提早聘請教學人員，為推行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作好準備  

(我們估計，為推行新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而增
聘的教學人員，當中有一半會提早在 2012／ 13 學
年推行新課程前 6 個月聘請，餘下一半則會在  
1 個月前聘請。 )  

257 .3  

A2 發展新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我們估計，當局需要聘用超過 60 名全職專業人
員，為期兩年，以便在 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大
約 50 個學院統籌和推行課程改革工作。 )  

227 .0  

A3 額外的輔助人員及開發 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行
政系統  

64 .2  

 A1 至 A3 項  小計  548 .5  

B 發展新高中課程   

B1  聘 請 專 業 人 士 或 僱 用 專 業 服 務 進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的發展和審核工作  

(我們估計，發展新高中課程的 24 個科目平均每
科需要聘請 2 .5 個專業人員或僱用等值的專業服
務。 )  

1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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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B2  擬備課程文件和製作教材，以及為教師提供教學

支援  

(我們估計，24 個新高中科目每科約需 150 萬元。)  

36 .0  

B3 與學校共同進行研究和發展計劃，以推行新課程  

(我們估計，24 個新高中科目每科約需 70 萬元。)  

16 .8  

B4 宣傳和推介新課程，並向學校和教師分發教材  

(我們估計， 24 個新高中科目每科約需 50 萬元。
整體宣傳工作另需 50 萬元。 )  

12 .5  

 B1 至 B4 項  小計  207 .0  

C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C1  試辦職業導向教育課程，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資助  

(我們估計，試辦計劃會開辦超過 40 個職業導向
教育課程，合共提供 19  500 個學額，每個學額的
成本約 5 ,500 元至 8 ,000 元。修讀這些課程的學
生須繳付學費，金額定為課程成本 18%。我們會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費減免。 )  

111 .4  

C2 評審新開辦的職業導向教育課程  

(有關款項包括評審超過 40 個職業導向教育課程
的費用，以及重新評審可能會視乎試辦計劃的結

果 而 作 出 改 善 ／ 改 良 的 大 約 三 分 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課程的費用。 )  

4 . 2  

 C1 至 C2 項  小計  1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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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D  為校長和教師提供核心培訓   

D1  為 所 有 學 校 的 管 理 人 員 和 教 師 提 供 有 關 新 高 中

科目的核心課程培訓  

(我們會為 12  000 名中學教師提供培訓，包括為
校長和參與策劃的資深人員提供至少 35 小時的
培訓課程，以及為科目教師提供每個新高中科目

至少 30 小時的培訓課程。我們亦會為大約 3 600 名
任 教 通 識 教 育 這 個 新 科 目 的 教 師 提 供 額 外 的 培

訓，培訓時間 少為 100 小時。至於學校的管理
人員，我們會為他們開辦多個工作坊，以協助他

們在學校層面帶領學校進行改革，以過渡至新高

中課程。 )  

192 .1  

D2 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下稱「考評局」 )提供校內
評估方面的專科培訓  

(我們會因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會採用水平參照
模式釐定成績的安排，為 1 2  0 0 0 名中學教師提供
校內評估方面的培訓。每個新高中科目的培訓時

間約為 15 小時。 )  

31 .9  

 D1 至 D 2 項  小計  2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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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E  發放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E1  由 2005／ 06 學年開始，我們會為所有中學提供
現金津貼，為期 4 個學年，金額相當於平均每年
每所中學獲提供 1 名學位教師所需的費用。學校
可利用這筆津貼作出替假安排，讓在職教師得以

暫時放下教學工作，參加培訓課程。學校亦可藉

這筆津貼作出安排，讓 1 名資深教師得以騰出
時間，協助統籌過渡至新高中課程的工作  

(在籌備期間，每所學校需要相當於半名學位教師
的 資 源 ， 才 能 讓 在 職 教 師 騰 出 時 間 接 受 核 心 培

訓。每所學校亦需要相當於另外半名學位教師的

資源，讓 1 名資深教師放下一半工作，以協助在
學校層面統籌過渡至新高中課程的工作。 )  

786 .0  

E2 預留一筆款項，以便向中學提供進一步支援，協

助學校以校本形式僱用專業及支援服務，從而在

過渡期間為教師提供支援  

(當中學擬定其過渡計劃後，我們會按照當前情
況，考慮實際所需的撥款額。 )  

120 .0  

 E1 至 E2 項  小計  906 .0  

F 發放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我們會為所有中學提供現金津貼，以便學校購置

所需的學與教材料和設備  

(我 們 估 計 ， 每 所 學 校 的 每 個 新 高 中 科 目 需 要
20 ,000 元津貼。 )  

138 .6  

 F 項  小計  13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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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估計開支  
(百萬元 )  

G  公開考試及評核工作的過渡費用   

 我們會在實際舉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前，為所有

首批高中三學生舉辦模擬考試  

(這筆預算費用是根據考評局現時舉行香港中學
會考所需的運作開支計算。 )  

85 .0  

 G 項  小計  85 .0  

 A 至 G 項  小計  2 , 224 .7  

 應急費用 ( 1 0 % )  222 .5  

 所需的撥款總額  2 ,447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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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發展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的措施  
現金流量預測  

 

財政年度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小計  

項目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發展新學士學位

課程  
   69.8 99.7 219.4 159.6 548.5

發展新高中課程  91.0 55.4 17.8 17.8 13.6 11.4 207.0

提供多元化學習

機會  
7 .5 24.2 39.8 33.9 10.2  115.6

為校長及教師提

供核心培訓  
40.7 81.5 50.9 50.9  224.0

發放教師專業準

備津貼  
187.5 239.5 239.5 239.5  906.0

發放新高中課程

過渡津貼  
34.7 34.7 34.6 34.6  138.6

就公開考試及評

核工作作出的過

渡安排  

     85.0  85.0

小計  361.4 435.3 382.6 446.5 123.5 315.8 159.6 2,224.7

應急費用         222.5

總計         2 ,44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