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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12月 10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新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教統會”)的透明度及代表性
 

 

《 2002年教育重組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部
分委員認為，長遠而言，合併後的新教統會應成為

法定機構，方可加強其諮詢角色。在內務委員會於

2003年 2月 7日舉行的會議席上，何秀蘭議員建議教
育事務委員會跟進此事。  
 
政府當局已表明無意將教統會轉為法定機構。  
 
 

建議刪除此  
項目  

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下稱 “考評局 ”)在香港以外地方
舉辦考試  

 

 

《 2003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要求教育統籌局局長在考評局即將在香港以外地

方舉辦考試前，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考評局將如

何執行公開試的保密措施。  
 
 

尚待確定  

3. 在小學實施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 (下稱 “英語母
語教師 ”)計劃  

 

 

在 2003年 11月 17日會議席上，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
表示支持在小學實施英語母語教師計劃，並要求政

府當局檢討小學英語母語教師的表現，以期制訂為

學校提供英語母語教師的長遠策略。  
 
該議題原定於 2004年 11月 8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討論。按照商定安排，此議題將會押後至 2005
年 1月 10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屆時會
向議員匯報在小學實施英語母語教師計劃的最新發

展。  
 

2005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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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4. 學校自我評估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2004年3月3
日的會議上決定把此事項，包括學校自我評估對教師
工作量的影響一事，轉交教育事務委員會作跟進討論。 
 
政府當局將於 2004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闡述有關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進度報告，
內容包括學校自我評估。  
 
 

2004年 12月 13日

5. 香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  
 

 

在 2004年 3月 15日會議席上，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要
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就題為《共
展所長，與時俱進》的文件所詳載的建議，匯報落
實該等建議的工作進度。教資會秘書長承諾在較後
階段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  
 
 

尚待確定  

6. 解除規管後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教職員薪酬制度  
 

 

在 2004年 7月 5日會議席上，教育事務委員會聽取代
表團體就上述事項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教育事務委
員會委員對於教職員與管理層之間的糾紛與教資會
資助院校管治組織在發展和落實新的薪酬制度的過
程中擔當的角色普遍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教資會資
助院校應設立公平、公開及具透明度的上訴機制，
以便成立及落實新的薪酬制度。此外，部分委員建
議設立機制，監察大學校董會的表現和校董會成員
的出席率，而大學校董會的會議紀錄亦應公開。  
 
委員贊成事務委員會在新一屆立法會跟進此議題。
就此，楊森議員要求各大學行政當局的代表向其校
董會轉達代表團體的意見和關注，並建議各間大
學、教資會及教育統籌局跟進由代表團體提出的下
列事宜⎯⎯ 
 

尚待確定  

(a) 按合約條款聘用新入職員工的問題，因為此
方式會影響大學延攬優質教學人員的能力； 

 
(b) 與上層員工相比，下層員工的減薪百分率

較大；  
 
(c) 設立上訴機制及申訴機制，讓因為實施新的

薪酬制度感到受屈的員工可以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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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d) 對教資會資助院校內的相若職系採用合理

及劃一的薪級制度；及  
 
(e) 關於大學強迫以實任形式受聘的現職教學

人員接受轉為合約制僱用條款的投訴。  
 

 

7. 法團校董會的章程樣本  
 

 

《教育條例》經《 2004年教育 (修訂 )條例》修訂後
規定，所有資助學校須在 2009年 7月 1日前呈遞法團
校董會章程的草稿，以設立法團校董會。  
 
政府當局告知，法團校董會章程樣本的英文本已於
2004年 6月 30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交法案委員
會參閱。有關章程樣本的中文本其後於 2004年 7月 6
日的會議上提交予法案委員會。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因應辦學團體提出的要
求，於 2004年 10月 21日將有關章程樣本上載於教統
局網頁。辦學團體可在草擬其法團校董會章程時參
考該樣本，並可隨意對該章程樣本的條文作適應化
修改，以切合本身的情況，惟有關章程內容必須符
合《教育條例》的有關條文。政府當局將會按需要
更新該樣本的內容。  

 
 

建議刪除此  
項目  

8. 規管提供海外升學服務的私營中介機構  
 

 

此項目於 2004年 7月 21日根據立法會申訴制度轉交
事務委員會處理。當值議員與應邀出席議員於 2004
年 7月 17日接見一關注組後認為，為保障學生及家長
的權益，政府應適當修訂《教育條例》，以規管提
供海外升學服務的私營中介機構的運作。  
 
政府當局解釋，該等私營中介機構提供的服務主要
涉及辦理旅遊證件，以及安排交通和住宿等服務，
以便學生入讀由海外機構提供的教育課程。這些服
務屬商業性質，服務使用者受有關消費者權益的法
例所保障。政府當局又指出，很多海外國家已設有
機制，以保障海外學生在當地的權益。倘若香港學
生對海外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和住宿安排感到不
滿，可向有關海外國家的適當機關作出投訴。  
 
鑒於上文所述原因，政府當局建議刪除此項目。  

建議刪除此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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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9.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  

 
 

在2004年10月29日舉行的會議上，委員普遍贊成推行
3年初中、3年高中及4年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學制 (即
“3+3+4”學制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將通識教
育列為核心科目的適當時間、就為教師及校長提供專
業發展計劃及舉辦工作坊擬定計劃、為家長舉辦簡介
會及座談會、重新考慮家長負擔改革學制所引致額外
開支的比例，以及考慮延長 “3+3+4”學制的諮詢期。
當局已於2004年12月6日為事務委員會委員舉行一次
簡報會，以較集中的方式向委員闡釋 “3+3+4”學制。
事務委員會並會於2004年12月20日舉行特別會議，聽
取代表團體就“3+3+4”學制發表意見。  
 
 

2004年 12月 20日

10. 新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事務委員會在2004年11月8日的會議上討論整合學生
車船津貼計劃和跨網車船津貼計劃的建議時，部分委
員認為當局有必要檢討根據整合後的計劃 (新學生車
船津貼計劃 )向來自收入水平及成員數目不同的家庭
的申請人發放全額及半額津貼的資格準則。政府當局
答允於日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尚待確定  

11. 推行小班教學  
 

 

在 2004年 11月 8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 27個團
體／個別人士的意見。出席會議的團體及個別人士
均贊成在學校教育中推行小班教學。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考慮各團體就推行小班教學所提出的意見。委
員並商定，將於日後的會議上再討論此議題。  
 
 

尚待確定  

1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增加學費  
 

 

在 2004年 11月 8日的會議上，張文光議員建議在下次
會議上討論此議題。張議員表示，他接獲有關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最近增加若干兼讀課程學費的投訴。  
 

2004年 12月 13日

註：  
政府當局建議的改動以斜體標示。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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