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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中學校長會對高中新學制的班級結構重整的意見 

1. 沙田區中學學位過剩的問題，由來已久。十多年來，教統局（和以前的教育署）
每年均需從附近各區輸入中一學生，以填滿本區過剩的學位。由外區派來的中一

學生數目，從初年每校 6 名，增加至今年每校 26 名，充份證明本區中學學位供過

於求的問題，不斷惡化。多年來，本會多次向當局反映，按全港學童人口數目，

但不理學童人口分佈而建校的教育政策，將令區內學位供應嚴重失衡。由具體的

數字看，2000 年時本區有 41 間中學提供中學學位，今年則有 46 間，還有 3 間中

學將於短期內落成及招生。數年間，本區中學數目增加了約 20%，遠遠高於本區

學童人口增加率。長期以來，教育當局不斷在本區增建中學，引至學位嚴重供過

於求，應負上難以推卸的責任。 

2. 根據教統局的資料，05/06 學年沙田區有中一學生 7268 人。因九龍區中一學位不

足，上列數字包括幾百名由九龍各校網派往沙田區就讀的學生。沙田區現有 45

間中學提供中一學位。 

3. 根據 05 年 1 月 5 日立法會資料，05/06 學年全港有中一學生 82248 人，至 2011/12

學年時，則祇有 45655 人。有香港人口發展趨勢研究指出，香港每年級的學童人

口（包括流出和流入人口），將於約 45000 人的水平穩定下來，不再明顯增加或減

少。換言之，香港基礎教育學額供過於求的現象，不是暫時的問題，政府需要正

視。 

4. 立法會資料顯示，2011/12 學年時沙田區中一學生人數為 3158 人。估計到時九龍

市區學額也過剩，無餘額向沙田區輸出。以 3158 人，每班 38 人，每級 5 班計，

到時祇需 16-17 間中學便足夠。換言之，沙田區於未來 5 年內，中學的數目將由

45 間逐年遞減至 16-17 間。 

5. 有見及此，本會於 06 年 4 月 12 日去信教統局常任秘書長羅范椒芬女士，建議在

不增加額外資源的前題下，解決全港中學的學額失衡問題。本會至今仍未收到正

式的回覆。本會的建議包括修改全港中學的班級結構，由每級五班減至四班。這

計劃需要教統局主導統籌，調協各區學校互相配合，才有成功的機會；但教統局

不願承擔責任，使這計劃無疾而終。 

6. 再者，要區內沒有收生壓力的學校主動縮班，教統局需要對該等學校的超額教師
作出妥善的安排，否則對他們是極為不公平的。可惜，教統局的口頭承諾，不能

完全解決超額教師問題，使全區學校主動縮班的建議，並不可行。 

7. 社會人士多以「優勝劣敗」的角度看問題，認為被「殺」的學校一定辦得不好，
但教育當局也承認，區內一些面臨收生不足而會被「殺」的中學，正在為區內成

績最弱的一群同學，提供優質的教育，且成績顯著。這些學校不是「劣」校，祇

是沒有足夠的家長選擇它們罷了。教統局的「殺校」政策，是否公平呢？為何不

讓取錄成績較弱學生的學校少收幾名學生，使老師更能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使

他們的學習效果得到更大的提升？為各類學校調配不同資源，以達因材施教的方

針，有何不妥？ 

8. 當學位嚴重過剩時，收生能力最弱的學校會相繼結束，在學位與學生人數達至平
衡前，學校間的惡性競爭必然出現，嚴重地影響學校生態環境，這場戰事沒有贏

家，但輸得最慘的是我們的下一代，因為學校不再能夠全心全意的培育他們成材。 

9. 本會懇請各議員敦促教育當局，承擔其不可推卸的責任，在制定新學制的班級結
構時，從歷史中學習，並面向未來，制訂適切合理的措施，培育人材，造福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