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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 29 日 
 
 
 
為 2007 年 11 月 5 日的會議向立法會《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的

文件 
 
 
1. 背景 
 
1.1 在委員會 2007 年 10 月 8 日的會議上，與會者提出了多項寶貴的意見，英基學

校協會謹此致謝。當時與會的團體代表眾多，所提意見也是縝密思考的成果，

足證委員會所要考慮的各項問題均極重要。 
 
1.2 本報告旨在就於該次會議上提出的幾個主要問題，列出英基學校協會的回應。 
 
2. 《英基學校協會條例》的檢討過程 
 
2.1 值得注意的是：與會的團體代表，包括各位校長、校董會主席、家長、教師 

(雖然略有保留) 和非教學人員，大部分均同意有關的諮詢進行得全面而充分。 
 
2.2 《英基學校協會 (修訂) 條例草案》已在協會內部反覆討論了接近三年，一般人

都認為，現在是告一段落的適當時候。 
 
3. 取消協會管理局中的立法會議員席位 
 
3.1 我們尊重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但同時也考慮到：各位家長和教師對於

在協會管理局中設有公職人員代表 (不論其來自立法會還是教育局) 的某種安

排，仍然是大力支持的。 
 
3.2 假如兩個立法會議員的席位一定要取消的話，則委員會應當考慮管理局各類成

員的均衡參與。英基學校專業教師協會要求把其中一個席位撥給該教師工會；

對於這個看法，英基學校協會不敢苟同，因為此舉會有損於管理局的戰略和管

理角色。至於把這個席位撥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使家長成員的人數

增至 8 人，英基學校協會對此也恕難同意，因為這會令家長與教職員的成員合

共增至 12 人；在一個成員總數僅為 25 人的團體中，這就會使有真接利害關係

的成員和身分獨立或站在管理者立場的成員 (校董會主席和來自學術界、專業

團體和商界的成員) 之間，欠缺一個恰當的比例，而這種比例正是我們在諮詢

過程中所致力謀求的。其結果很可能是損害管理局在困難問題上作出公正決定

的能力。 
 
3.3 因此，假如委員會決定要取消立法會議員的席位的話，英基學校協會建議在管

理局中多設一個校董會主席的席位，該人由校董會主席委員會選出，使校董會

主席的人數增至 4 人；而另一席位則應予取消，使管理局有投票權的成員總數

減至 25 人，另加行政總裁。 
 
4. 關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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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代表 
 
4.1.1 各校董會主席、校長、教師和家長教師協會均曾明確表示，讓某一利益群體在

管理局中享有專屬的代表席位，不論這一群體本身如何重要，都是不恰當的。

經廣泛諮詢各利益攸關者後，英基學校協會贊同這一看法。我們相信，管理局

應當照顧的是所有學生的整體利益，而非某一特定群體的利益。修訂條例草稿

第 17 條述明：被提名、選舉或委任為管理局、校董會或委員會成員的人，其成

員身分均建基於該人的個人身分，而非其作為合資格人士組別的代表這個身

分。這正好支持我們的看法：管理局的所有成員，均應立場超然。 
 
4.1.2 各校董會的有投票權成員由 8 人至 14 人不等，規模遠小於管理局。在這個層

次上設置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席位，勢必導致比管理局更為嚴重的失衡，所以

我們不能贊同。 
 
4.1.3 假如委員會決意要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在管理局中爭一代表席位，英

基學校協會建議用下列辦法達到這個目標：在應由所有家長選出的六個席位

中，特別指定其中一個留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 
 
4.1.4 有若干位團體代表建議改善英基學校協會與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之間的

溝通。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英基學校協會贊成以下的建議：在行政總裁的各個

諮詢委員會中，增設一個以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為成員的諮詢委員會。 
 
5. 修訂有關條例中關於協會宗旨及權力的第 4(1)(a)條，加入 ‘不論是否有殘疾或

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字眼 
 
5.1 各校董會主席、校長、家長和教師的代表均明確表示，反對採納這項修改建

議。有關教師 (教職員諮詢議會的和英基學校專業教師協會的代表) 均對在現有

課室的有限空間內引入新式教學法的困難，表示憂慮。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往往需要成人在課室內給予協助，也需要使用特殊設施；這就意味着空間可能

會不敷所需。假如要無限量地接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入學，他們擔心教師

的工作量會因而增加，從而對有額外需要的學生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往往

需要教育助理的協助，也需要較多的活動空間) 和對其他學生的教育質量都產

生不良影響。 
 
5.2 英基學校協會樂於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這個立場是所有利益攸

關團體的代表所強調的，也是英基學校協會所一再申明的。不過，假如要我們

同時保持對所有學生的教育水準和質量，我們和我們的校長便必須有權管理有

關的入學事宜，從而確保只有那些在現有資源的限制下我們仍能成功地提供教

育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入我們的學校就讀。 
 
5.3 立法會法律顧問表示，對於宗旨及權力條文的這項修訂僅屬原則性的說明，不

會改變協會的法定職責。因此，他認為不會使協會在司法覆核方面承擔更大的

風險。 
 
5.4 英基學校協會對此不敢苟同；我們會請我方的法律顧問出席 2007 年 11 月 5 日

的會議，陳述他的意見。據我們了解，我方法律顧問的看法是：假如英基學校

協會的法定宗旨禁止協會顧及任何兒童的 “需要或殘疾” ，則協會一旦行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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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於某一兒童的殘疾或需要而作出不利於他的決定，無論這項決定如何合

理，都會與其宗旨相悖，並因而有可能被人指責為超越權限。這會導致英基學

校協會根本無法管理 (英基學校協會在行使權力時當然有必要顧及兒童的需要

和殘疾)。在此亦有需要指出：要是依照建議中的辦法修改協會的宗旨及權力，

那就不能反映《殘疾歧視條例》所載關於 “不合情理的困難” 的條文的規定。這

個成文法則制定於 1995 年，旨在 “將基於任何人的弱能而在……教育……方面

對他們的歧視定為違法作為” 。既然保障殘人士的主要法例已對香港的教育機

構施加了相關的責任，現在要對英基學校協會施加更大、更多的責任，便很難

理解了。我們在此強調：在宗旨一項中採用了這些字眼，我們便得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作出種種特別而費用高昂的安排，而那是一般學生所不需要的。   
 
5.5 我們已明確指出：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所需的費用，遠高於主流課程學生

的費用。其間的差距，就特殊學校的學生而言達到 264% ，而就主流學校中學

習支援課程的學生而言則介乎 113% (小學) 與 146% (中學) 之間。假如英基學

校協會既要面對增收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壓力，又要設法應付多於以往的各

類需要，則我們在財政上和教育上恐怕都會不勝負荷。 
 
5.6 錄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入學是一個敏感的過程，這個過程要求我們的特殊

教育需要顧問 (一位具有多年業內工作經驗、專業水平甚高的專家) 和有關學校

的校長作出判斷。按照慣例，我們不會強迫校長去錄取他們沒有信心照顧其需

要的兒童入學。要是司法覆核的風險增加，作出這類判斷便會更為困難。  
 
5.7 至於在香港為說英語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教育，凡是要求對此作出更

廣泛的檢討的人，英基學校協會都會樂於表示支持。我們也會充分配合這樣的

檢討。 
 
6. 在提名委員會中加入來自香港英商會和香港總商會的成員 
 
6.1 《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稿第 8 條規定設立一個提名委員會，藉以提名

十名人士擔任協會管理局的獨立成員。建議中的提名委員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 
 

2 名  校董會主席 
2 名 商界人士 ，其中一名由香港總商會提名，另一名則由香港英商會提名 
1 名 活躍於高等教育界的人 
1 名 由家長委員會提名的人 
 

6.2 警察評議會則憂慮商界人士對於獨立成員的提名會有不當的影響。不過，在提

名委員會的六名成員之中，其實只有兩名來自商界。再者，英基學校協會堅信

這一點：年青人終將成為勞動人口的一員，在為他們制訂教育策略的過程中，

協會管理局有需要聽取資深商界人士的寶貴意見。因此，有必要找商界人士幫

忙，物色這樣的人出任管理局成員。一直以來，協會的成員都包括香港一些主

要商行的代表，我們希望這個情況能維持下去。 
 
 
 
 
杜茵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