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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  

2012年2月13日  
 

香港國際學校（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下稱HKIS）是本地非牟利團體，擁有
超過46年悠久歷史。過去數十年來，作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HKIS非常關注香港缺乏國
際學校學額，令其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目前，HKIS因現有設施所提供的
教學空間不足，每年要將多達七成的入學申請拒諸門外。這些申請大部分來自渴望於未來

12年在國際學校接受啟蒙教育的小學學生。 
 
HKIS熱切期望能與香港政府攜手合作，紓緩本港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問題，然而港府高層
必須與我們一樣著重香港教育。雖然HKIS非常樂意增加500個學額，但要容納數目上升
的師生，卻先要重建校舍。然而，儘管已有重建計劃並獲相關政府部門支持，但重建校舍

的意圖至今還無法實現，原因是不能找到合適的臨時校址。除了失去日後增收學生的機

會，HKIS亦因工程延誤，加上爲了擴建校舍而須與政府及社區團體進行無數次正式和非
正式會議，而蒙受沉重的財務和時間上的損失。政府當局必須協調部門之間的行動，以紓

緩國際學校學額短缺問題。 
 
我們建議政府採取以學校爲本的政策，針對學校以及學生的需要，妥善有效地調配資源。

政府高層必須將本港教育視作優先處理事項，目的在於各個政府部門必須通力合作，增加

各方溝通與透明度，合力解決國際學校學額短缺問題。此外，我們亦建議委任一位特別代

訟人，協助本港的國際學校駕馭增收學生的程序，尤其是當有關程序與HKIS的如出一
轍，同樣涉及重建校園及尋找供學生上學的臨時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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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S 樂於向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下列建議以供考慮。 
 
世界級教育質素吸引專才來港       有利香港商業發展 
香港當務之急是提供世界級教育環境，以配合增長來港工作的海外專才及他們的家庭所

需。國際學校學額持續短缺，致令海外來港家庭難以安排子女入讀，嚴重影響了香港留住

人才的能力。昔日HKIS一個學生家庭在面對重返亞洲的抉擇時，以免須爲子女尋找國際
學校學額而煩惱，寧可選擇被派駐新加坡，亦不想到香港工作。 
 
爲了探討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問題，如何影響香港吸引及留住人才的能力，香港美國商會於

去年5月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訪問對象是該會會員。結果顯示68%受訪會員認爲本港國
際學校學額供不應求，正在影響他們所屬公司的業務。多達75%受訪者指出這個短缺的
情況令他們的公司難以吸引海外人才來港，63%表示香港在招聘人才上，不敵其他市
場，例如上海及新加坡。此外，亦有72%受訪者認爲缺乏國際學校學額，令香港作爲亞
洲樞紐的吸引力大減。 
 
香港英商會亦於去年3月邀請全體會員參與一項簡單意見調查，分享他們所屬公司在獲取
國際學校學額方面的經驗。調查結果顯示多達75%受訪者認爲本港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問
題，嚴重影響他們公司的業務。其中78%表示因僱員不願被調派香港而令公司業務受到
影響。由此可見，本港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大大削弱香港作爲真正世界級城市的實力。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去年10月發表的《2011-12年施政報告》中，強調有需要支持國際學校
擴建。報告中指出：「我們會繼續協助個別國際學校在原址擴建或在適合的空置校舍作短

期擴充。」由此看來，香港政府明白到缺乏國際學校學額，嚴重削弱香港作爲國際商貿中

心的競爭能力。  
 
HKIS 重建校舍 荊棘滿途 
HKIS與教育局早於2006年已進行第一輪增加學生學額的會談。會談目標是爲淺水灣校舍
增加200個學額，及爲大潭校舍增加300個學額，令增加學額數目合共500個。基於95%
的學生及其家人居住於港島，HKIS多次向政府要求申請一個合適的港島臨時校舍。於會
議其間，HKIS曾多次提出申請赤柱的空置學校作為臨時校舍。可惜該設施至今仍然被丟
空。及至2011年3月，教育局提出建議，表示位於柴灣公共屋邨的一個臨時校舍，符合作
爲HKIS設施的一切結構要求，包括擁有一個室外操場及校巴上落處。經過一輪的實質審
查後，HKIS的校長及校董會決定於同年六月展開整修計劃，修建該座柴灣建築物。然
而，直至同年11月，HKIS才收到教育局回覆函件，准許HKIS重建初小校舍並整修柴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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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爲臨時校舍，以便從2012年秋季起使用三年。看似穩獲柴灣臨時校舍，令HKIS招募
了一隊建築師及專家團隊，以制定設施的整修計畫，並聯同政府代表到該處視察多次。可

惜最後基於在HKIS控制範圍之外的眾多不同原因，柴灣設施仍然未能落實成為是一個合
適的選擇，HKIS不得不把重建初小校舍的計畫推遲至少一年。 
 
延遲獲得臨時校舍，將令HKIS蒙受超過港幣7,000萬元的損失，而在整個過程當中，須與
政府及有關部門進行多次會議。與此同時，開設可容納更多學生的初小校舍，預期完工日

亦從原先的2015年延遲至2016年或更後日子。HKIS蒙受的損失不僅是時間與金錢，更包
括因學額短缺而每年要拒諸門外的日增入學申請。 
 
建議重建HKIS的初小校舍，除了能夠增加500個國際學校學額，亦有助解決淺水灣一直
存在的交通問題。目前，HKIS淺水灣校舍的停車場、操場及校巴上落處，在實際環境上
的種種局限已經存在數十年，並不能追上該區發展。HKIS淺水灣校舍的現有結構不僅局
限了學額數目，亦無法徹底解決現行交通問題。然而，在HKIS真正獲得臨時校舍之前，
上述重建計劃只會被擱置一旁。 
  
各界同心協力       優先處理教育事宜 
政府當局急需攜手合作，制定貫徹始終、可長期持續發展的政策，以支援本港的教育及人

才發展。這需要政府高層目標方向一致，推動各界再度關注教育發展。 
 
自上而下 推動教育 

• 制定以學校爲本的政策，針對學校以及學生的需要，妥善有效地調配資源。將本港
教育視作優先處理事項的訊息，指示所有政府機關必須通力合作，增加各方溝通與

透明度，合力解決國際學校學額短缺問題。 
 
• 委任一位特別代訟人，協助渴望增加學額，卻在申請拓闊校舍範圍的程序上需要專
業協助的國際學校。該位特別代訟人直接向行政長官匯報，既可凸顯這個問題的迫

切性，亦能鼓勵各個政府機關之間加強溝通。 
 

• 鼓勵各級政府機關團結一致，部門之間攜手合作，致力增加國際學校學額，並就關
乎校址的一切問題妥善處理。此舉將可提升整個程序的透明度。 

 
• 確保港島區現有的空置校舍可以隨時重新發展，以增加國際學校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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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HKIS 促請香港政府就解決本地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問題，制定目標清晰明確、堅定及團結
統一的計劃。   
 
對於政府迄今在解決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問題上所作努力，HKIS深表謝意，亦樂於與政府
繼續合作，定出最佳做法及切實可行的政策，令國際學校體系及香港整體社會同樣受惠。 
 
HKIS 決意加強香港作爲「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並繼續努力不懈，務求增加學額，歡
迎更多學生入讀。我們期望能夠繼續覓尋合適的臨時校舍，並爲緩解國際學校學額短缺問

題而與有關當局進一步討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