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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人口波動  班額可加可減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主席 郭永強 

有鑑於近年學童人口下降的問題嚴重衝擊學界，教育局於 2011-12

學年推出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在得到超過 9 成合乎資格的中學支持，抵

銷了 6800 多個中一學額；另外，於 2012-13 學年，下調開班線至每班

25 人。這些政策的確使 2011-2013 兩學年中學得以平隱過渡，打下了重

要的基礎。 

然而，未來三年升中人數將會逐年減少達 11,000 人之多，至 2016-17

學年人口才有回穩並回升之勢。針對這問題，教育局日前公佈了一系列

紓緩措施，新措施包括容許學校錄取 26 人便可開兩班中一，與及容許

開兩班或一班中一的學校，仍可以參加下學年的學位分配。這等措施表

面上可以為收生困難的學校提供了安全網，並減少被殺學校的數目(局方

預計 2013/14 會少於 5 間)。不過，筆者認為若沒有其他配套措施，未來

中學的教育生態仍將會非常動盪，估計有過百中學受影響，而最終受害

者勢必將是這些「危校」的師生及家長。 

無疑，新推出的紓緩措施能針對性地回應頻臨「被殺」學校的需要。

但是，我們不可錯估形勢及不考慮具體運作上將出現的落差。在升中人

數大減一萬多的形勢下，上述的措施實在不能減低學界將面臨的衝擊，

下一波縮班殺校潮將會上移到中游學校，恐怕跌進安全網的學校數目會

大大增加，為學界帶來極其不穩的局面。 

首先，以現時每班派 34 人計算，一萬位學生約等如 300 班，試問這

300 班可以如何吸納呢？容許筆者就未來三年的境況作以下預測：首當

其衝，將完成歷史使命的將是現時約 50 所開設三班或兩班中一的學校，

但這亦只能抵銷 100 班左右；其餘的 200 班則要由現時四班中一的學校

來承擔了，視乎不同的區情和校情，學校會由四班跌至三班甚或兩班，

受影響的學校數目將介乎 50 至 100 所。雖說安全網可以保住大部份這

些學校，但當跌入縮班周期，學校內部出現不穩及矛盾，或急於投放資

源辦收生宣傳，將大大影響老師的教學質素、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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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學生的支援與關顧，這並不是單為教師安排提早退休計劃便可以解

決得了的！ 

再者，我們或會有錯覺認為：「25 人開一班」的措施可避免四班校

跌至三班或兩班的機會，以為只要收到 76 人便足夠維持開四班(教育局

開班計算方式：收到 25N+1 人開 N+1 班)。可惜在現行的派位機制下，

如此平均分配的可能性極微。以下的例子可以說明：假設有 200 學生分

派給 A 校和 B 校，如兩校分別收到 100 學生，則兩校均可保持開四班中

一；不過，由於統一派位是按家長選擇，不可能出現「配票」的情況，

如較多家長選擇 A 校為優先，結果是 A 校可收足四班上限 136 人，而 B

校只能收到 64 人，僅可開三班，如此，B 校縮班的噩夢便開始了，而

大埔區近十年已多次發生類似的情況。觀乎未來數年人口跌幅之大，上

述的情況勢將打擊為數不少的中學，骨牌效應，拾級而下，引發學界大

災難，不是香港社會樂見的。 

因此，我們極有必要尋求方法，穩定整個中學教育生態，在學生最

需要關顧的成長階段，讓學校和教師安心發揮其教學育人的天職，而推

出一個短期微調每班中一派位人數的措施是最佳良方；待我們過渡升中

人口低潮之後，2016/17 升中學生人數回升之時，每班中一人數可以上

調甚至回復現時的人數，這個具彈性的建議，便不至殺了校又再建校如

斯浪費寶貴的教學資源了！ 

總括而言，作為針對性的補救措施─調低開班線、讓不足三班中一

校繼續運作、為困難戶提供安全網是需要的、是值得肯定的；但一個終

極解救的措施─按升中人口的波幅，適度調節每班人數，可加可減，更

是不可或缺、刻不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