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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政府增加對幼兒教育的經費，由 07 年起確實逐年增加，未來免費教育或增至 60 億。

但觀 14-15 幼兒教育的經費只有 35 億(佔教育開支 4.7%)，比對是中學 250 億的 14%及是小學 154

億的 22.5%，差距仍然很大。過去幼兒教育的經費太低，實在要急起直追，否則怎能令人信服

是重視幼兒的培育及成長? 

免費而優質的幼兒教育，應是每一位兒童的權利，無論讀半日、全日或長全日。以香港富

裕的城市，儲備高達 8 千億，增加幼兒教育經費應綽綽有餘。倘若政府因為資源不能突然激增；

或未能短期內增加全日及長全日名額，而首先推行半日免費，稍後逐步推行至全日及長全日免

費，相信業界能理解，但請規劃時序。  

政府似乎對幼教表現十分滿意，借助新加坡的研究指出香港是亞洲第二，僅次南韓。殊不

知這研究是共有 40 城市，香港只排 19。以香港競爭力經常位列十大，是否可以將幼教的目標

提升，以作人材投資? 

業界期望的免費教育，不單是增撥資源，而是重整及規劃幼兒教育，令它有健全架構系統，

能持續、穩定地優質發展，改變現在幼教商品化的狀況。所謂的靈活、彈性，只是讓辦學團體、

教師和家長自行承擔育兒責任及風險。市場是要幼師無償無私地付出，我們當然很欣賞 5 個小

孩的校長，但這不應是常態，因資源不足而掙扎求存的故事，正反映幼教界的不穩定及欠缺專

業保障。過去 10 年幼稚園倒閉三成，相對中小學倒閉一成，明顯反映幼稚園的動盪，如此缺

乏安全感的行業，如何吸引有志的人材加入？公務員可享有政府薪級，中小學老師同樣享有政

府薪級，為何幼師要有明確、政府薪級保障來得如此困難？  

半日、全日、長全日是三種不同的幼教模式，長全日 2005 年(10 年前 )已從協調學前服務政

策轉至教育局，模式運作與半日、全日均不相同，有整全服務、課程及對象，應按其獨特性，

檢視人手，架構和資源，而非簡單切割為半日制(3-6 歲及 3 小時)另加一點點，切出 2-3 歲，3

小時以外的下午，再加全日以外的傍晚。  

「長全日」幼兒學校不單具有教育功能，更著重兒童全面成長及均衡發展，建立孩子自我

照顧的能力，奠定良好品格及生活習慣；促進社交美藝等各方面發展，對於雙職或基層家庭，

都是極大的支持。希望教育局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時，能「尊重並重視維持幼稚園教育獨

特多元的特色」，讓家長根據自身及兒童成長需要，自由選取就讀半日制或全日制的幼兒教育，

而不應由經濟能力決定！  

    我們期望政府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  

1. 尊重家庭對各類幼教模式的需求及選擇，規劃半日、全日及長全日多元模式的未來

發展；  

2. 設定時間表，逐步落實全面資助幼兒教育，將幼兒教育納入教育體系之中，與中小

學地位對等；  

3. 持續優化幼兒教育，令每一位幼兒都享有優質基礎教育的權利，保障兒童不論其背

景都擁有全面與公平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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