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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的回應 

2015 年 7 月 4 日 

 

基於對兒童全面發展、家庭支援和社會公義的關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

聯）一直密切關注政府制定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進展。在 2015 年 1 月 17 日，

社聯曾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表達對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期望，包

括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以及應有效促進社會流動，透過教育成就公

平。亦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建議，包括確立學前教育及兒童照顧的理念與定位、確

認長全日制幼稚園對兒童（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全人發展、家庭支援及提升婦

女經濟參與的正面作用以及增加有關學額、改善學費減免計劃、於政策制定過程

加入「家庭影響評估」，及就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充分諮詢相關持分者等。 

 

於2015年5月，為了解幼兒家長及幼稚園教師對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期望，

社聯亦進行了「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承擔」民意調查，委託民調機構「政策 21」

透過隨機抽樣的方法以電話訪問 522 位育有 2-6 歲幼兒的家長，其後社聯利用問

卷方式了解 701 位幼稚園教師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不論家長或教師均認為優

質幼兒教育必須具備三項重要元素，包括關愛和信任的師生關係、以全人發展為

目標，以及教師具備專業資歷和水平。然而，受訪家長表示並非所有幼稚園均能

達到這些要求。此外，約六成受訪家長，尤其是雙職、以及子女課後交由其他近

親或家傭照顧的家長，期望當局能夠提供全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或長全日

制（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幼稚園教育，但能如願的家長只分別佔約一半（期望

全日制）及一成（期望長全日制）。就免費幼稚園政策的制定方面，家長認為政

府最需要處理師資、入學制度及學費的問題。老師方面則期望政策能定出教師薪

酬表、並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於 5 月 28 日公佈，社聯認同報告有關幼稚園教育

的願景、目標和五項實施原則，但就免費幼稚園教育範圍、資助政策和模式、教

師專業階梯的訂定基礎、照顧多元學習需要的措施等，均認為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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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覆蓋率低，需改善學費減免制度讓基層學童獲充足支援 

 就免費幼稚園教育的範圍，報告提出政府的基本資助應以半日制服務為基礎，

而全日制及長全日制服務獲得的額外資助將低於額外營辦開支，家長需分擔

部分學費。換句話說，在免費幼稚園政策落實後，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的

學生仍必須支付學費。 

 事實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家長就業情況、家庭支援等均會影響其所需

要的幼兒教育模式，社聯於 5 月進行的民調顯示，約六成受訪家長希望使用

全日或長全日制幼稚園，政府的資助政策應確保低收入及貧窮家庭不會因為

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學費高昂，而難以使用有關服務。 

 縱然學費減免計劃將會保留，以協助經濟困難家庭，但現行機制對有關家庭

提供的支援實有待改善。以合資格獲得全額學費減免的幼稚園學生為例，其

每年可享最高學費減免上限（包括學券）仍低於幼稚園指定學費上限。於

2014/15 學年，半日制和全日制幼稚園的學費上限分別為 30,020 元及 60,040

元，最高學費減免上限則為 26,500 元及 40,500 元，即獲得全額學費減免的

幼兒家長仍需負擔最高達 3,520 元（半日）及 19,540 元（全日）的學費。在

現階段仍然使用學券期間，政府應將最高學費減免上限與學費上限定於一致

水平，讓最有需要的學生獲得充足支援；在日後實行免費幼稚園教育後，政

府應確保合資格的學童可完全豁免繳交學費，並應檢討各級學費減免的申請

資格，讓更多低收入及貧窮家庭受惠。 

 

資助模式及教師專業階梯向半日制服務傾斜，增加全日制學額可能淪為空談 

 全日制/長全日制幼稚園服務可配合人口政策，釋放本地勞動力，尤其可讓

低收入和貧窮家庭的照顧者重投勞動市場，減輕家庭經濟壓力，同時亦為雙

職父母提供育兒支援。社聯歡迎報告建議將規劃標準中全日制學額的比例逐

步調升，由現時約 25%加至 50%。 

 可是，報告提出的資助模式（包括教學人員和支援人員的薪酬及學校日常運

作開支）和教師專業階梯的訂定（包括設立主任和副校長職位），均以學生

人數為主要考慮因素，基於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的學生人數一般較少（資

助對象更不涵蓋 2-3 歲學生），這些幼稚園所得資助及教師發展機會將遠遜

半日制幼稚園。此資助模式不但影響全日制/長全日制幼稚園的發展，更難

以吸引半日制幼稚園轉為全日制/長全日制，令報告建議的「五成」目標難

以實現。 

 在資助模式及教師專業階梯向半日制傾斜下，只靠提供額外 25%-30%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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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長全日制幼稚園額外提供 1-3 名人員，作為鼓勵幼稚園增加全日制學額

的誘因，力度顯然不足，同時報告亦未定出達致五成全日制學額的時間表，

令政策目標淪為空談。 

 

對不同教育需要學生支援不足 

 報告建議增撥資源（金額與一名教師薪酬相若）予取錄 8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

童的幼稚園以提供支援，原是不錯的建議，但額外資助以一刀切的方法計算，

未能切合取錄少於 8 名或大量非華語學童學校的需要。正如報告提到，參加

學券計劃的幼稚園中，有 4%取錄超過五成的非華語學童。建議有關資助應

按非華語學童的人數計算。 

 現時學前康復服務嚴重短缺，幼稚園內存在眾多缺乏適切支援的潛在或已評

定有特殊需要的學童，但報告欠缺具體措施協助他們，只依賴將試行的到校

康復服務及為幼師提供培訓，未能具體回應學校現時面對的教學和照顧困難。

除了即將試行的到校康復服務，政府亦應對幼稚園提供誘因及支援，讓幼稚

園取錄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並加強「學與教」的課堂調適，以及對幼稚園老

師的教學支援，包括提供額外資源（例如每取錄 6 名特殊需要學生，便增撥

資源聘請一名有特殊教育背景的幼師），以照顧這些學生的需要。 

 有幼兒教育專業意見認為，具特殊需要的幼兒就讀全日制幼稚園有利其接受

所需訓練，促進康復效果。建議政府研究為特殊需要幼兒提供學費減免，以

鼓勵其入讀全日制/長全日幼稚園。 

 

入學制度有待改善 

 社聯調查發現，家長期望政府能改善入學制度，唯報告並未有提出任何優化

措施。此外，校本入學制度尤其不利於少數族裔，基於非中文資訊不足（如

教育局出版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當中重要部份如課程資料

及學校特色只提供中文版）、幼稚園多以廣東話作為入學面試之語言，以及

缺乏支援少數族裔幼兒及家長報讀的措施，令這些學童報讀幼稚園遇上重重

困難。 

 

幼兒教育是具有高度價值的社會長遠投資，社聯促請政府： 

 

1. 定立幼稚園資助政策時，應確保不會導致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學費高昂，令

低收入及貧窮家庭難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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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學費減免制度，確保獲全額學費減免的學童不用繳交幼稚園學費，及檢

討各級學費減免的申請資格，讓低收入及貧窮家庭獲得充足支援。 

3. 於 2017/18 學年落實將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的比例調升至 50%，並提出

達致此目標的具體計劃，包括在資助水平及教師專業階梯的配套設計方面，

提供足夠誘因，鼓勵學校增加全日制學額，以配合規劃。政府並需進行資料

蒐集，以釐定半日、全日、長全日制學額的地區分佈，滿足不同家庭的需要。

就各種學額的比例，社聯 5 月進行的民調顯示，每 1,000 名三至六歲幼兒，

約需要 400 個半日制、450 個全日制及 150 個長全日制學額，政府可參考並

進行研究，檢視實際供求情況。 

4. 按學校實際取錄非華語學童的人數計算所提供的額外資源。 

5. 研究支援措施，確保少數族裔學童順利入讀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幼稚園。 

6. 研究為特殊需要幼兒提供學費減免，以鼓勵其入讀全日制/長全日幼稚園。 

7. 為取錄特殊需要學生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源（例如每取錄6名特殊需要學生，

便增撥資源設立一名有特殊教育背景的幼師職位），確保學校具備足夠的教學

支援，以照顧這些學生的需要。 

 

在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政府亦應持續檢視政策對家庭的影響，

以確保政策能有效支持家庭承擔家庭責任、強化家庭的穩定性及家庭關係、照顧

家庭多元、以及鼓勵家庭參與。 

 

《完》  

 

查詢：  

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總主任姚潔玲  

電話 :  2864 2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