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9 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提交的第三份回應 )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法案委員會所提出的未決事項。

有關主要條件的詳細文件

2 . 在第二份回應的附件內，政府概述了遴選小組在評審申請人是

否適合委任為校長／教師可考慮的主要條件。議員要求政府提交更詳

盡的文件，以闡釋有關的主要條件。附件 A 所載的草擬文件，經進一

步修訂後，將納入教育署日後發給學校的通告。現提交議員參考。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初稿

3 . 政府計劃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容許資助學校聘用 6 0

歲或以上的人士作為教師，惟： -

( a )  該等聘用須屬臨時性質；或

( b )  所擔任教席是教育署署長不時批准的教職員編制以外的職

位。

有關修訂的具體內容載於附件 B 第 7 條 (附件 B 所載的其他修訂，旨

在改進文本的措詞 )。

教育署代表觀察甄選過程

4 . 關於學校提出延任申請的甄選程序，議員質疑擬議程序為何載

有“如有需要，教育署代表會以旁觀者的身分加入小組”的規定。

5 . 政府認為，由於教育署署長獲賦權可酌情，決定是否批准延任

申請，因此她必須能夠收集所需資料，以便作出決定。為此，署長在

有需要時，應有權派員觀察甄選過程。實際上，我們預期，教育署一

般會在以下情況才派員觀察甄選過程︰



( a ) 教育署獲有關的校董會邀請觀察其甄選程序；

( b ) 教育署接獲報告，指甄選過程不是以公開、公平及／或具

透明度的方式進行；或

( c ) 有關學校以往曾被投訴指未有以公開、公平及／或具透明

度的方式甄選教職員。

6 . 教育署向學校發出通告解釋有關的甄選程序時會清楚述明，學

校如需要教署就如何進行公開、公平及具透明度的甄選提供意見，應

盡早向教署尋求協助。教育署觀察員的角色純屬觀察。他不會成為校

董會成立的甄選小組的成員，亦不會參與甄選小組的決策工作。

直接資助學校 (直資學校 )

7 . 政府不同意把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直資學校。設立直資

學校的建議，是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發表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

告書》中提出的。直資計劃的構思，是讓政府資助及鼓勵私校發展為

一個強大的體制，同時讓學校有充分自由訂定符合基本教育標準的課

程、學費及入學資格。

8 . 政府為直資學校提供的資助，是按資助學校學額的平均成本計

算的。相對於資助學校，直資學校具有較大彈性處理資源，課程，教

學語言等等。在聘用及人事方面，直資學校在聘用條件、薪酬、晉升

及退休等事宜也享有自主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直資學校受政府資

助，在運作上也享有較大的靈活性，但此等學校在收生方面須與其他

學校競爭。

9 . 直資學校的理念及規管模式與資助學校有所不同，其目的是鼓

勵發展不同類型的學校。在直資學校與資助學校之間揀取其中某項不

同之處加以比較，是不恰當的。政府認為，直資學校的整體監管措施

已屬恰當，因此沒有需要把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直資學校。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零年二月



擬  稿

附件 A

遴選小組在評審申請人是否適合委任為校長／教師應考慮的主要條件

以下所列的條件並非已巨細無遺，只供遴選小組參考之用。校董會應

制定甄選有關空缺人選的準則，同時應選出擁有下列最多條件的申請

人。遴選小組可根據學校的情況及所申請的職位而給予各項條件不同

的比重。

甲 . 理念及視野︰遴選小組應以開放的態度與申請人坦率地討論學

校的教育理念及視野。小組必須及早判定申請人的理念和視野

是否與學校本身的一致，因為如在聘任後才嘗試消彌彼此的歧

見，通常會相當困難。

乙 . 健康狀況︰遴選小組須確保申請人的體能足以應付所申請職位

的工作，特別是高層職位的繁重工作。

丙 . 性格，包括是否值得信賴及信賴別人、寬容、剛毅自信、處事

公平、誠信正直、坦率開明、投入工作、勤奮及有耐性等。

丁 . 在下列各方面的知識、技能︰學生學習、課程、科技、品質管

理、員工管理、一般管理、領導才能、學校的規則及條例、危

機管 理、 組 織文 化、 遠 見卓 識、 策 略思 維、 良 好的 溝通 能 力

等。

戊 . 經驗︰申請人未必具有所申請職位的相關工作經驗。因此，遴

選小組不應只 眼於申請人以往的工作表現，更應考慮申請人

是否有潛能履行所申請職位的有關職務。

己 . 專業精神，包括自發地持續專業進修及與同工分享，增進專業

知識及職業前途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