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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

本港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層，一向都很緊張子女的教育。為了遷

就子女學業，或者爲了讓孩子能入讀一間好學校，而作出各種各樣犧

牲的父母，可謂比比皆是。很多父母即使要挨得辛苦點，或負擔重一

點，也在所不惜，最重要是讓子女能接受優質的教育。

不過，我可以說本港在優質學校學額的供應上，非常不足，尤其不

能滿足對直資學校和國際學校學位的需求。

現在本港共有直資小學 18 所，入讀人數約 9,000 人，只佔整體小

學學生人數的 2%；直資中學則有 55 所，入讀人數 42,000，也僅佔整

體的 9%。由於有口碑，這些學校的學位向來需求殷切。更甚的是，

教育局在早前宣佈，下學年將縮減小一每班兩個標準收生額，令部分

家長擔心子女入讀官津名校的機會，間接導致直資學位更搶手。

以剛結束的下學年小一自行收生階段程序為例，一般官津學校收到

的申請表最多二三百份，反觀直資學校卻要大排長龍。一些較著名的

直資小學，像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及明

年才轉直資的英華小學等，固然大受歡迎，均接到 1,700 至 2,000 申

請，平均要 12 至 13 人爭奪一個學位。保良局陳守仁小學甚至破紀錄

地收到 2,250 人申請，平均 15 人爭 1 位；申請人數比非直資的傳統

名校喇沙小學高 2.8 倍；而剛轉直資的大圍培僑書院，也收到 1,200

多份申請，是收生額的十倍。可見家長對直資學校學位的需求空前熱

烈，爭位的激烈程度可用「打崩頭」來形容。

而國際學校呢，小學暫時共有 48 所，提供學位 18,000 個，佔整體

小學學位的 5%；但中學卻只有 25 所，學位 14,000 個，佔整體不足

3%。可見不論是直資還是國際學校，現時佔整體學位供應量的數字仍

然相當低；尤其國際中學的學位，比小學少了近 4,000 個，意味著每

年最少有 4000 個國際小學的畢業生未能升讀本港的國際中學，餘下

的還要和到中學階段才插隊入讀國際學校的各方學生爭位，可見本港

國際中學的學位供應是相當的緊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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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政報告公佈後不久，英基發表了轄下十所小學的收生情況。下

學年該校共提供 1020 個小一學位，但報名者卻超過 1300 人報名，超

額申請約三成，目前正在輪候入讀者就有 328 人。據悉一些家長為求

子女及時入學，部分熱門國際學校的債券變成了他們羅致的對象，以

增加孩子入讀的機會。有學校發行的債券票面值在兩年內升了一倍；

有的一手價去到五、六十萬元；在二手市場更出現一百萬元天價轉手。

早在 05 年中，香港總商會就曾經以內部形式徵詢會員意見，有外

資公司管理層就表示，子女來港後的教育安排，是海外投資者和專才

來港發展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衆所周知，這些外籍家庭的孩子來港

後，就只能選擇入讀國際學校。可是，本港國際學校的學位本來就買

少見少，加上又要與本地學生競爭學位，更導致學位的供應更緊張。

據上述調查指出，有部分外商因爲擔心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安頓子女，

寧願轉往新加坡發展。

香港美國商會在今年五月份也發表了一份《國際學校學位調查報

告》，並提交了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報告指出，本港國際學校確實

存在學位不足的問題，以致出現冗長的輪候名單。根據報告的數字，

5 間願意公開輪候人數的國際學校合計，共有 1654 人輪候。當中尤

以等候入讀幼稚園及初中的情況最顯著。這不僅使很多本地父母吃了

閉門羹，更導致不少來港投資或工作的外商及外籍僱員，被迫要送子

女入讀深圳或廣州的國際學校，帶來非常大的不便，直接打擊了他們

來港經商及工作的意慾。

該報告也指出，有國際學校在申請擴建的過程中，竟要跟多達 14
個政府部門交涉，程序非常繁複，加上審批的準則不清晰，令人無所

適從。有學校斥資 200 萬聘請顧問做擴建研究，但結果仍以失敗告

終。也有國際學校計劃擴建，但因所處地方接近郊野公園，遭運輸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等部門反對，多番商討與協調亦不得要領，結果糾纏

六年後被逼放棄。

我本人也曾經跟進過一個例子，就是打算在愉景灣 N4b 區興建的

英基國際小學暨中學。其實前教統局早在 2001 年已經批准了這個建

校項目；離島區議會也在 03 年開了綠燈，可是計劃卻拖拖拉拉，到

06 年初才能上財委會。如果一切順利的話，要到明年 9 月才能正式

開學。換句話說，由籌備到啓用就足足用了七年。這並不是因爲辦學

團體需要時間籌備資金或組織師資，其實英基方面早已萬事俱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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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居民反對固然也是令計劃拖延的因素之一，但整個申請和批核程

序曠日持久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我們不能就此斷定政府的官僚作風是導致國際學校難以增加

收生額的罪魁禍首。不過，我相信總商會和美國商會報告的結論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施政報告撥地建校固然是好事，但我相信更重要的，

是當局能夠在各項政策上加以配合和協調，製造一個有利國際學校辦

學的環境。因爲這不但關乎外商及本港不少家長的教育意願問題，也

關係到本港能否吸引外資這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

有專業團體向我建議，香港不止需要國際學校, 更需要宿位，而新

界西的多個屋苑居民亦向我表達直資及國際學校的嚴重不足，希望政

府對這些合理的要求加以留意。

主席，張宇人議員已經將自由黨對小班教學，十二年免費教育和學

前教育學卷制這三個題目的看法和立場。我只是想畧作補充。

自由黨認為任何教育的改革，成功的關鍵在老師的專業性和質素。

除此之外，工作量也是必須重視的問題。

師資培訓在七八年九年免費教育實施的初期，在收生和課程上都出

現了問題，雖然近年情況已有好轉，但近教院風波又令人擔心事件會

否對在就讀或將入讀的年青人有所打擊，這方面政府的確有需要密切

注意，有必要時應給予支援。

再者，自由黨關注到現時老師的工作量一般都很重，尤其要兼顧教學

以外大量的行政工作和課外活動，再加上教改所需的適應，更面對三

三四的種種新轉變，在重重的壓力下，有怎叫老師們能教得專心，活

得開心呢？看來這是孫局長不能再忽視的問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 
 
主席女士：

我除了關注新界西的基建和社區設施這些「硬件」外，我也促請當

局應該重新檢討該區的「軟件」規劃。大家都知道，新界西北由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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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較偏遠，居民外出就業都要面對交通費貴和長途跋涉的難題；加上

當局最初在規劃屯門和天水圍等新市鎮時，雖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

配套和設施，但卻沒有同時著重發展區內的經濟活動，以製造就業機

會給居民，造成新界西北不少社區的失業率都比本港其他地區嚴重。

本港現時五大失業重災區當中，有三個就在新界西。

我相信政府其實也很清楚新界西北居民「搵工難」的處境，因此推

出了「交通費支援計劃」，鼓勵該區居民跨區就業。不過，我覺得更

治本的解決辦法，就是在規劃上想想辦法，在區內注入經濟活動，製

造就業機會，讓這些偏遠地區不論在日常生活以至就業謀生上，都能

自給自足。例如我稍後會在本會動議，促請政府加強支援天水圍，其

中一個建議就是為區內注入更多經濟活動，藉此加強區內就業，締造

社區平衡發展的機會。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值得仔細研究的方向，就是發展新界西地區的本

土旅遊。我們可以看看內地，像上海，每年就有近一億國內其他省市

的旅客造訪，當中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和就業機會可想而知。香港當然

沒有這個規模，但也是可以借鑑經驗的。新界西不僅是全港面積最大

的社區，自然環境優美，也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早有原居民居住的

地方。由大澳漁村、東涌砲臺、荃灣三棟屋、沿青山公路的五灣、元

朗錦田圍村、天水圍濕地公園，到屯門青山禪院等等，從南到北，可

説是集本港歷史文化和風景於一身。當局的確應該善用新界西這些得

天獨厚的文化與天然資源，發展本土旅遊。此擧不但能發展本地旅遊

業，讓市民有更多好去處，更可以為該區注入經濟活力，製造就業。

當然，不是單單有了旅遊點，市民就會自動來，還有賴相應的宣傳和

推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