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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九龍城區議會 

  劉偉榮  主席 

要求政府檢討直資教育制度 避免教育制度貴族化 
    

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早前跑馬地傳統著名女校聖保祿中學，以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曾向教育局申

請及有意申報轉為直資學校，過程中引起不少社會人士反對。據悉聖保祿中學

是直資計劃推行 20 年以來，第 12 間申請被否決的學校。而隨著近年不少名校

均轉為直資後，社會上不少人士開始擔心，過去「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是否

繼續存在。 

 

1.2. 1988 年 6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了<<第三號報告書>>，提及政府極關注香港私

校的發展情況。那時候，政府為了要逐漸停止向買位學校「購買」初中學位、

處理親中學校申請轉為津貼學校的問題以及提升香港的教育質素，於是推出了

「直資計劃」，希望能夠藉著這個計劃建立一個「強大的私立學校體系」。那

時候，參與這個計劃的學校主要是親中學校、國際學校及買位學校，一般資助

學校並不積極參與。1998 年 10 月，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其第二份<<施政報告>>

中，曾說過要檢討香港現行的私校制度，並希望使私校制度更靈活、更多元化。

此外，董先生亦鼓勵辦學團體創辦私校，讓家長有更多選擇。1999 年 10 月，前

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其第三份<<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中，強調要提高教育質

素。董先生為了要達到這個目標，再次強調要檢討私校制度，並提出要積極發

展直資學校，建立一個優質私校的體系，令香港的教育多元化。教統會為了配

合董先生的建議，便提出了「一條龍」方案，又修訂了 1988 年的直資計劃。教

署官員和教統會鼓勵辦學團體開辦直資中小學，更特別支持一些附設小學部的

有名津貼中學，能夠把中小學一起轉為直資學校，實現中小學「一條龍」。 
 
2.2.2.2. 『『『『一條龍一條龍一條龍一條龍』』』』直資中小學直資中小學直資中小學直資中小學引發的問題引發的問題引發的問題引發的問題    
 

2.1. 不少社會人士均指出『一條龍』直資中小學的成立，使香港多了一些特權學校。

更嚴重的問題是使基層學童受到歧視，令社會進一步階級分化，違反了教育機

會均等的原則。曾榮光教授(1988) 曾在教統會推出八八年的「直資計劃」，以

教育均等機會的觀點批判過該計劃，認為「直資計劃」讓直資中學在全港各區

以學能優先取錄學生，比本來依地區、只分五級學能，以及依據家長意願的隨

機分配，相對地來說是較不公平及不等的。此外，曾榮光教授還認為政府應該

把較多的教育資源給予低社經地位、少數民族等「文化不足」的組別。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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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計劃」所作出的不均等教育資源分配卻偏向於「最充足者得益」，並使

香港教育制度出現階級分化(頁 140)。及後曾榮光教授(1999)再次強調有關計劃是

不公平和不均等的，並稱「一條龍」直資中小學是「獲得政府額外優惠的津校」

(見<<信報>>1999 年 8 月 2日)。 

 

2.2. 最為人詬病的是，直資中小學往往收取昂貴學費，這直接使基層家庭少了一個

選擇學校的權利。高昂的學費，變相以學生的社經背景為入學條件之一，形成

不公平的社會現象。所收的多是社經地位較高的兒童，也就是「世襲精英」。

這種收生條件違反了教育均等機會的第一個理念：「不論兒童的出生背景如何 ,

有相等的機會接受最基本的同等教育。」 

 
3.3.3.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3.1. 民協要求政府檢討直資教育制度 避免教育制度貴族化 

 

謹此要求教育局於會議前 4 天作出具體的書面回應上述查詢，以便本會議員

有充裕時間參考資料，同時亦要求教育局派出局方人員出席，以便本會議員有充裕

時間就是項議題發表意見，及獲得局方的回覆。 

 

此致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