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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葵青區議會社會福利委員會  

提交日期： 2024年 5月 29日  

議題：  出生率下降對葵青區學生和教育機構帶來的影響  

提呈人：  林翠玲議員 ,  MH, JP、周劍豪議員、朱麗玲議員 ,  MH、

陳藹怡議員、鄭臨議員、林映惠議員、郭慧敏議員、  
吳任豐議員、陳安妮議員、莫綺琪議員及徐曉杰議員  

 
背景：  

近年，香港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2023年香港幼兒的出生人數為

33 288名，相較 2019年 52 900名，相差了 19 612名。過去五年，香港出

生人數持續下降，生育率在亞洲經濟體中屬最低地方之一。面對未來

人口下降未能回復以往水平，幼稚園由 2019年全港共有 1 010間卻增

至 2023年 1 040間。以葵青區幼稚園學額為例， 2022年共有 10 049個，

而學生人數為 7 705名，過剩學額共 2 344個，學位供過於求，至於幼

兒中心方面，在 2027年底前，將由現時 15間增加至 25間資助獨立幼兒

中心。在出生率下降，幼稚園學位過剩的同時，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

校數目不降反升，令幼兒教育機構在招收學生方面面臨嚴重影響。在

小學方面，按統計處發表有關 2022 – 2027年在香港居住的 6歲學齡人

口推算數字，2023年葵青區為 4 300名，但根據教育局小一入學報告顯

示，2023年葵青區只有 2 804名學童入學，入學率為 65%。而在統計處

最近發表有關 2024至 2029年 6歲學齡人口推算，2024年葵青區為 3 000
名，若按以上之 65%計算，只有 1 950名學童入讀小一，那麼葵青區 33
所津貼學校提供的近 3 400個學位，只有 57%的學位被使用，葵青區小

學學位出現嚴重過剩的困境。至於教師方面，葵青區的小學一直面臨

不同形式的融合教育的挑戰，因為本區有不少非華語學童、新到港學

童（另有因專才計劃到港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大大加重了

老師在課堂上照顧的難度。教育局如何協助葵青的幼兒教育機構及小

學度過這個困難時期？  
 
為此，我們有以下提問：  
(一 )2024年 9月葵青區會有多少間中小幼學校結束服務或暫停取錄小

一學生？與此同時， 9月份會有多少所新校投入葵青區服務？  
(二 )現時葵青區的中小學都以全日制為主，為配合社會的需要，當局

會否考慮將現行半日制幼稚園也改為全日制運作？  
(三 )由於葵青區有不少非華語學童、新到港學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童，可否因應實際需要在葵青區現行的小學班級結構方面作出

優化，以有效地加深照顧有需要的學童，同時減輕教師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