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資、私立和國際校加費摘要（部分）
直資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一）
福建中學（中一）

聖保羅書院小學（小一）
私立及國際學校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11級及12級）
漢基國際學校（12級及13級）
弘立書院（11級及12級）

資料來源：教育局

2023/24年學費（元）
72,400
21,500
30,000

2023/24年學費（元）
222,210
309,000
279,290

2024/25年學費（元）
79,700
23,200
32,000

24/25年學費（元）
238,860
327,100
291,860

加幅
10%
7.9%
6.7%
加幅
7.5%
5.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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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本港

目前全港共有70間直資學校，教育局
公布今年分別有13所直資小學及40

所直資中學獲批加學費，佔總數75.7%，
也比去年的48所多，平均加幅4.76%亦
較去年上升0.67個百分點。
教育局資料顯示，今年直資校加幅

最高為10%，分別有3所小學及3所中
學的加幅為5.61%至10%，其餘47所中
小學加幅為 5.6%或以下。本報翻查各
校最新《收費證明書》，聖保羅男女中
學中一級學費從去年 72,400 元升至
79,700元，加幅約10%；福建中學附屬
學校加約8.2%；福建中學加約7.9%；
聖保羅書院小學加約 6.7%。另一方
面，過去19年來學費均維持在每年3.8
萬元的拔萃女書院，2024/25學年獲批
准 上 調 至 每 年 4 萬 元 ， 按 年 加 幅
5.26%。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陳狄安接

受本報訪問指，今年申請加費的學校數量
的確較以往高，「但有些學校過往在疫情

時未有調整學費，累積到現在確實有需
要，才剛好一併作出申請。」他又認為，
直資校調整學費並非與取錄學生人數多寡
掛鈎，「大家從報道都會見到，不少直資
校最近都多收了來自不同人才計劃的子
女，以收生人數而言，絕大部分都應該回
復到疫情前水平，所以看不到調整學費與
收生人數有太大關係。」他歸納加學費原
因，更多是來自通脹和營運成本，包括教
師薪酬以及各類學習活動開支等。

漢基12及13級 加至32.7萬元

另外，多所超高學費的國際及私立學

校亦繼續加價，如漢基國際學校的12及
13級學費繼去年突破30萬元大關，今年
繼續上升5.9%至327,100元。滬江維多
利亞學校的 11 及 12 級今年亦加至
238,860元，加幅約7.5%。
幼稚園方面，有429間提供全日制或

長全日制的幼稚園獲批加學費，佔總數約
71%；另有一間減學費、174間維持不
變。至於提供半日制課程中，有15間獲
准加學費，458間凍結學費。教育局指，
截至9月2日已完成審批705所參加計劃
的幼稚園學費申請， 當中約九成半日制
幼稚園免收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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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工傷欠薪個案須有大灣區概念

家
之
言

名

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僱員在工傷病假期間可獲發
放最多36個月的「五分四
糧」；香港僱主在本港僱
用而在外地因工受傷的僱

員，同樣受保障。然而在一些
案例上，我們發現僱員難以獲得應

有保障。
跨境運輸業司機很多是「斷工

計」，每周或半月「埋數」，沒有白紙黑
字簽訂僱傭合約，不少只是經微信接單
及出糧，司機對公司地址亦不掌握。早
前有一宗工傷個案，事主因交通事故在
內地住院治療，且因被拘留無法即時返
港，只能由妻子到勞工處向僱主追討薪
金墊支及申報工傷，卻遭遇幾大難題：

1. 經工會查冊才找出公司註冊地
址，屬觀塘一個公屋單位，未能接觸到
公司負責人。起初根據「最後工作地點」
慣例到葵興勞工處求助，職員以公司查
冊地址在觀塘為由，要求到當區勞工處
落案，幾經波折才解決落案地點問題；
2. 雖然事主妻子帶備結婚證書，

但勞工處要求得到授權信，只能委託律
師到內地拘留所處理，又耗費了一些時
間；
3. 在勞工處調停會上，該公司派

了一名「股東朋友」出席，表示僅承認
欠薪，墊支部分有爭議，要待與事主聯
絡後才能確定金額；
4. 該公司購買的「第三保」，不

足以支付交通事故申索，公司負責人不

肯現身簽署理賠文件；
5. 雖有內地醫院開具證明，但勞

工處只承認香港註冊醫生發出的醫生
紙，要待事主返港再去看病拿醫生紙，
才能申報工傷。換言之，在這期間不會
得到工傷病假薪金保障，家庭經濟陷困
境。
現屆政府在跨境醫療融合上取得不

俗進展，長者醫療券持續增加內地使用
點，證明內地醫療機構得到認可。勞工
處亦要與時俱進，對工傷證明要求要有
大灣區概念。另外，不少案例都指出除
僱傭合約外，定期收取薪金、被指示完
成特定工作等，都是確立僱員身份的證
明，勞工處須更主動作為，處理僱主
「玩失蹤」及逃避責任的問題。

3/4直資校加學費 平均4.76%
聖保羅男女中學貴一成 女拔19年來首上調5.26%

內地社交媒體「小紅書」今年4月流
傳應屆文憑試英文科聆聽卷的答題簿，一
名23歲女監考員被捕，她昨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承認一項《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
下的「違反保密規定」罪，案情透露被告
打算開展網上教學生意，因而犯案。主任
裁判官蘇文隆將被告還押至10月 9日判
刑，以待索取其背景報告。
女被告劉冠希（23歲），犯案時是黃

大仙一中學的教學助理，亦有份在2024年
香港中學文憑試監考，包括4月13日在區
內另一中學擔任英國語文試卷（三）（聆
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監考員，劉事前有簽
署保密協議，承諾嚴格保密所得資料。

違規上載答題簿
DSE監考員候判

■訪港研究人員和香港科學家齊聚參與研
討會。

教育局昨日公布，2024/25
學年全港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
以及幼稚園學費調整情況。其中
直資學校新學年共有53所會加學
費，佔總數逾七成半，平均加幅
4.76%。至於私立學校及國際學
校則分別有73所及64所會加學
費，平均加幅5.36%和4.53%，
另有一所國際學校加費申請不獲
批。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方面，教育局指 2024/25 學
年，半日制課程獲得資助後有約
九成免費，全日制課程的每期學
費中位數則為 998 元，按年升
6.17%，整體仍處低水平。

■超過七成的直資學
校今年獲批加學費。

資料圖片

國家深海載人潛水器「蛟龍
號」隨母船「深海一號」科考船
本周二（24日）起首次訪港，引
領香港市民一窺深海奧秘。昨
日，眾多訪港研究人員和香港科
學家齊聚參與「數字化深海典型
生境」國際研討會，先後進行學
術研討及圓桌論壇，講述剛在西
太平洋完成的首個國際航次科研
成果，以及中國深海探索的工作
及對全球深海領域治理的貢獻。
與「蛟龍號」結緣逾十年的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兼副
系主任邱建文，是今次國際航次
的聯合首席科學家之一。他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分享，指是次深海探
索為香港科學家提供機會，與內地
及海外科研專家展示良好合作，共
同為海洋可持續發展獻力；而回程
時於香港舉辦國際性會議，亦讓香
港成為深海研究走向國際舞台的窗
口，更是別具意義。

邱建文又分享了深海中的難
忘一刻，此次探索中團隊發現了
被稱為玻璃海綿的畫筆狀「偕老
同穴」，這種海綿通常與一公一
母的蝦類（如儷蝦）共生，這種
蝦類終生只在一個洞穴共居，因
而得名「偕老同穴」：「一開始
觀察時只能找到一隻肉眼可見的
蝦，讓我誤以為偕老同穴只是傳
說；但後來用極細生物篩篩選
後，才發現了一隻極細小的雄
蝦，親眼驗證這個說法，是非常
有趣且難忘的體驗。以前我以為
海洋是一片沙漠，這次才發現原
來裏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生物，比
如青口好似地氈鋪滿了海底，給
我很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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