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合中學教學語言 「微調」方案下學年實施
，教育局昨天終於趕及出版供家長選校參考的
《中學概覽》。 「微調」政策下，全港約有十六
所中文中學達標 「上車」做英中，初中全級開英
文班，元朗獨佔其四，令該區官立和津貼英中增
至八所，離島區仍是 「零英中」。與此同時，有
十所英文中學自動退出全英文授課行列，部分中
一班改以中文講授。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李盛芝

16中中上車變英中
教語微調引發大執位

關 昭

預留私院土地 還需 「錢隨人走」 要有基礎才會有傳奇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撥出四幅土地，預

留作開設私家醫院之用，四幅土地分別位
於香港仔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
，今起至明年三月底接受申辦意向書的提
交。

這一宣布，對本港私營醫療以至整體
醫療未來發展都是重要的，當然更關係到
全體市民健康、安全以及福祉。

預留土地供私營醫院發展，近因是政
府已決定將醫療產業列為本港六大重點發
展產業之一；但從更長遠的背景來說，提
供土地開設私營醫院，實源於本港長期以
來公私營醫療的嚴重失衡。

目前，公營醫療服務 「包辦」 了九成
市民的診症和住院需求，私營醫療只佔一
成不到的市場份額。在此比例下，公營醫
療與保安、教育 「鼎足而三」 成為特區政
府最大筆的公共開支，而且 「尾大不掉」
，隨着未來三十年本港人口漸趨老化，對
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加上
近年防疫控疫工作的巨大支出，公營醫療
更有不勝負荷之感。

在此情形下，發展私營醫療確是減輕

公營醫療負擔的重要出路，預留土地措施
即於此背景下出台，目的是鼓勵私人業界
及團體提出申請，開設私營醫院，配合打造
醫療產業和公私營醫療合作的發展方向。

有關措施出台後，私營醫療業界反應
如何，尚待觀察，但未來新建醫院在整體
醫療服務中的地位和角色，卻有先予明確
的必要。對此，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
昨日在立法會發言時指出，希望新建醫院
能夠提供更多價錢相宜的私營服務給市民
選擇，尤其是中產人士，未來在批地時會
訂定一些附帶條件，包括收費的透明度等。

這一方向，應該說是正確和可行的，
未來新建私營醫院應該以中產階層為主要
服務對象，以彌補現有公私醫療供求失衡
和 「兩極化」 的缺陷和不足。眼前，公營
醫療絕對是 「賣大包」 ，一百元一日 「全
包宴」 ，如此又焉會不門限為穿？但另一
頭的私營醫院，收費往往令人咋舌，如
「何先生」 般盛傳近百萬元一日的醫療費

用又有幾人能負擔？因此，如果能夠出現
一種中產私營醫院，即既不必如公營醫院
般看病要排大隊、一些手術排期要輪候一

年半載，但又不至於如目下一些貴族式私
院的 「劏人」 收費，服務和收費都 「中間
落墨」 ，相信一定會受到中產階層人士的
歡迎。

事實是，港人社會近年已越來越懂得
健康的重要，廣大中產人士亦願意為得到
較高質素的醫療服務而作出一定的承擔。
但問題在於，如果要推行此種 「中產醫療
」 ，除了土地外，在醫療融資方面也必須
作出相應的改革才能有效配合。

有關醫療融資包括是否實行強制性購
買醫療保險或設立如 「強積金」 般的 「強
醫金」 ，每位合資格市民都有一個醫療儲
蓄戶口，現階段都還在諮詢階段，而社會
上的意見亦相當分歧。但無論如何，未來
醫療如果要打造成一項產業、要實施公私
營醫療的互動合作，融資改革是關鍵，而
核心或大前提應該是 「錢隨人走」 ，如果
市民能有自己的醫療儲備金再加上政府的
補助，又有更多的私營醫院可供選擇，相
信整個公私營醫療可以朝向合理高效分工
的方向發展，醫療產業或香港成為區內醫
療中心的目標也不難達到。

東亞運成功締造傳奇一刻，帶來全城
「熱論」 體育議題。特首曾蔭權在 「港足

」 踢入決賽後所說這是他二○○九年最高
興的一天，相信不少市民也有同感。但港
人社會僅僅是 「高興一天」 並不足夠，乘
此 「東亞運」 東風，際此全城 「熱爆」 之
際，如何進一步推動和提高本港的體育發
展，問題已經擺到了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
的面前。

在這裡不妨先講一個可說是另類的
「傳奇」 故事。 「港足」 門將葉鴻輝，勇

救十二碼、力保獨木關，可說是 「傳奇一
刻」 的重要締造者和功臣之一，但在此之
前，他已曾兩嘗失業滋味，兩次都是因為
球會缺乏經費而 「執笠」 關門，而他的月
薪收入也只有五千多元。如此 「傳奇一刻
」 締造出來了，但如葉鴻輝般的年輕足球
員，他們未來進一步的培訓工作和事業前
途又在哪裡？ 「傳奇一刻」 還會在他們身
上發生嗎？

東亞運剛結束，是否申辦亞運亦已開
始提上議事日程。由於東亞運創造了傳奇
一刻，早前批評特區政府花錢太多的個別

傳媒也 「收聲」 了，但申辦亞運的經費預
測會在百億元以上，對此，只要能事前作
好規劃部署，落實各項工作，相信市民也
不會反對。

但是，相信市民大眾心裡更希望或更
支持的，是特區政府在耗資百億 「申亞」
的同時，更應該把部分 「成本」 或經費用
到運動員的培訓和運動設施的增加上。在
奪金之日，自倫敦 「熱刺」 放棄跟操趕回
港、頂入扳平一球的 「港足」 前鋒陳肇麒
，在記者會上表示最大的願望就是政府增
加足球培訓的資源，而 「足總」 主席梁孔
德的願望則是政府建一個足球場，專門供
球隊訓練之用。

香港需要東亞運、未來也許需要亞運
，但更需要的是一套明確的體育方針和政
策，以及具體措施的配合。 「港足」 已經
創造了傳奇一刻，但足球項目連體育學院
也未被列入，年輕球員收入低微、 「飯碗
」 難保、前景暗淡，如此再希望有更多的
「傳奇一刻」 能夠被創造出來，是不是也

太 「傳奇」 了一點？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A4 要聞
責任編輯：梁曉斌

社 評 井水集

2010/11學年落車英中
區域

沙 田

深水埗

九龍城

中 西

黃大仙

屯 門

元 朗

資料來源：《中學概覽》

學校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德雅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聖類斯中學

聖母書院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

全港十八區官津英中分布
區域

中西區

東區

油尖旺

屯門

觀塘

荃灣

西貢

深水埗

離島

總數 106

數目

6

7

7

7

8

4

3

4

0

區域

灣仔

南區

元朗

黃大仙

葵青

北區

沙田

九龍城

大埔

數目

7

2

8

5

8

5

9

11

5

【本報訊】 「微調」政策下，全港最少十六所中文
中學達標晉身成 「新英中」，但亦有十所英文中學因達
標學生不足等各種原因，未能全級開辦英文班，變相要
「落車」，包括中西區傳統名校聖類斯中學，以及九龍

城區陳瑞祺（喇沙）書院，沙田區有三所中學 「落車」
，令區內英中減至九所。

聖類斯中學明年中一除數學、科學採用英語授課外
，地理、歷史及電腦等科目將按組別訂定教學語言。沙

田名校天主教郭得勝中學下學年亦將會 「落車」，除數
學、綜合科學採用英語授課外，通識、電腦等將按組別
訂定教學語言。郭得勝副校長黃偉說，區內學校競爭力
強，達標學生不足，是被迫開中文班的主因。 「要逐一
向家長解釋，他們會質疑學校收生質素是否下降。」目
前，校方擔心下學年會浮現標籤效應，影響學生學習情
緒，因此，學校會將 「中文班」改為 「英語輔導班」。

教育局和家校會昨出版新一輯《中學概覽》，列出各校各科
的教學語言，但未有英文班數目。本報統計發現， 「微調」下，
全港約有一百零六間公營中學，達標開設全級英文班，包括十六
所中文中學將 「上車」，除中文、中史及普通話學科外，主要學
科均以英文授課。九龍城以十一所英中續成各區之冠，其次為沙
田，有九所英中。過往英中寥寥可數的北區與西貢，各增加兩所
英中。

九龍城英中數目續冠全港
過往僅得一所英中的西貢區，下學年至少增加兩間英中，即

將軍澳官立中學與景嶺書院，能全級開設英文班。景嶺書院更會
實施全英語教學，即通識、體育、音樂及視覺藝術等術科亦採用
英語教學。校長楊明倫指出，將軍澳學生人數不斷上升，但區內
一直只有一所英中，校方開辦英語授課是回應區內家長訴求，避
免家長跨區為子女報讀英文中學。 「早於二○○○年，校方積極
準備 『上車』轉為英中，加上目前很多科目在高中時已用英語授
課，有信心在初中推出全英文教學，即使是術科採用英文教學，
亦相信可為學生帶來挑戰及更多接觸英語機會。」

元朗多達四所中中 「上車」
元朗區有四所中中變英中，包括元朗信義中學、東華三院盧

幹庭紀念中學、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及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一級均採用英語教學。位於天水圍的元朗信義中學，由本學
年只有英文一科以英語教學，明年大變身為通識、宗教及術科所
有科目以全英語教學。校長陳苑湫坦言，學校○五年已積極部署
「上車」成為英中， 「微調」為同學、教師帶來重大挑戰，但相

信學生在初中已接受英語授課及討論等，始終令學生得益最大。
陳苑湫說： 「元朗區過往有五所英中，但沒有一所在天水圍，一
些學生要跨區到其他學校上課，學校明年能開辦英文班，便可照
顧區內的學生，為區內的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

另一個受惠於 「微調」政策的是北區，原本只有三所英中的
北區， 「微調」下新增兩所中中能開設全級英文班，分別為東華
三院李嘉誠中學及田家炳中學。不過，離島區仍是維持 「零英中
」。有校長建議，家長應因應學生的語言能力選校。

教育局發言人則表示，不宜簡單地以中文班或英文班來界定
中文中學或英文中學。他說《中學概覽》清楚列出各校各科的教
學語言，以及那些科目將會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但學校
的多元語文安排不可能亦不宜以簡化片面地有多少 「中文班」或
「英文班」的數字來表述。至於家長要了解學校所開中文或英文

授課班級數目，仍可向校方了解。 「學校在收到家長查詢時，須
向家長詳細解釋其教學語言安排的施教模式，包括每個班別提供
的科目和每個科目的教學語言，以及編配學生的具體安排等。」

全港縮30班中一
【本報訊】明年適齡升中生勁減五千人，導致中學縮

班殺校危機加劇。最新《中學概覽》揭示，本學年全港官
津中學約縮減三十班中一，屯門區屬縮班重災區，縮減七
班中一，更有七所中學僅僅達三班 「開班線」。

《中學概覽》涵蓋全港十八區四百多所中學的資料，
以方便明年入讀中一的學生家長選校。據悉，約有六萬二
千二百多名應屆小六學生參與中學派位，升中人數減少約
五千人。

雖然本學年沒有中學因未達開辦三班的標準而接獲殺
校通知，但根據《中學概覽》，本學年約有二十多所中學
，縮減約三十班中一，屯門的裘錦秋中學、加拿大神召會
嘉智中學、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由四班縮減至三班。
北區、荃灣、元朗、中西及南區則是 「零縮班」。

鑑於適齡學生下降，今年十一月至今，教育局局長孫
明揚先後到過沙田、大埔及屯門等收生不足的 「重災區」
視察並同區內中學校長商討對策，不少校長建議分階段在
區內學校實施減班及減人數。

此外，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已展開，家長最多可為子女
申請任何兩間官津中學，並須在明年一月四日至一月二十
五日於學校辦公時間內，直接交回申請表予有關中學。另
可無限量申請任何直資中學，但一經直資中學取錄，則不
能再申請官津中學。

10英中落車

二分法屢受批評

《中學概
覽》列出各校
各科的教學語
言，但未有英
文班數目

資料

◀新一輯《中學概覽》顯示，全港約有一
百零六間公營中學，達標開設全級英文班

（資料圖片）

回歸後第二年，香港特區政府推
行母語教學政策，原意把中學分為中
文中學和英文中學，可惜被扭曲為崇

英中而抑中中。政府原本只批准一百間中學維持英語授
課，其後允許二十間中學上訴，其中有十四間得償所願
做英中。上訴失敗的六間，包括天主教慈幼學校、基督
教慕德中學、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聖安當女子中
學、匯基中學，只能落車做中中。

二分法的教學語言政策幾度受到批評，屯門仁愛堂
田家炳中學、粉嶺田家炳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以
至將軍澳景嶺書院等十二間中中更在○五年會考改以英

語授課，結果遭受滑鐵盧，被譏為大輸家。慈幼學校更
採取地獄式操練以提升學生會考英語。

「微調」政策下，有十六間力爭做英中的中中，包
括兩間田家炳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盧幹庭中學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如願以償，十一年前上訴失敗
的慈幼中學等中中全部繼續維持原狀，力斥中中和英中
二分法的保良局胡忠中學，以至力爭做英中的教評會風
采中學都是按兵不動。相反，十間原在一百一十四間英
中之列的中學，包括上訴成功的聖類斯中學、德雅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如今自動脫
離純英中行列，主動開設中文班。

2010/11學年上車中中
區域

東 區

元 朗

屯 門

黃大仙

觀 塘

葵 青

荃 灣

北 區

西 貢

資料來源：《中學概覽》

學校

港島民生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元朗信義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梁式芝書院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田家炳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景嶺書院

將軍澳官立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