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官方統計推算，2025至2031年在香港居住的六歲小一適齡人口將由48,600名
降至37,500名。為整合教育資源，教育局將推行 「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 ，
有序地減少收生不足學校數目。新方案大幅提高收生不足小學的 「救校」 成本，倘
透過開辦私立小一續辦，校方須負擔同屆學生讀至小六畢業的費用。

有議員表示，局方提出 「加辣」 條件，針對過去數年有小學因收生不足開辦私
立小一翻生，擔憂近年成功 「救校」 的小學隨時成為被 「翻叮」 的對象，難逃殺
校。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責任編輯：黃格煜 美術編輯：熊銘濤

教育部副部長會見教大代表團 冀融入教育強國建設
【大公報訊】3月11日上午，香港教育

大學（教大）校董會主席黃友嘉與校長李子
建率領的代表團訪問國家教育部，受到教育
部副部長王嘉毅會見。王嘉毅對教大的辦學
成就給予高度評價，並期望教大進一步發揮
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家教育強國建設，為
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王嘉毅表示，教大近年來在香港與內地
的教育交流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
在教師培養方面，強調立德樹人，積累了寶
貴經驗。他特別提到，教大與內地多所高校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推動了兩地教育合作；
同時，教大在師德建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
效。

王嘉毅對教大提出三點期望：一是希望
教大積極參與國家教育強國建設，推動師範
教育與教師教育的轉型，培養更多高素質教
師；二是加強培養愛國愛港的教師人才，確
保準教師具備愛國愛港的意識和情懷；三是
牽頭編撰具有本地特色的高水平教材，為香
港教材建設貢獻力量。

加強培養愛國愛港教師人才
黃友嘉感謝王嘉毅在兩會期間的接見，

並表示教大深知肩負的教育使命重大，將繼
續在教育部指導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
教大定位為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未來
將進一步加強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地

區的教育交流與合作。
李子建匯報了教大的基本情況和最新

進展，包括 「校長與教師協同創新培訓中
心」 第二期的籌備工作，以及推動教育質
量提升的具體舉措。他表示，作為教育大
學的校長，將繼續以立德樹人為核心，在
人才培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貢獻
力量。

此次會晤中，教育部港澳台辦等司局代
表出席。教大方面，副校長（行政）方永
豪、協理副校長（內地協作與發展）兼傳訊
及協作處長蓋會霞、財務處處長郭海、副校
長（行政）辦公室項目經理杜家如，以及校
長室行政助理潘子璇也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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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倘收生不足
轉私營須自資6年
議員：救校條件加辣難逃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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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投放教育資源
香港無法扭轉學齡

人口結構性下降趨勢，
教 育 局 預 計 ， 2025 至

2031年在香港居住的6歲小一適齡人口將會由
4.86萬名降至3.75萬名，減少約1.11萬人。

按照教育局對小學開班人數最低標準維持
16人計算，減少的1.11萬名學童涉及近700個
班級。即使以25名學生一班的標準班額計算，
亦涉及444個班。小一減少學生人數及班數，
必然波及高小、初中、高中及大學收生，形成
骨牌效應。

教育佔政府總經常開支17.5%，即使今年
政府為滅赤削減了3.7%教育支出，但教育經常
性開支亦達到1,029億元。為了善用公帑，必
須針對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趨勢，為教育資源
投放作長遠規劃、對不同的教學階段需求作評
估。

學校必須要有合宜的整體學生人數和班級
數目，保持整體班級結構的完整性，才可為學
生提供穩定的教學環境。社會人士不應該被所
謂 「殺班」 、 「殺校」 的負面形容詞牽動情
緒，香港必須面對學齡人口下降的事實，合理
使用投放在教育的公帑，避免浪費公共資源。

透視鏡
蔡樹文



AI領域表現搶眼五校躋身世界50強

【大公報訊】記者唐雪婷報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昨日表示，將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香港首間技術與創新支
持中心（國家TISC籌建機構）的籌
建，向本地初創企業、中小企業和企
業家提供優質的知識產權資訊及服
務。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營運總監
林芷君表示，該機構將提供線上與線
下相結合的服務模式，如同一位貼身
的 「補習老師」 ，為企業提供幫助。
她透露，政府預留了約4千萬港幣用
於籌建及營運。

去年12月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成功入選國家知識產
權局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
共同確認的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
（TISC）籌建機構，向初創企業、中
小企業和企業家提供，知識產權檢
索、培訓及策略性支援等免費服務。

林芷君表示，生產力局是香港首
家入選的TISC籌建機構，局方現正按
照TISC籌建要求，從場地、硬件設
施、數據庫資源等多方面積極開展籌
建工作，預計在今年年底前於九龍塘
生產力大樓內籌建一個600呎的服務
中心，亦會提供線上服務。

該中心向企業提供專利檢索與分
析、專利諮詢及培育專利知識人才，三大類型
線上及線下服務，還有知識產權業界交流、知
識產權專題研討等知識產權交流活動，供企業
了解知識產權相關資訊。林芷君形容中心如同
貼身的 「補習老師」 ，向知識產權認識薄弱的
本地中小企補充相關知識，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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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郭如佳報道：國際高等教
育資訊機構（QS）於昨日（12日）發布最新世
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成為全球排名提升最顯著
的地區。在231個學科排名中，68%的學科排名
上升，6%下降，15%保持穩定。本地院校在牙
科、教育、護理和語言學等領域表現尤為突出，
共有四個學科進入全球前十名，較去年增加一
倍。其中，香港大學牙科學科位列全球第2名，
成為本港排名最高的學科。

港大牙科升至全球第二
香港大學牙醫學科在過去11年中九度躋身全

球三甲，最新排名更攀升至全球第二。港大牙醫
學院署理院長金力堅表示，學院連續多年位居全
球前三名，充分展現了學院在教學、創新研究、
知識轉化以及提供高質量口腔專業服務等方面的
卓越表現與堅定承諾。

此外，港大的教育學、語言學及地理學分別
位列全球第3、第9及第10位。在本地排名方面，
港大在50個上榜學科中有33個學科排名第一，
佔總數的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港大醫學學
科的世界排名大幅躍升13位，晉身全球第24
位。港大校長張翔表示，這一成績反映了港大對
學術嚴謹及創新知識的追求，未來將繼續推動教
學與研究的卓越發展，促進各學科的進步。

今年，香港理工大學有七個學科躋身全球前
30位，包括酒店管理（第11位）、護理學（第

16位）、建築與建造環境（第17位）等。其
中，護理學的全球排名創下近十年新高，環境
科學亦首次成為香港第一，而酒店管理及藝
術與設計則繼續在本地院校中保持領先地
位。理大校長滕錦光表示，理大致力成為創
新型世界級大學，未來將加強全球合作，進
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城大獸醫學首入全球百強
香港教育大學的教育學科今年躍升至全球第

12位，較去年上升8位，亞洲排名第四，香港排
名第二。教大校長李子建表示，這一成績肯定了
教大的努力，並激勵校方繼續提升教育水準，肩
負起 「教育未來」 的使命，為全球教育事業作出
更大貢獻。

香港城市大學今年共有20個學科位列全球百

強，其中社會政策與行政管理（第37位）、語言
學（第38位）、 「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 （第
45位）及傳媒學（第48位）進入全球50強。此
外，城大的 「獸醫學」 亦首次躋身全球百強之
列。城大校長梅彥昌表示，城大致力推動全球知
識交流與社會進步，未來將繼續以富啟發性、互
動性和創新性的教育理念，培育更多具備全球視
野的未來領袖。

香港中文大學亦有兩個學科打入全球前十，
其中護理學排名第5，語言學排名第10。

此外，本港大學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領域
表現出色，5所大學在相關學科均進入全球前50
名，僅次於美國，位居亞洲第一。具體排名為：
香港科技大學（第17位）、香港大學（第18
位）、香港中文大學（第19位）、香港理工大學
（第40位）、香港城市大學（第45位）。

QS全球學科排名 本港大學升幅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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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副部長王嘉毅3月11日會見香港教育大學代表團一
行。

▶教育局將採取 「軟着陸」 策
略，適度有序地減少學校數目，
策略整合資源，提升教育質素。

三項優化學校班級結構方案
•擴大 「合併」 和 「停辦全部或部分級別」 方
案的申請資格至全港所有資助小學

•獲批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的資助小學，須以
私營方式營運該屆別六個學年，直至該屆別
的學生完成六年小學課程

•曾獲批開辦私營小一班級的學校，如在其後
緊接的六個學年第二次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
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不可再次申請以私營
方式開辦小一

教育局昨日（12日）公布最新版本《小學
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收緊申辦私立小一
的條件，規定2025/26學年開始，收生不足小學
如開辦私立小一，必須要有財力負擔該 「私家
班」 學生由小一讀至小六的費用，而且不能向
學生收學費，也不會學校翌年小一收生達標而
回復資助。

同時小學在6年內只能動用申辦私立小一救
校一次，若期內第二度收生不足就會被殺校，
或是選擇 「變相殺校」 的與他校合併，無論如
何政府會在三年後對有關學校停止資助。新規
定追溯至2019/20學年起曾獲批開 「私家班」 的
收生不足小學。

整合資源 取消「特別視學」方案
教育局指出，本港適齡學童數量持續下

跌，近年已有小學因收生不足而被教育局 「派0
班」 （即不獲資助開辦小一），部分學校選擇
以私營方式開辦一年小一 「續命」 ，第二年再

重新開辦資助小一。教育局昨日向全港小學發
出通告，公布 「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
案」 ，將發展方案選項由4個縮減至3個。同
時，當局不再提供 「特別視學」 方案，意味學
校不會因視學表現良好而獲得重新開辦資助小
一的機會。

教育局又表示，針對未能在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下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學校，可選擇
申請方案，並在獲得教育局特別批准後，參加
下年度的小一派位。若學校不選擇任何方案，
或其選擇的方案未獲批准，教育局將在學校未
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首學年之後的第三個
學年起，停止向該校發放任何形式的資助。尚
未在該校完成小學課程的學生，將由教育局安
排轉往其他公營學校繼續學業。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碧茜指出，學齡人口結
構性下降的趨勢將持續，學額和學校數目也會
隨之減少，教育局和學校必須實事求是，以學
生福祉為最優先考慮。她強調，教育局將採取

軟着陸策略，適度有序地減少學校數目，集中
資源以提升教育質素。

校長：學校財政負擔加重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認為，新措施無

疑是提高救校門檻，加重辦學團體及學校的財
政負擔， 「一所資助小學在不能收取學費的情
況下，何以有開辦至少6年私營班級的財力？」
他擔心近年成功 「救校」 的小學， 「隨時成為
被當局 『翻叮』 的對象」 。

有校長表示，一個班別要請三位合約教師，
一年費用大概120萬元。有近年收生不足的小學
申辦私立小一，一年總費用預計150萬元至180
萬元，另有教育界人士估計最新已需200萬元。
若以180萬元推算，在新安排下，一班私家班6年
開支至少要有1,000萬元，學校難以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