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直資校2024/25學年學費安排，教育局昨日在
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截至5月中，局方

共收到54份調整學費申請和25份不調整學費通知
書。局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申請，以期在新學年
開始前完成審批程序和通知學校有關結果。

女拔擬加至4萬 加幅約5.3%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各直資校的網頁和招生章程，
其中福建中學擬於新學年將中一級學費加價2,500元至
24,000元，加幅約11.6%；聖保羅男女中學擬加學費
至79,700元，加幅約10%；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擬加學費至 77,800 元，加幅同樣約 10%。自 2005/
2006學年轉以直資營運的拔萃女書院，學費過去一直
維持3.8萬元，新學年擬加價至4萬元，加幅約5.3%。

培僑中學擬於新學年加價500元至9,960元，加幅約
5.3%，身為該校校長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伍
煥杰解釋：「申請加價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應付營運成
本，包括教師薪酬上升，而且學校要維持較低的師生
比例，人手亦會增加。」近年，香港特別重視科技及
數字化教育，相應的軟硬件設施增加構成一定成本，
加上近年裝修工人和材料成本上升，維修校舍方面亦
帶來經濟壓力，「過去疫情大家可能『勒緊褲頭』唔
做咁多，但三年過去都是時候做一下。」
伍煥杰坦言，直資校所得到的政府資助，取決於學
生人數多寡，但香港出生率持續偏低，不少學校收生
人數都受影響，需透過加學費以維持教育質素，而其
學校收費於直資學校界別而言屬較低水平，「每期
900多元，如果唔加的話，就比較難去維持服務。」

660幼園申加學費
教育局又公布截至5月中為止，約740所參加幼稚
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中，約520所申請新學年調升
學費，佔總數七成，另約 220 所表示學費維持不
變。同時，約 140 所沒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申請在
2024/2025 學年調升學費，一所申請調減學費，其
餘約90所維持學費不變。
教育局表示，現正審核有關申請，會盡早通知學校
核准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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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所直資學校擬於9月新學年調整學費。圖為直資
學校學生。 資料圖片

醫衞局：牙科畢業生1年實習期屬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特區政府近日建議修

訂《牙醫註冊條例》，新增本地牙科本科生畢業後實
習一年才可執業的要求，最快適用於明年畢業者。據
消息人士披露，牙管會過去十多年間曾三度評審香港
大學牙醫學院，認為課程出現結構問題，故有必要增
加一年實習期。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麥子濘強調，特
區政府在檢視後認為12個月實習期是必須的，由衞生
署、牙管會和港大牙醫學院組成的專責小組會於月內
再開會商討細節安排。
港大牙醫學院是香港唯一提供本地牙醫學士課程和
深造課程的學院。特區政府近日披露，牙管會過去十
多年間已三度評審港大牙醫學院，個別學生甚至未有
實際進行過個別牙科程序經驗，影響畢業生臨床水
平，故只給予課程有條件保留認可。一旦該課程從
《牙醫註冊條例》附表移除，所有本地牙科畢業生均
必須通過牙管會許可試，未能通過許可試者將不可成

為註冊牙醫。
為此，特區政府提出修訂《牙醫註冊條例》，新

增本地牙科本科生畢業後實習一年才可執業的要
求。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前日強調，實習建議
「非一日之寒」，而是因為學院「過去十年整體課
程無改善」，因此不考慮押後要求增加一年實習
期，但不代表牙醫學院不需要修正課程，又強調公
營牙科人手是否足夠並非考慮因素。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修例草案，本身是中醫的立

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牙管會十多年前已發現港大
牙醫課程問題，質疑為何一直沒有採取更強硬措
施，「是否姑息養奸？」他又關注到此前在港大課
程畢業的學生執業時的情況，是否需要重新實習，
以及特區政府有何措施避免港大牙科課程被除名。
醫學界議員林哲玄表示，同意政府要求畢業生實

習的安排，惟校方應及早告知學生，讓其了解需面

臨的問題。勞聯議員林振昇則建議將現時牙醫本科課程
壓縮數個月至半年或減少實習時間，令學生盡早完成實
習和盡早執業。

承諾續就實習安排與學生溝通
麥子濘表示，局方已分別於去年3月和今年4月，就實

習安排與港大牙醫學院教職員和學生會面並作出解釋，同
時承諾會繼續就實習內容和具體安排與學生溝通。
牙管會主席李健民昨日強調，該會一直根據法例規定
評審港大牙醫學院的課程，「基於尊重學術自由，牙管
會並沒有具體建議學院加入實習要求。」
他強調，該會早在2019年已向港大牙醫學院提出加入

臨床經驗的要求，並非最近才新增，「大學有責任及早通
知學生。」會方已主動去信要求與港大代表會面，期望讓
學生清晰明白牙管會的實際要求，而牙科生絕對有需要
再深入了解牙管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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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辦網訊，5月24
日下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
北京會見了湯家驊率領的「民主思路」香港政
治及行政學苑學生北京交流團。
由「民主思路」成立的「香港政治及行政學

苑」，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資深行
政人員文憑《政治領袖》」課程，旨在為本港
培訓和發掘年輕政治人才，配合有系統的專業
培訓，讓學員有機會與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治領
袖交流和學習，學員至今已逾180人。
「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2023─2024年第六

屆學生北京交流團」於22日開展首日訪京行程，
首先拜會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
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
會。雙方就推進憲法在港的教育及宣傳等議題作
出深入交流。
同日下午，交流團拜會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雙方就

香港未來發展所具有的優勢、面臨的挑戰與困難以及對策建議
等議題深入交流。
第二天，交流團先拜訪北京大學 ，與北大港澳研究院名譽院

長、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北大港澳研究院院長、法學院教授陳
端洪及一眾北大法學院學者及多位在北大就讀的港生會面，大
家深入探討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和未來的發展空間、如何

保持及繼續發展香港的獨特優勢等議題。
同日中午，交流團拜訪了中國人民大學 ，拜會副校長王軼，

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人大
「一國兩制」法律研究所所長韓大元，法學院副院長朱虎，法
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常務理事
李忠夏及一眾法學院領導和學者。大家就憲法與基本法的關
係、 憲法在港的教育及宣傳、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發展等議題交
換對策意見。

交流團同日傍晚拜訪了清華大學，與該校港澳研究中心主
任、法學院教授林來梵，法學院副教授屠凱及多位清華學子會
面，就憲法學的發展及研究，憲法在港的教育及宣傳等議題交
換了意見。
交流團由「民主思路」召集人、「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榮

譽贊助人湯家驊，「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龍家麟（國際） 、
潘學智（研究）、黃頴灝（內務及地區事務），理事陳進雄、
麥慶歡和黃志雄帶領。

夏寶龍會見「民主思路」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學生北京交流團

中學校長：生源減需加價維持教育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迪思）法定最低工資將引
入「可加不減」調整方程式，並將工資水平改為
「每年一檢」。工聯會權益委員會認同「一年一
檢」並與甲類消費物價通脹及共享經濟繁榮因素掛
勾，可防止低資水平滯後於通脹，維持購買力。然
而，最低工資的基數仍然過低，由2011年實施最低工

資以來，時薪水平至去年的累計加幅仍追不上同期通
脹，造成在職貧窮的問題，要求政府合理調升最低工資
水平的基數，並在新機制實施5年後進行檢討，以及加
入生活工資作為參考指標，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

底層工大多數時間難分享經濟成果
新方程式中「共享經濟繁榮」因素為最近一年的實

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減去最近十年的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再乘以20%，如得出數字大於
1%會封頂，下限則為0%。工聯權委主任丘燿誠昨日
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新方程式將下限鎖定於0%，
令最低工資於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可避免減薪，但分享
經濟的部分門檻相當高，底層工人大多數時間都分享
不到經濟成果。
他說，經權委計算，由最低工資實施的2011年至2023
年間，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經濟繁榮」部分均為負數或接
近0%，即按方程式實際上未能有效分享經濟成果。
最低工資時薪水平由2011年實施時的28元增至去

年的40元，累計升幅為42.9%，但權委認為，同期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累計升幅為44.7%，顯示最低工資
升幅長期跑輸通脹。假若由2011年開始以新方程式
計算，計算出去年的時薪水平應為42.9元，仍非合
理水平，與工聯會提倡的生活工資仍有一段距離，
方程式仍未解決最低工資水平的基數過低的問題。

低資全職日做8小時 少過綜援金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副主席王志雄表
示，按社援指數估算，每年4人家庭的平均每月綜援
金額已達18,660元，「若以最低工資42.9元計算，一
個4人家庭中的兩人全職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
時，亦僅得17,846.4元收入，比綜援金額還少813.6
元，同時也會跌入貧窮線。」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忠表示，零售業
是收入最低的四個行業之一，部分工人每小時僅賺取
約40元。
權委認為，一系列數據反映勞動付出與收入不成正
比，辛勞付出得不到合理回報，造成在職貧窮的問題。
權委建議先將方程式中「共享經濟繁榮」因素的計算比
率調升，讓經濟成果更有效分享給底層工人，並參考生
活工資水平，合理地調升最低工資水平的基數，以及在
新機制實施5年後檢討並加入生活工資作為參考指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房
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表
示，自己在本周二到房委會總部，與
房屋署長羅淑佩一起主持「學習全國
兩會精神」座談會，向房委會員工講
述當中的要點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
義，並引導他們把這種精神融會貫
通，應用於每天的工作之中。

辦「學習全國兩會精神」座談會
約 800 位房委會員工以線上線
下的形式參與該座談會。何永賢
表示，未來十年香港將興建30.8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是挑戰也是
發掘潛力的機遇。政府要將提升
市民的幸福感，切實保障和改善
民生放在心上，除了更以人為本
的工作理念，也要積極推展制訂
「幸福設計」指引的工作，以簡
樸但有心思的設計，進一步提升
公屋居民的幸福感。

她勉勵大家要思考如何提升高質量發
展、發展新質生產力，包括多採用新的建
築方法、建築科技，以提量、提速、提效
和提質，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及積極推進
智慧屋邨管理，令建造行業、物業管理行
業也能與時並進，升級轉型。
何永賢強調，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大家要多思考如何把握「一國兩制」的獨特
優勢，抓緊機遇，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在
內地的支持與交流合作下，政府可以大力快
速地加強建築科技、智慧管理等發展，實現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些成功的事例，
也將會成為一個個好故事，在香港這個平台
與橋樑上，向國際展示香港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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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賢(右)和羅淑佩
何永賢Fb圖片

工聯會：低資基數仍過低 追不上通脹

◆工聯權委就最低工資調整新機制發表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5月24日下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
京會見了湯家驊率領的「民主思路」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學生
北京交流團。 國務院港澳辦網站圖片

教育局近日公布，截至本月

中，接獲54所直資學校擬於9月

新學年調整學費，佔全港直資校

約68%，比率屬2022年以來新

高。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各直資

學校網頁，顯示有中學擬於新學

年加價約11%，19年來未曾加學

費的拔萃女書院亦擬於新學年加

價2,000元。有直資中學校長向

香港文匯報解釋，調整學費的考

慮包括教師薪酬加幅，維持優良

師生比例，維修校舍、加強數字

化教育等成本因素，加上直資學

校所得資助是取決於收生人數多

寡，隨着本港的學生人數持續下

跌，相信不少學校都要透過加價

維持營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