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7%直資校加學費 平均貴4.76%
聖保羅男女中學漲價10%最勁 業界稱追回疫情凍費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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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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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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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議會主席陳

狄安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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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未有調整學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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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校）都應該回復
到疫情前水平，所以我們看不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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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價校照加價 漢基盛惠32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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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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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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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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一）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小一）

福建中學（中一）

聖保羅書院小學（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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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中國際學校（12級及13級）

2023/24學費（元）

72,400

38,800

21,500

30,000

222,210

309,000

279,290

251,610

2024/25年學費（元）

79,700

42,000

23,200

32,000

238,860

327,100

291,860

260,420

加幅

10%

8.2%

7.9%

6.7%

7.5%

5.9%

4.5%

3.5%

直資、私立和國際校加費摘要（部分）特區政府教育局昨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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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直資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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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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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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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慶祝國慶75周年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隆重就職
王志勇 李慧琼 李夏茵 陳勇主禮致賀 李應生榮膺會長 陳永光榮任主席

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總會」）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日前

（9月20日）假北角海逸君綽酒店隆重舉行，在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會長李應生及立法會議員、香

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主席陳永光陪同下，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副局長王志勇，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議員李慧琼，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部長朱文，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

茵，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勇，全國人大代表胡曉

明，衞生署署長林文健，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吳秋北、邵家

輝、林哲玄等蒞臨主禮，與現場數百各界來賓及會員代表歡

聚一堂，共同見證聯合總會邁向發展的新里程。

●李慧琼致辭。 ●邵家輝致辭。●王志勇致辭。 ●李夏茵致辭。 ●陳勇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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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光、李應生：發揮業界力量 助力中醫中藥發展

陳永光及李應生聯合致歡迎辭表示，國家75年走過不容易的路，全靠
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同心努力。人民生活實現邁向全面

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他們指出，總會自2021年成立以來，在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和特區政府的關心支持下，統籌全港中醫
藥界力量，積極投入新冠抗疫工作；先後推出「中醫樂遙距診療計劃」
和「中醫藥新冠復康診療計劃」，為新冠患者及初癒者提供中醫藥服務以及舉辦
其他愛國愛港活動，獲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和讚賞。
兩人特別感謝國家長期以來對香港中醫藥界的支持，促使中醫藥界的地位得以
提升；更感謝特區政府對中醫藥界的扶持，特別是近年成立的中醫藥發展基金，
已撥出合共10億港元資助人才培養、提升業界素質及優化設備等。此外，首間中醫
醫院將投入服務等，期待大家加強合作，共同勾畫出香港中醫藥發展的新藍圖。

王志勇：加強合作交流 助港融入國家大局
王志勇致辭時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中醫
藥工作擺在重要位置，作出戰略部署振興中醫藥發展。國家中藥管理局將持續
加強與香港中醫藥領域的合作，支持內地與香港的中醫藥交流，積極支持香港
中醫人才培養，推動簡化香港傳統外用中成藥在內地註冊審批程序，讓中醫藥

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廣大人
民，助力中醫藥傳承創新
發展。

李夏茵：配合國家政策 促中醫藥高地建設
李夏茵在致辭中讚揚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成立以來，一直鼎力支持特區政

府的工作，更積極組織動員中醫藥界共同推動業界的發展。她表示，中醫藥是香
港醫療系統的重要部分，也是香港的傳統優勢。特區政府現正推動香港中醫藥全
方位及高質量發展，她呼籲業界扮演好我們聯通世界窗口的角色，為國家傳統的
中醫藥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李慧琼、陳勇：弘國粹促民康 團結一致圓中國夢
李慧琼及陳勇分別於致辭中指，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中華
民族的偉大創造，為改善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貢獻。總會以「愛國愛港、
弘揚國粹、團結業界、促進民康」為宗旨，與中醫藥傳統一脈相承。「會長李
應生提出的建議已納入總理工作報告中，主席陳永光就中醫中藥界發展提出的
建議亦於立法會中得到大力支持。希望中醫中藥界發揮更大的效能，在弘揚中
華文化之餘努力拚經濟為民生，團結一致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早日實現
中國夢。」

●王志勇（中）代表大會分別頒發主席及會長委任
證書予陳永光（右）、李應生（左）。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部長朱文頒發證書
予總會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持續深化師生對
國家安全的認識，並培育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特
區政府教育局與保安局在本學年繼續合辦「2025年
國家安全齊參與」計劃，鼓勵師生「愛國、愛港、
愛社區」，厚植家國情懷。計劃特設兩項活動，分
別是為學生、教師而設的國家安全短講比賽及「國
家安全教案設計作品選」。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函，鼓勵師生參

與計劃。其中，國家安全短講比賽，歡迎小一至中

六學生參加，活動分中學組、小學組，分設粵語、
普通話及英語組獎項，參賽者可以其中一種語言進
行不多於1分30秒的短講。比賽以錄影方式進行，
學校要自行安排錄影。學生須經學校報名，以個人
名義參賽，學校須於12月16日或以前報名及交上
「附錄」。
至於國家安全教案設計作品選，則向全港中小學

教師徵集教案，活動分中學教師組、小學教師組，
每名教師可以個人或最多5人的小組形式提交一份

教案。教案須為配合相關科目的課堂教學設計，以
不多於80分鐘的課堂內容為限，可用中文或英文撰
寫，截止日期為明年2月1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特區政府
教育局昨發出通函，
宣布將於10月中旬向
每所官津及直資學校
的校長派發早前出版
的《習近平關於中國
式現代化論述摘編》
繁體版，以鼓勵各校
校長閱讀並與校內師
生分享；局方並會於
11月下旬舉辦校長讀
書交流會，由教育局
局長及嘉賓分享個人
閱讀《摘編》的心得
並與參加者交流，以
期深化校長的閱讀體
會，幫助他們加強校
內的愛國主義教育工
作。
教育局表示，《摘
編》一系列重要論
述，可讓香港市民更
能認識中國式現代化
蘊含的獨特世界觀、
價值觀、歷史觀、文
明觀、民主觀、生態
觀等及其偉大實踐，
希望校長能透過閱讀
該書，深刻理解中國
式現代化的內容及
「一國兩制」的成功
實踐，並推動學校的
國民教育及愛國主義
教育，弘揚以愛國愛
港為核心、與「一國
兩制」相適應的主流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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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繁
體版。 資料圖片

「國家安全齊參與」續舉辦 特設教案設計作品選

● 圖為「2024年國家安全齊參與」頒獎禮。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