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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背景 

 

香港是先進富裕城市，但貧富懸殊嚴重程度名列世界前茅，過去數年，通脹高企，工資追不上通脹，

愈來愈多家庭陷入貧窮中，兒童最受影響。統計資料顯示(2017 年)，現時全港有 1,023,600 名 18 歲以下

的兒童，當中 230,400 名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其中 68,343 名(2016 年 12 月)18 歲以下的兒童領取綜援，

其他來自低收入家庭，香港兒童貧窮率高達 22.5%，換言之，約本港每四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

貧窮線下。1兒童貧窮率稍為下跌，惟數字仍然高企，亟待社會正視。 

 

本會多年來致力關注本港貧窮及基層兒童獲得平等教育的權利。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 條

第 1 款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第 2 款(b)

項亦規定，締約國應鼓勵發展不同形式的中學教育、包括普通和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享有和接受

這種教育，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行免費教育和對有需要的人提供津貼。2此點對於身處經濟及社會環

境較差的青年及兒童，情況尤其突出。貧窮青少年若缺乏充足的條件，包括獲得基礎教育、適切的經濟

支援，以至經濟發展的機會，則無從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 

 

                                                 
1
  即按住戶人數劃分居於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及以下的人口，在 2018 年第 1 季(香港統計處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
季統計報告 2018 年 1 月至 3 月) 全港按住戶人口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如下：8,500 元(1 人)、21,100 元(2 人)、33,100 元(3 人)、
42,100 元(4 人)。若以其一半界定為貧窮線，則貧窮線訂定如下：4,250 元(1 人)、10,550 元(2 人)、16,550 元(3 人)、21,050 元
(4 人)。另外，各年貧窮兒童人數表列如下：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全港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1,274,200 1,207,315 1,176,900 1,157,500 1,120,800 1,096,500 1,073,500 1,053,800 

貧窮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359,900 370,799 332,900 338,500 315,300 290,600 281,900 273,400 

兒童貧窮率(%) 28.3% 30.7% 28.3% 29.2% 28.1% 26.5% 26.3% 25.9%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全港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1,027,300 1,016,900 1,026,400 1,014,500 1,023,600    

貧窮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249,100 246,000 246,900 229,600 230,400    

兒童貧窮率(%) 24.2% 24.2% 24.1% 22.6% 22.5%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條:  

 
1. 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締約國尤應： 
(a) 實現全面的免費義務小學教育； 
(b) 鼓勵發展不同形式的中學教育、包括普通和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享有和接受這種教育，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
行免費教育和對有需要的人提供津貼； 
(c) 以一切適當方式根據能力使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d) 使所有兒童均能得到教育和職業方面的資料和指導； 
(e) 採取措施鼓勵學生按時出勤和降低輟學率。 
2.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行紀律的方式符合兒童的人格尊嚴及本公約的規定。 
3. 締約國應促進和鼓勵有關教育事項方面的國際合作，特別著眼於在全世界消滅愚昧和文盲，並便利獲得科技知識和現代教
學方法。在這方面，應特別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9條:  

 
1. 締約國一致認為教育兒童的目的應是： 
(a) 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b) 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 
(c) 培養對兒童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價值觀、兒童所居住國家的民族價值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國的
文明的尊重； 
(d) 培養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的人之間諒解、和平、寬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
在自由社會裏過有責任感的生活； 
(e)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2. 對本條第 28條任何部分的解釋均不得干涉個人和團體建立和指導教育機構的自由，但須始終遵守本條第 1款載列的原則，
並遵守在這類機構中實行的教育應符合國家可能規定的最低限度標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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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港推行免費教育的狀況 

 

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前的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未有大力發展普及免費教育。自上世紀六十年代

(1965 年)，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教育統籌科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當中提及：「任何教育政策的最終目

標，必須能為每一學生提供其所能吸收的最佳教育，而其費用是家長與社會所能承擔者」。3直至 1971

年，香港才開始在所有政府及資助小學推行六年免費教育。而遲至由 1978 年 9 月起，政府才提供足夠

學位予所有小學畢業生，使他們在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升讀三年免費初中課程。及至 1980 年，學生接

受免費教育至 15 歲的權利進一步獲法例保障，改為 9 年免費及強迫教育，直至 1997 年回歸仍是以 9 年

免費教育為基礎教育。直至回歸後十年(2007 年)，推行 9 年免費教育近三十年後，行政長官方於施政報

告宣佈由 2009/10 學年開始落實 12 年免費教育，將高中課程納入為免費教育的一部份4。行政長官梁振

英於 2012 年 7 月承諾任內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並諮詢不同持分者意見。現屆政府始於行政長官施政

報告中，宣佈進一步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最終於 2017/18 學年，即近半世紀，香港才出現名義上的十

五年免費教育(主要為學費免費)。5
 

 

過往幼稚園教育一直是非免費教育，貧窮家庭交學費靠學劵及學生資助或綜援補貼，但政府資助不

足，近半全免資助學生要貼學費，而且學生資助不津貼書簿、學習活動、上網等學習開支，令貧窮兒童

難享有平等教育機會。及至 2016 年 1 月，行政長官於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由 2017/2018 學年起推

行學前半日制免費教育。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 (1) 政府決定由 2017/18 學年起，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

教育政策，向合資格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提供基本資助，讓幼稚園為所有合資格兒童提供 3 年半日制服

務，預計約七至八成的半日制幼稚園學位將會免費。(2)在新政策落實前，「關愛基金」在 2016/17 學年，

先為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一次過的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然而，免費幼稚園教育只限半日制，對

需要工作的基層家庭，更需要全日制學額，同時家庭希望資助書簿、學習活動、上網等學習開支。此外，

學童在幼稚園及高中學習階段亦衍生不同學習費用(包括：校服費、活動費、制服費、參觀費、勞作費、

上網費及各項雜費等)，資助不足，為貧窮兒童的學習造成極大阻礙。這些不利因素，均與提倡藉完善的

教育協助兒童脫貧的理念相悖。可見香港特區政策落後，亦未能隨著經濟水平提升，改善整體兒童的生

活水平。 

 

在 2017 年下半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甫一上任，便於宣佈新增 50 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惟對於幼

稚園方面，當局只指出幼師薪級表制訂「複雜」，須再作詳細研究。及至首份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只

承諾會檢討幼稚園教師的薪酬安排，以探討設立幼稚園教師薪級表的可行性。由於可見，政府檢討免費

幼稚園著眼點在於改善幼稚園教師的待遇，沒有從接受教育的幼童學習角度，乃至扶助貧窮幼童的角

度，考量如何進一步完善免費幼稚園教育。6
 

 

事實上，接受教育既是兒童權利，亦是貧窮兒童脫貧的主要途徑之一。過往幼稚園教育一直被視為

學前教育，並未視為教育制度其中一必須部份。不少研究早已指出，完善的幼稚園教育對兒童往後學習

及成長有顯著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曾就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幼兒發展能力的影響，在 2011 年展開

一項三年的追蹤研究，於港島和元朗隨機選出 20 間本地幼稚園，再邀請逾 556 名幼稚園高班(K3)學生，

按家長的教育程度、工作專業及收入等因素，界定其家庭社經地位，並追蹤學童升至小三時的智能發展。

結果顯示，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童在就讀幼稚園 K3 時，智能發展整體表現比擁高社經地位家庭的

學童差逾兩成，其中各項能力指標包括語言、認知能力、基礎知識、社交及情緒管理則差 16%至 25%

不等。當這批 K3 學童升至小三，兩組學童能力差距更明顯，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童的中文及數學成績，

                                                 
3《教育政策》，1965 年 4 月，緒言第 1 段。引述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 [資料庫] 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consultancy-reports/9-year-compulsory-edu-review-report/ch4.html
 

4
 施政報告 2007/08 第 89 至 90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chi/p88.html 

5
 2013 年施政報告 第 153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p152.html  

6
 2017 年施政報告 第 126 段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policy_ch04.html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二十六 : 貧窮家庭對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問卷調查報告 

 

比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差近三成，具行為問題的風險徵狀，如過度活躍症亦多近三成，反映出貧窮家

庭學童的智能發展，並未能透過小學教育就追上經濟條件較佳的學童7。 

 

由此可見，及早為貧窮家庭幼童在幼兒教育階段提供充足的支援，對其日後升讀小學及往後的學習

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時至今天，幼稚園教育已成為每名兒童接受基礎教育不可或缺的學習需要，若缺乏

充份的幼稚園教育機會，將直接影響兒童日後接受小學、乃至中學教育的情況。 

 

3.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書  建議未全面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曾於 2015 年 5 月公佈以｢兒童優先，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為願景的報告書，

強調為兒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為當中一項教育目標。8因應貧窮家庭兒童的經濟困境，當局應針對他們

教育需要，提供適時支援，否則難說以兒童優先，亦無從給窮孩子一個好的開始。 

 

雖然報告書認同幼兒免費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免費教育只涵蓋半日制，不包括全日制，全日街資助

要酌情批准，不利全面釋放本地勞動力，以支援在職父母；報告亦僅建議政府向經濟上有需要家庭提供

額外資助以支付學童的學習或教育開支(例如購買書本和校服等)。雖然社會對於全日制幼稚園教育是否

有利幼童學習未有最終結論，惟在增加家長及學童選擇的大原則，以及配合人力資源政策，當局應為選

擇半日制、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學童提供免費教育。 

 

報告書亦並未有建議規管學校收入項目、或為其他各項雜費提供資助(例如:冷氣費、茶點費、美勞費

等等)。此外，報告未有建議固定的幼師薪級表，僅建議由學校自訂，恐怕未能為幼師提供穩定及可持續

的薪酬機制。 

 

在學校雜費方面，教育局2016年7月20日公佈有關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文件中，亦只提及幼稚園校

方可使用政府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用於常見的學習開支範疇；然而，當局未有嚴格規定以上各項

物品的收費上限。這導致部份幼稚園可以在使用政府資助的基礎上，額外向家長徵收費用；縱使有關開

支並非強制繳付，惟絕大家長為免其子女不繳交有關費用，只好節衣縮食應付費用。 

 

此外，對於一些幼稚園常見需要學童購置的學習用物項目，當局卻又未有提供資助。幼稚園向學生

售賣教育用品的常見例子包括：課本、練習簿、校服、書包以及茶點。9雖然當局強調政府資助和學費(如

有)應足以支付與教學和營運的所有開支，包括所有學童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的開支，並

建議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向家長售賣的教育用品或收費服務應盡量減至最少，並呼籲幼稚園進行商業活動

時，應遵守教育局通告第16/2013號「幼稚園收取費用、售賣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所載的指導原則，

並遵守家長購買用品或採用服務與否純屬自願的原則。然而，如同上文提及的情況，在絕大部份情況下，

家長為確保子女與其他幼童獲同等學習機會，最終也得自掏腰包承擔費用，令所謂優質幼稚園教育，並

非真正意義上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7
 基層學童輸在起跑綫？ 港大追蹤 3 年尋出「真相」(香港經濟日報, 2016 年 7 月 29 日)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3066/%E5%9F%BA%E5%B1%A4%E5%AD%B8%E7%AB%A5%E8%BC%B8%E5%9C%A8%E8%B5%B7%E8%B7%91%E7%B6%AB%EF%BC%9F

%20%E6%B8%AF%E5%A4%A7%E8%BF%BD%E8%B9%A43%E5%B9%B4%E5%B0%8B%E5%87%BA%E3%80%8C%E7%9C%9F%E7%9B%B8%E3%80%8D 
8
 「兒童優先 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 (2015 年 5 月)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g-report/Free-kg-report-201505-Chi.pdf  
9
 教育局通告第 7/2016 號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 [檔號：EDB/(KGSD)/KE/1/24(C)]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3066/%E5%9F%BA%E5%B1%A4%E5%AD%B8%E7%AB%A5%E8%BC%B8%E5%9C%A8%E8%B5%B7%E8%B7%91%E7%B6%AB%EF%BC%9F%20%E6%B8%AF%E5%A4%A7%E8%BF%BD%E8%B9%A43%E5%B9%B4%E5%B0%8B%E5%87%BA%E3%80%8C%E7%9C%9F%E7%9B%B8%E3%80%8D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3066/%E5%9F%BA%E5%B1%A4%E5%AD%B8%E7%AB%A5%E8%BC%B8%E5%9C%A8%E8%B5%B7%E8%B7%91%E7%B6%AB%EF%BC%9F%20%E6%B8%AF%E5%A4%A7%E8%BF%BD%E8%B9%A43%E5%B9%B4%E5%B0%8B%E5%87%BA%E3%80%8C%E7%9C%9F%E7%9B%B8%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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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港現行幼稚園教育概況及對學前貧窮幼童的資助欠善問題 

 

4.1 免費教育沒有以全日制為目標 

 

根據教育局資料，香港的學前服務是指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供的教育和照顧。幼稚園是向教育局註

冊；而幼兒中心則向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會福利署註冊。幼兒中心包括育嬰園及幼兒園兩類服務機

構，前者為由出生至兩歲的幼兒服務；後者為兩歲至三歲的兒童提供服務，而幼稚園則為三至六歲的兒

童開設。現時大部分的幼稚園只開辦半日制課程，計有高班、低班及幼兒班，部分幼稚園同時開辦全日

制課程。香港的幼稚園全屬私營機構，分非牟利幼稚園及私立獨立幼稚園兩類；由志願團體或私人開辦。 

 

此外，政府在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亦沒有以推行全日制為首要目標。根據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報告(2015 年 5 月)，雖然報告書認同幼兒免費教育的重要性，惟僅局限於半日制免費教育，對全日制幼

兒教育有限度資助卻不足，不利全面釋放本地勞動力，以支援在職父母；報告亦僅建議政府向經濟上有

需要家庭提供額外資助以支付學童的學習或教育開支(例如購買書本和校服等)。雖然社會對於全日制幼

稚園教育是否有利幼童學習未有最終結論，惟在增加家長及學童選擇的大原則，以及配合人力資源政

策，當局應為選擇半日制、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學童提供免費教育。雖然報告書建議幼稚園半日

制對全日制學額的比例，由過去的 73:25，上調至各 50:50，惟仍遠低於實際需要。當局有必要考慮將半

日制對全日制學額的比例，儘快上調至 30:70。 

 

另一方面，報告書建議為推行全日制、長全日制的幼稚園，較推行半日制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

資助額可訂於半日制單位資助額的 25%至 30%，以減輕需要此服務的家長的負擔。政府政策文件指出，

半日制和全日制／長全日制班級方面，在新政策實施首三年，每名半日制學生與每名全日制／長全日制

學生的開支比例，原則上應約為 1:1.6 至 1:2 之間，換言之，全日制額外資助幅度約為 25%。當局會於

2019/2020 年檢視半日制和全日制的服務和供應情況，再決定應否繼續有關安排。10然而，對於全日制幼

稚園而言，若其營辦上午及下午校的半日制，其獲得的資助或會更高，反映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的資助額，

並不具充份經濟誘因吸引學校營辦全日制或長全日制課程。 

 

4.2 幼稚園教育資助不足  貧窮家庭需自行補貼 

 

現時不少國家已引證 6 歲前的幼兒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基石，但香港的幼兒教育三十多年來仍停留在

幼兒照顧式，而非必然的教育。特區政府自 2007 年起推行學劵制，惟學劵計劃資助只限學費，而學費

資助包括學劵及學生資助，書簿及雜費則完全沒有資助。11雖然當局在 2017/18 學年推行優質免費幼稚

園，以直接資助參與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稚園之方式取代學劵制，絕大部份就讀半日制課程的幼稚園學

童亦不需要支付學費，若實際學費超出政府津貼額，學生須申請學費減免計劃12；再者，學童在學費以

外仍要支付不同與學習相關的開支。雖然當局有設立幼稚園學童就學開支津貼，惟津貼往往不敷應用，

學童及家長仍需負擔額外開支。 

 

根據教育局的文件，在 2018/19 學年，按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款額計算，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獲

得的基本半日制、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臨時單位資助金額分別為每名學童每年 33,650 元、43,750 元及

53,840 元。當局在審核學費調整的申請時，亦會參考以上臨時數字。此外，在扣減政府資助後，半日制

和全日制/長全日制的學費上限為每年 10,100 元及 26,250 元。這亦是貧窮幼童家庭須自行補貼費用之上

限。13
 

                                                 
10

 同註 7。 
11

 2014/15 年學年的學券資助額每年增幅為 2,500 元，由 2013/14 學年的 17,510 元加至 2014/15 學年的 20,010 元，2015/16 學
年為 22,510 元，另外，2016/17 學年學劵金額為 23,230 元。 
12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overview.htm  
13

 參加 2018/19 學年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申請調整學費(教育局通

函第 3/2018 號)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03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0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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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18學年，全港共有1,030所幼稚園(包括合資格參加幼稚園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本地獨立幼稚園及非本地幼稚園)，學生人數合共為181,147人。14另外，根據參加新計劃的幼稚園遞交的

初步資料，在2018/19學年(截至2018年5月底)，全港共有747所幼稚園獲批准參加計劃，在全港約770所

合資格的幼稚園(即本地非牟利幼稚園)當中約佔97%，亦佔全港幼稚園的72.5%。15
 

 

 在全港18.1萬名(2017/18學年)正接受幼兒教育的兒童中，2017年生活在貧窮線下的3至6歲幼童人口

多達48,600人16；而2017/2018年度25,119宗沒有領取綜援個案申請學生資助學費減免，當中只僅14,309

宗成功申請獲全免學費資助17。 

 

值得指出的是，在25,119宗的成功申請幼兒學費減免中，僅五成半(57.0%)成功申請個案的幼兒學費

獲全免，其餘四成多(43.0%)(即10,810宗)的受助家庭幼童只能獲半額或3/4的學費減免。雖然半額或3/4

學費減免並非貧窮兒童，惟在強調每名兒童均應享有平等接受幼稚園教育的權利的前提下，每名幼童若

入讀參與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時，均應不需自行負擔學費，由此可見，特區政府雖多番強

調投資未來，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惟仍有一萬多宗的已入讀有參加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童，需要

自行承擔學費；所謂免費幼稚園教育似乎名不符實。 

 

更重要的是，縱使幼兒學童家長獲得全額資助，由於全免金額的上限低於普遍幼稚園學費標準，基

層家庭仍須自行補貼學費及其他雜費。再者，全免金額設有上限，若學費超資助上限，即使全免家庭，

其實都要自行補貼學費(見下表)。幼稚園學費昂費，非一般家庭可負擔，資助又不足，令不少家庭被迫

找質素較差學費較便宜的學校或減少讀一年，並謝絕參與所有活動及節衣縮食，嚴重妨礙幼兒學習機會

及成長。幼稚園的教育資助只限學費，而學費資助需符合包括學生資助或綜援申請資格)。18
 

 
在獲得幼稚園計劃資助及學費減免全額資助後， 

仍需繳付的每月學費 (元) 
需繳付學費的學生人數 

半日制 全日制/長全日制 

1 – 200 51 1,448 

201 – 400 6 1,088 

401 – 600 5 344 

601 – 800 0 55 

801 或以上 0 40 

合計 62 2,975 

註: 數字反映截至2018年1月31日的情況、以每年學費分12期計算，另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學費減免上限相同。 

                                                 
14

 香港教育局 香港幼稚園教育統計資料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kg.html  
15

 教育局 回覆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就查詢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詳情之信函 (2018 年 5 月 28 日) 
16

 2017 年，全港 3 至 6 歲的兒童人口為 242,200 人，因此，若身處貧窮線下的 3 至 6 歲 48,600 名貧窮兒童計算，該年齡組
別的幼童貧窮率為 20.1%。(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17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統計撮要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further/statistics.htm  
18

 (1) 領取綜援的幼稚園學童，在2017/18學年可獲的最高幼稚園學費津貼分別是全日制幼稚園為每年4,400元、半日制幼稚園
為每年12,400元，其餘學費津貼按實際所需費用支付。 

(2) 除學費津貼外，領取綜援的幼稚園學童每年可獲發一次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以應付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
開支（即課本、文具、校服、雜項及一筆過小額開支）。幼稚園(幼兒/低/高班)津貼金額方面，每名學生每年可獲發的最高津
貼額為3,885元(2017/18)。 

(3) 另外，就讀全日制學校並需要在外進午膳的學生，亦可獲每月290元的學生膳食津貼。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2018年4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50/tc/CSSAG0418(chi).pdf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kg.html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further/statistics.htm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50/tc/CSSAG0418(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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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每名學生每年的最高學費減免額，參照由教育局提供有關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及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
劃的幼稚園的學費釐定 
註 2 - 在 2017/18 學年，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下的最高學費減免只適用於在過渡安排下持有有效學券的幼稚園學生 
註 3 - 每名學生每月的最高月費資助額，由社會福利署根據幼兒中心收費釐定 
註 4 - 由 2005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 
註 5 - 不包括已通過入息審查，但在新的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毋須繳交學費的申請學童 

 

4.3 學費減免欠善  貧窮家庭需自行補貼 

 

2017/2018 年度 25,119 宗沒有領取綜援個案申請學生資助減費，當中只僅 14,309 宗成功申請獲全免

學費資助19，換言之，僅五成半(57.0%)在職貧窮家庭的幼兒學費獲全免，其餘超過一半(43.0%)(即 10,810

宗)貧窮家庭亦要自行負擔學費。20大部份提供全日制課程的幼稚園，學費都超出政府資助，絕非貧窮家

                                                 
19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統計撮要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further/statistics.htm  
20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2017/18 學年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general/amount.htm 

** 2017/18 學年三人家庭和四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 46,733 元和 42,995 元。  

就二人和三人單親家庭而言，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三人和四人家庭，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及可獲資助的幅度。 

資助幅度 

調整後家庭

收入介乎

（港元） 

2 人家庭 

調整後家庭

收入介乎

（港元） 

3 人家庭 

(或 2 人單親

家庭) 

調整後家庭

收入介乎

（港元） 

4 人家庭 

(或 3 人單親

家庭) 

調整後家庭

收入介乎

（港元） 

5 人家庭 

 

全免 (100%) 0 至 38,603 
9,650 元 

或以下 
0 至 46,733 

15,577 元 

或以下 
0 至 42,995 

17,914 元 

或以下 
0 至 38,603 

19,301元
或以下 

3/4 免 (75%) 
38,604 至

47,287 

11,821 元 

或以下 

46,733 至
47,287 

15,762 元 

或以下 

42,995 至
47,287 

19,702 元 

或以下 

38,604 至
47,287 

23,643或
以下 

半免 (50%) 
47,288 至 

74,644 

18,661 元 

或以下 

47,288 至 

74,644 

24,881 元 

或以下 

47,288 至 

74,644 

31,101 元 

或以下 

47,288 至 

74,644 

37,322元
或以下 

不合資格 

(申請不成功) 
74,644 以上 

18,661 元 

以上 
74,644 以上 

24,881 元 

以上 
74,644 以上 

31,101 元 

以上 
74,644 以上 

37,322元
以上 

若參考同期官方貧窮線(2016 年)，每月收入處於貧窮線下的貧窮家庭可獲全免(100%)資助。見下表: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further/statist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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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可負擔，在資助不足下，不少家庭只好找質素較差學費較便宜的學校，無奈放棄參與部份學校舉辦的

學習活動和節衣縮食，嚴重妨礙幼兒學習機會及成長。此外，幼稚園資助不包括書簿雜費車船等津貼，

除了學費開支，家長還要自付書簿費、茶點費、車船、冷氣費及雜費等，即使綜援，也只津貼書簿費及

校服，其他一律欠奉。 

 

4.4 學費減免申請資格欠善   未有全面參考官方貧窮線 

 

此外，現時申請學費減免計劃的入息限額，亦未有參考官方貧窮線(2016 年，即住戶每月收入低於

全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的標準。以 4 人家庭(或 3 人單親家庭)為例，家庭每月收入為 17,914 元以下

的申請人方可獲全額資助，惟同期的 4 人住戶的貧窮線為 18,500 元；換言之，收入介乎 17,914 元至 18,500

元的貧窮 4 人家庭不能獲發全額津助。此外，由於上述貧窮線為 2016 年的數據，若以此作為調整 2017/18

年度制訂申請學生資助的標準，相信亦會出現滯後情況，在通漲的情況下，導致不少薪金已稍獲調升的

中下階層住戶，未能合乎申請幼稚園學費減費。這導致政府認定為貧窮家庭，政策上亦不獲全額津助的

不合理情況，計劃亦未能聚焦在職低收入家庭，訂定申請資格，反映政策未能精準地落實扶助貧窮家庭

的目標。 

 

事實上，為完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資格，政府由 2018 年 4 月 1 日開始，將原規定入

息限額為「不多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改為「不多於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數的一半」，從而讓更多在職家庭受惠於易名後的在職家庭津貼。(即 2018 年 4 月為例，每月入息限

額不多於 20,100 元的 4 人住戶，可領取全額津貼，較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以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

位數的一半為高(4 人住戶當時為 19,000 元)
21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的計劃目標，是以學費減免的方式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資助，以減

輕家長為子女提供學前教育的經濟負擔。為此，當局有必要考慮參考將申請資格有關家庭每月入息方面

的規定，與在職家庭津貼看齊，即以「不多於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為標準，

為符合規定的申請住戶提供學費減免。長遠而言，當局應訂立政策目標，確保所有就讀參加免費優質幼

稚園教育的幼童，不用繳付學費。 

 

 

                                                                                                                                                                                     
住戶人數/住戶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港元) 官方貧窮線 (港元) (2016 年) 

1 8,000 4,000 

2 18,000 9,000 

3 30,000 15,000 

4 37,000 18,500 

5 38,000 19,000 

6 4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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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家庭津貼適用於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的申領月份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住户人數 全額津貼 

住户每月入息上限 

3/4 額津貼 

住户每月入息上限 

半額津貼 

住户每月入息上限 

各項津貼 

住户資產上限 

1 人 9,000 元 10,800 元 12,600 元 249,000 元 

2 人 13,700 元 16,400 元 19,200 元 338,000 元 

3 人 16,100 元 19,300 元 22,500 元 440,000 元 

4 人 20,100 元 24,100 元 28,100 元 514,000 元 

5 人 21,100 元 25,300 元 29,500 元 571,000 元 

6 人 23,100 元 27,800 元 32,400 元 618,000 元 

7 人 23,100 元 27,800 元 32,400 元 660,000 元 

8 人 23,100 元 27,800 元 32,400 元 692,000 元 

9 人 23,100 元 27,800 元 32,400 元 764,000 元 

10 人或以上 23,100 元 27,800 元 32,400 元 823,000 元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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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全日制學額不足嚴重，未有參考各項兒童貧窮率作長遠規劃 

 

此外，現時全港各項的幼稚園全日制學額極為不足，貧窮家庭和一般家庭亦不容易找到全日制學額

幼稚園就讀。根據教育局提供的數據(參見下表)
22，2017/18 學年全港共有 748 所幼稚園參加數目，當中

半日制學額為 109,082 個、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為 48,896 個，若以百分比計算，比例約為 7 比 3(即 69.0%

比 31.0%)。另外，在前資助幼兒中心方面，2017/18 學年共有 246 所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前資助幼兒

中心，當中提供學額為 24,157 個(大部份開放時間較長)。由此可見，2017/18 學年，幼稚園仍以半日制

為主導，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僅為輔助。 

 

現時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僅 48,896 個，面對全港 242,200(2017 年)該年 3 至

6 歲的幼童人口，供應僅 20.1%，縱使連同前資助幼兒中心提供的長全日制學額(24,157 個)(假設全部為

全日制)，亦僅佔全港 3 至 6 歲的幼童人口的 30.1%。23再者，該年 3 至 6 歲的貧窮幼童人口亦已達 48,600

人，可見若所有貧窮幼童家長選擇讓子女入讀全日制幼稚園，似乎已近耗盡所有全日制學額。 

 

另一方面，參考 2017 年按十八區劃分貧窮幼童人口，在幼童貧窮率較高的五個地區(即北區、觀塘

區、元朗區、黃大仙區、屯門區)，不難發現普遍貧窮幼童人口均多於該區幼稚園提供的全日制/長全日

制學額(黃大仙區及屯門區除外)。再者，由於各該幼稚園在取錄學童時，並不是以家庭經濟狀況為考慮

因素，或非唯一的考慮因素24，一般家庭幼童亦可跨區報讀幼稚園，因此，反映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競

爭極為激烈，可見貧窮幼童亦未必能成功申請全日制幼稚園。本會在前線接觸中，不少基層家庭亦表示

需要尋求數間幼稚園，乃至跨區找幼稚園，方能找到有全日制學額的幼稚園。這亦揭示當局在長遠規劃

幼稚園學額時欠佳扶貧角度，亦未有從人口政策角度考慮，為促進釋放基層家庭勞動力(一般為基層家庭

婦女)而增加全日制學額。 

 

雖然當局在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全日制課程不一定比半日制課程更有利於兒童發

展，亦未有實證證明全日制課程必定有助所有兒童發展，因而未有主動將全日制納入未來幼稚園教育發

展主要方向。25然而，不少基層家長早已反映全日制教育有以下好處，包括: 增加幼兒與其他同齡幼兒

之相處和互動、讓兒童進行學校活動(例如:做習作、功課等)時可獲教師指導、學校可安排兒童進行更意

義的培訓、學會規律和更自立生活、學校校舍可為兒童提供較家中充裕的活動空間等等。此外，全日制

教育亦容讓家長可外出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拓寬人際網絡及交流機會，從而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經濟

狀況等。因此，當局應從多角度考量全日制幼稚園，縱使並非所有幼童選擇入讀全日制幼稚園，當局亦

應從政策規劃上積極增加全日制學額的供應，以增加幼童及家長的選擇。 

 

4.6 部份學校租金非全額資助  或需向學生提供收費服務補貼租金開支 

 

免費幼稚園計劃的最主要開支部份為教師薪酬，此外，租金亦屬另一大開支。然而，並未所有參加

計劃的幼稚園均可獲百分百租金津貼。根據教育局文件，為加強問責及有效運用公共資源，部分幼稚園

獲得的租金資助未能全數支付租金的開支，包括:校舍使用率偏低（即按幼稚園每個上課時段的學生人數

佔課室容額的比例計算低於 50%的幼稚園）、「雙重」上限(即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巿值租金的 50%，

或計劃下所有合資格學生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 15%，兩者以金額較低者為準)。26若幼稚園繳付的租

金，超出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市值租金，均不可全額租金資助。這導致部份幼稚園(特別是位處私人物

業的幼稚園)或需透過增加收入以補貼租金，間接增加幼稚園學童或家長在學費以外的開支。 

                                                 
22

 教育局 給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查詢提問的書面回覆 (2018 年 5 月 30 日) 
23

 若只計算 2017/18 學年有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幼稚園及前資助幼兒中心之學額，半日制學額總數為 109,082 個，全日制

學額總數為 73,053 個(即 48,896 個+24,157 個)，合共學額為 182,135 個，半日制學額與全日制學額比例為 59.9%:40.1%。 
24

 一般幼稚園在是否取錄學童時所考慮因素包括: 兒童表達能力、居住地區、家中是否有兄弟姊妹屬原校生、兒童有沒有家

人或親屬為幼稚園的前校友或職工、是否有與辦學團體一致的宗教信仰，以及面試表現等等。 
25

 兒童優先 – 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報告書 (2015 年 5 月) 第 6.1.2 段 (第 35 頁) 
26

 2018/19 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租金資助(教育局通函第 23/2018 號) http://www.wfsfaa.gov.hk/sfo/tc/schemes/kinder.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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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分

區 

2017 年 
2017/18 學年參加幼稚園計劃

的幼稚園數目及學額 

2017/18 學年參加幼稚園計劃 

的前資助幼兒中心數目及學額 

2017/18 學年沒有參加幼稚園 

計劃的幼稚園數目及學額 

3 至 6 歲 

(貧窮幼童人口) 

3 至 6 歲 

(整體幼童人口) 

3 至 6 歲 

(幼童貧窮率) 

幼稚園 

數目 
半日制 

全日制/ 

長全日制 

前資助 

幼兒中心 

數目 

一般開放時間較長 

(*假設為全日制) 

幼稚園 

數目 
半日制 全日制 

（人數） （人數） 百分比 (數目) (學額) (學額) (數目) (學額) (數目) (學額) (學額) 

中西區 400 6,800 5.9% 24 3,922 1,266 9 852 23 2,512 213 

灣仔 400 5,400 7.4% 14 2,225 889 6 565 19 4,674 510 

東區 2,500 18,400 13.6% 56 6,136 3,175 17 1,513 26 5,049 262 

南區 1,800 8,400 21.4% 18 1,784 1,251 8 760 24 3,332 317 

油尖旺 2,100 11,000 19.1% 27 3,348 1,830 14 1,439 14 2,321 312 

深水埗 3,300 14,300 23.1% 42 7,559 2,917 13 1,477 9 1,266 64 

九龍城 2,200 14,800 14.9% 44 8,460 2,899 15 1,620 57 14,663 1,393 

黃大仙 2,900 12,200 23.8% 45 4,333 3,488 17 1,642 3 774 14 

觀塘 6,000 22,800 26.3% 70 9,184 4,778 24 2,394 6 691 84 

西貢 2,100 15,200 13.8% 41 4,886 2,879 13 1,142 20 2,925 188 

沙田 4,100 23,100 17.7% 58 9,512 3,780 20 2,012 23 3,552 502 

大埔 1,700 8,800 19.3% 24 3,564 1,852 9 893 13 1,990 298 

北區 3,400 10,800 31.5% 43 8,457 2,439 10 973 5 715 186 

元朗 5,700 21,800 26.1% 70 12,663 4,279 18 1,844 8 1,781 149 

屯門 3,600 15,300 23.5% 59 8,467 4,173 19 1,624 7 1,012 318 

荃灣 1,800 10,400 17.3% 33 5,308 1,883 10 1,136 8 1,233 96 

葵青 3,900 16,700 23.4% 57 7,290 3,787 9 1,833 5 1,120 0 

離島 700 5,900 11.9% 23 1,804 1,331 5 438 12 1,360 302 

所有分區 48,600 242,200 20.1% 748 109,082 48,896 246 24,157 282 50,970 5,208 

 
   

157,978 

(100%) 
(69.0%) (31.0%) (100%) (100%) 

56,178 

(100%) 
(90.7%) (9.3%)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半日制的總學額 109,082 (59.9%)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全日制的總學額 73,053 (40.1%)  

 全港總半日制學額 160,052 (67.2%) 全港總全日制學額 78,261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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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就學津貼申請資格過低金額   未必全面涵蓋就學開支 

 

除了學費以外，就學開支亦屬幼童接受幼稚園另一重要開支。扶貧委員會於 2016 年 3 月通過，由關愛基金

撥款，在 2016/17 學年為每名合資格的幼稚園學生，提供一次過就學開支津貼；此措施旨在 2017/18 學年推行

新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前，及早支援有需要的家庭應付子女就讀幼稚園除學費以外的其他就學開支。由

2017/18 學年起，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為合資格的幼稚園學童提供「幼稚園學生就學

開支津貼」(就學開支津貼)，以支付學童的幼稚園教育和學習的開支。在 2017/18 學年，合資格幼稚園學生(包

括就讀全日制及半日制幼稚園的學生)的資助金額為:3,885 元(全額)、2,914 元(3/4 津貼)及 1,943 元(半額)。27
 

 

 
如同學費減免計劃，「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申請資格中的入息限額，均未有考慮官方貧窮線的水平，

未能全面照顧貧窮家庭需要。再者，就學開支津貼的津貼額只參考綜援計劃內的「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

津貼」為標準，以應付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開支（即課本、文具、校服、雜項及一筆過小額開支）。然而，

有關標準只按二十多年前即1995年當局按一籃子基本生活開支，作為訂定就學開支津貼水平的基礎，每年只按

綜援消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並未能確保受助學童能應付所有學校要求支付的學習相關開支；由於各幼稚園可

自行訂定以上項目收費，當局同樣未能確保津貼金額能照顧貧窮家庭學童所有就學開支。 

 

根據本會與基層家長的對話，發現本港現時幼稚園雜費收費多達 50 多項(見下表)，事實上，根據本會早

前(2017 年 7 月)調查發現28，各區的貧窮家庭被迫負擔介乎 3,000 至 4,000 元不等的開支。在 2017/18 學年優質

免費幼稚園計劃推行後，甚至有多達 7,000 元的情況29，造成另一照顧幼兒的經濟重擔，當中仍未包括其他各

項學校建議幼童可報讀的興趣性及課外活動費用，這間接令貧窮幼童輸在起跑線，無從獲得平等教育和發展的

                                                 
27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學生資助處網站 各幼稚園教育資助網站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grantkg/further/statistics.htm  
28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二十三 - 貧窮家庭對幼稚園教育及收費的意見與全港幼稚園收費調查報

告 (2017 年 7 月 8 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kindergarten%20survey_2017_7_8.doc 
29「免費幼教校 雜費逾 7000」 明報 (2017 年 10 月 10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010/s00011/1507572571817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grantkg/further/statistics.htm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kindergarten%20survey_2017_7_8.doc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010/s00011/150757257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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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當局有必要檢視各區幼兒貧窮率，從扶貧的宏觀角度，確保貧窮幼童獲得可負擔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幼稚園收費項目一覽表: 

 

 

 

 

 

 

 

 

 

 

 

 

 

 

 

 

 

 

 

 

 

 

 

 

 

 

4.8 幼稚園學校收費缺乏監管 

 

4.8.1 獲政府資助的學習開支項目仍可向學童家庭收費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曾在 2015 年發出的報告書中，並未有建議規管學校收入項目、或為其他各項雜費提

供資助(例如:冷氣費、茶點費、美勞費等等)。在規管學校雜費方面，就是教育局 2016 年 7 月 20 日公佈有關免

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文件中，亦只提及幼稚園校方可使用政府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用於常見的學習開支

範疇，當中包括(參見文件附錄 3 附件)(節錄):  

 

12.學校行政所需的交通費 

13.所有學生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支出(包括生日會、畢業禮、外出活動、旅行及參觀支出) 

14.學校運作所需的項目，例如學生手册、學習進度表、學生學習檔案、畢業證書及學生證件 

15.與教學活動、學校運作和維持教育服務水平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支出 

 

然而，當局未有嚴格規定以上各項物品的收費上限。這導致部份幼稚園可以在使用政府資助的基礎上，額

外向家長徵收費用；縱使有關開支並非強制繳付，惟絕大部份家長為免其子女不繳交有關費用，只好節衣縮食

應付費用。 

 

4.8.2 不獲政府資助的學習開支項目仍可向學童家庭收費  所謂「純屬自願」實為取巧 

 

此外，對於一些幼稚園常見需要學童購置的學習用物項目，當局卻又未有提供資助。幼稚園向學生售賣教

1. 冬季校服費     20. 冷氣費              38.畢業相/相冊            

2. 夏季校服費     21. 旅行費              39.畢業袍                    

3. 其他(毛衫、棉褸) 22.網上英語證書  40.畢業典禮光碟         

4. 課本                 23.校內學習上網費  41.畢業證書                 

5. 練習簿             24.學生證              42.畢業旅行費              

6. 茶點費             25.生日會物資      43.興趣班                    

7. 美勞費             26.活動車費          44. I pad /平版電腦  

8. 書包                 27.英文學習光碟  45.額外增聘語文導師  

9. 表演服裝費     28.聖經課本           46.行政費及姐姐照顧費 

10. 啦啦隊服裝費 29.親子閱讀小冊子 47.主題書                      

11. 親子服裝費     30.英文習作           48.故事閱讀報告          

12. 文字遊戲書     31.神奇筆               49.假期作業                  

13. 綜合活動冊     32.文件套(拉鏈袋) 50.功課袋                      

14. 分組計劃書     33.太陽帽              51.生日會費用              

15. 分區牌             34.毛巾及毛巾盒  52.生日袋                      

16. 通告袋 /回條袋 35.杯                      53.圖書袋                      

17. 收費袋             36.智能卡              54.智能卡卡套              

18. 課外學習參觀費  37.課外學習交通費  55.EVI 網上平台學習 

19. 捐款/籌款/獎劵/愛心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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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用品的常見例子包括：課本、練習簿、校服、書包以及茶點。30雖然當局強調政府資助和學費(如有)應足以

支付與教學和營運的所有開支，包括所有學童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的開支，並建議參加計劃的

幼稚園向家長售賣的教育用品或收費服務應盡量減至最少，並呼籲幼稚園進行商業活動時，應遵守教育局通告

第16/2013號「幼稚園收取費用、售賣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所載的指導原則，並遵守家長購買用品或採

用服務與否「純屬自願」的原則。此外，幼稚園不得從售賣課本中獲取任何利潤，售賣其他教育用品所得的利

潤(如有)不得超過成本價的15%等。另外，商業活動所得的全部利潤，必須撥回幼稚園用於學校營運和提供幼

稚園教育服務。 

 

惟事實上，如同上文提及的情況，在絕大部份情況下，家長為確保子女與其他幼童獲同等學習機會，最終

節衣縮食、自掏腰包承擔費用；所謂「純屬自願」實為取巧的被迫、假自願，所謂優質幼稚園教育，並非真正

意義上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另外，雖說幼稚園不得從售賣課本中獲取任何利潤，惟幼稚園營辦團體，仍可透

過旗下的其他公司，向幼稚園提供貨本取以牟利。2018年4月便有傳媒揭發有參與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幼稚園，

向其關連公司購買本書獲利31；甚至有幼稚園校董出租物業予幼稚園，透過免費幼稚園教育牟利的情況32。 

 

此外，由於當局資助不足，導致幼稚園有更大誘因售賣其他教育用品所得的利潤賺取收益，以補貼幼稚園

的開支，甚至出現濫收專利費的情況33。由於缺乏全面財政資助，最後擔子只好落在幼稚園學童及家長身上。

不少基層幼稚園學童家長均認為，既然參與優質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學校已獲政府資助，沒有理由在計劃下，透

過向入讀該校的家長及幼童出售物品而牟取利潤，此乃有違免費教育原則，亦助長幼稚園在提供教育服務中引

入商業考量，並非以從向兒童提供最佳教育為依歸。 

 

以下是本會內部份基層家長對其子女入讀之幼稚園收費各項費用的分享: 

                                                 
30

 教育局通告第 7/2016 號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 [檔號：EDB/(KGSD)/KE/1/24(C)]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31

 大埔浸會附屬機構 向關連幼園賣書簿獲利 (明報, 2018 年 4 月 30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30/s00001/1525024940603 
32

 幼園租校董物業 5 年加租 3 倍 本學年獲租津 偉思﹕按人頭計錢 關係有告知教局 (明報, 2018 年 5 月 1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501/s00001/1525111558811 
33「免費幼教」迦南 年繳數百萬專利費 議員質疑盈餘轉撥濫用公帑 監管現漏洞 (明報, 2018 年 4 月 30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30/s00001/1525024934878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30/s00001/15250249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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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未有設立幼稚園學童交通津貼，無視幼童跨區選校及家長就業需要 

 

此外，在交通津貼方面，雖然不少家長會為兒童選擇與居住同一地區的幼稚園，惟部份地區學位不足，家

長才迫不得已安排子女跨區入讀其他區的幼稚園。此外，不少家長需跨區上班，為方便接送照顧子女，亦會安

排子女在上班區域就學。 

 

因此，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容讓幼稚園學童更具彈性地選擇上學地點，當局應向為幼稚園學童提供

車船津貼。再者，由於幼稚園學童年紀幼小，不能自行上學，需要專人陪同接送，在以兒童利益為大前題下，

當局應同時為符合經濟審查資格的兒童照顧者提供車船津貼。 

 

然而，當局表示由於幼稚園的課程及學習模式與中、小學不同，因此認為應「鼓勵家長為其子女選擇鄰近

地區的學校」為由，以減少幼兒交通時間；因此認為向幼稚園學童提供學生車船津貼未必適當。以上說法假設

設立津貼後，便鼓勵家長固意為領取津貼而安排子女跨區上學，說法本末倒置，事實上，有需要家庭不會因為

有津貼需安排子女遠離居所就學，遠離居所就學自有其一定理由。反之，不資助既亦不等於鼓勵在鄰近地區就

學，資助亦不等於鼓勵到偏遠地區學習。 

 
當局的理據反映官僚思維未有從人本出發，未能回應社會真正需要，忽略幼童家長因各種原因而需為幼童

選擇他區學校的現實(例如:原區缺乏全日制學額幼稚園，家長被迫安排幼童跨區就學；家長心儀他區的幼稚

園，認為較適合其子女學習；家長需一併考慮上下班或其他原因接送子女而選擇他區的問題等。) 若政府不設

立此津貼，對於有需要的家庭並不合理。 

 

 

校服費 

- 有家長表示為省錢要提早購買較大碼的校服，三年都穿同一套校服 

- 有家長反映幼稚園校長及老師向家長施壓，要求不要為子女為省開支而購買較大的衣服，亦不要
穿著二手校服，增加家長經濟負擔及心理壓力 

- 有家長反映一學年需購買夏季、冬季校服及外套，每學年動輒千元 

- 有家長質疑是否必須穿著校服，還是可以透過其他服飾識別學童身份(例如:圍裙)，減省開支。 

校內上網費 - 有學校向學童收取每個學期 200 元校內上網費，讓學童在校內使用互聯網學習唱遊和英語 

曬相費 - 生日會要繳交曬相費(每人 20 元)，要不要也沖晒照片了。 

雜費 
- 在新學年開始後，某幼稚園仍向家長收取$1,436 元雜費 

- 有幼稚園表示仍未獲批准加入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上學期每月向家長收取 1,200 元學費 

幼稚園未有
主動發放學
生資助資料 

- 某家長向某幼稚園請求協助填寫申請學生資助表格時，校方態度冷淡，表示該校學生一般不申請
學生資助，似乎不喜歡學生申請資助 。此外，不少幼稚園未有主動告知幼童家長若有需要可申請
「學費減免」(如有需要)或「就學開支津貼」。 

- 有家長曾反映K3畢業禮，K1及K2的兒童也要出席參與表演，要自行付費購買表演服裝及自付交
通費 

生日會費 - 新學年(9月)開始仍要求家長/學童每月一次繳費、自費購買蛋糕或其他食物參加生日會 

親子旅行 

- 學校安排親子旅行到米埔濕地及尖鼻咀，家長每位 178 元、學童每位 138 元，學校資助 40 元給學
童，認為負擔太大。聽聞政府只向幼稚園提供每年約 5,000 元的旅行費用資助。 

- 有家長表示學校親子旅行安排到大埔海濱公園、天水圍奇趣樂園，甚或到綠田園，家長每位 139

元、學童每位 99 元，收費昂貴。 

- 有家長質疑是否有必要花費如此多金錢參加親子旅行。 

- 學校旅行安排至新界主題樂園(例如:綠田園)，各項園內活動均要另行收費，貧窮家庭難以負擔。
幼稚園需要學童及家長一同去親子旅行，每人收費約 200 元，惟收費動輒數百元致難以負擔，基
層家庭被迫向校方以需照顧其他子女，無瑕出席為由推卻參加親子旅行。 

畢業旅行 
- 畢業旅行須前往九龍公園、連自助餐，全家動輒數百至上千元(成人自助餐68元、小童58元)，分

別向家長及兒童收費240元及180元 

畢業典禮旅
行費用 

- 畢業典禮於主題樂園內舉行，門票每人數百，連同加入典禮費用特別收取費用，一家三至四人隨
時動輒一、兩千元，實在難以負責。此外，參加畢業典禮須租用屬於校方的畢業袍，連清潔費合
共每件 100 元，認為學校不應收取租用費，且清潔費也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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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了解在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意見及收費情況，以及有何不足之處，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進行名為｢貧窮家庭對幼稚園教育及收費的意見調查｣。 

 

5.調查目的 

 

5.1 探討現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有何不足之處 

5.2 探討現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對基層家庭幼童生活的影響 

5.3 探討基層家庭幼童對實施現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意見 

5.4 檢視全港幼稚園學費、雜費，以及提供全日及半日制課程的能否配合社會需要 

 

6.調查範圍 

 

6.1 身處貧窮家庭的學前兒童的家庭經濟狀況 

6.2 身處貧窮家庭的學前兒童應付學費及學習相關開支面對的困難 

6.3 貧窮家庭的學前兒童對推行幼稚園免費教育的意見 

6.4 檢視現行全港幼稚園學費、雜費、提供全日及半日制課程的情況 

 

7.調查對象 

 

是次調查主要訪問本會認識的貧窮家庭之家長，當中包括低收入家庭及領取綜援的家庭，並有最少一名兒

童正接受幼稚園教育。 

 

8.調查方法 

 

8.1 問卷調查:以隨意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方式，訪問本會服務的貧窮家庭，其每月家庭收入均低於貧窮

線，並有最少一名子女於 2017/18 年度入讀有參與免費優質幼稚園的幼稚園。由於受訪家庭的兒童或因年幼未

能作答，因此訪問時會邀請其家長一同回答。 

 

8.2 檢視全港幼稚園概覽數據:由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間，自行去函教育局及邀請立法會議員去函當局，

檢視全港參加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稚園之學費、收取學習及相關雜費金額統計數據，了解全港十八區幼稚園收

費情況。 

 

8.3 聚焦小組:由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與有子女正就讀幼稚園的家長成立聚焦小組，檢視在 2017/18

年度首年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情況、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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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調查結果 

 

9.1 受訪家庭的基本資料 

 

是次訪問共成功訪問 134 位正就讀幼稚園的幼童，女童(37.3%)與男童(62.7%)人數比例為四比六(表一)。

至於受訪兒童的年齡，全部皆為 3 至 6 歲，最多的是 3 至 4 歲的兒童，約超過五成(53.9%)，平均年齡及中位

數均為 4 歲(表二)。受訪兒童中近四成(38.4%)就讀低班(K1)、其餘入讀中班(30.8%)及高班(30.8%)。(表三)。此

外，超過一半(51.6%)受訪兒童就讀半日制課程、四成半(46.1%)就讀全日制課程。(表四) 

 

在父母婚姻狀況方面，依次為同住(78.7%)、離婚(13.4%)、分居(5.5%)等(表五)。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面，近

七成(66.9%)受訪家庭以工作維生、一成半(15.0%)全家領取綜援、不足半成(5.3%)屬同時工作及領取綜援(表

六)。家庭收入方面，最多(34.0%)家庭收入介乎 15,001至 20,000元、近三成(27.4%)每月收入介乎 10,001至 15,000

元；受訪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14,375 元，平均數則為 13,793 元(表七)。若參考最新政府統計處公佈家庭住

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一半及 2016 年官方貧窮線34，接近所有受訪家庭為貧窮家庭(表八及表九)。受訪家庭的居住

人數大多為 3 至 4 人家庭(69.0%)，居住人數中位數及平均數均為 4 人(表十二)。 

 

受訪者的居住類型方面，最多受訪者現居於公屋(37.7%)、其次為套房/劏房(36.8%)、板間房/梗房(12.3%)(表

十三)。另外，在租金方面，近一半(48.1%)受訪家庭每月租金介乎 1,001 元至 3,000 元，近三成(28.3%)每月租

金為 3,001 元至 5,000 元，另有兩成多(23.6%)月租為 5,001 元或以上；受訪家庭每月租金中位數及平均數分別

為 3,350 和 3,621 元(表八)；另外，最多受訪家庭每月租金佔入息的介乎 11%至 30%，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中

位數為 24.1%，平均數為 28.1%(表十一)。另外，受訪住戶之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佔每月入息中位數百分比主

要介乎 11%至 30%(表十一)，若按住戶人數劃分，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佔每月入息中位數百分比最高為二人住

戶(57.1%)(表八)。 

 

9.2 受訪者支付學費的情況 

 

被問及受訪家庭的幼童就讀的學校是否屬提供「免費教育」的幼稚園(即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時，絕大部份(88.5%)均表示屬參加計劃的幼稚園(表十四)，當中超過七成(71.0%)沒有向受訪家庭的子女收取

學費(表十五)。在表示有收取學費的受訪者中，分別有兩成多全年收取 2,000 元或以下，及 6,001 元至 8,000

元的學費，每年學費平均數為 6,999 元及每月學費中位數為 6,500 元。(表十六)。 

 

被問及受訪兒童有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時，絕大部份(81.6%)均有學費減免，近兩成(18.4%)沒有申

請學費減免(表十七)；七成半(73.7%)受訪者表示獲學費減免計劃獲批全額資助、近兩成(18.4%)表示獲判額資

助(表十八)。然而，有四成半(43.9%)受訪家庭幼童表示在獲得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後，仍需要自費交學費，(表

十九)。至於為何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方面，近三成(29.4%)受訪者表示因不用額外繳交學費、分別有

二成半(23.5%)表示申請手續繁複、不知道可以申請，另外有近兩成(17.6%)表示因不符合申請資格。(表二十)

另外，若於 2017/18 年度本年度扣除學生資助後，有三成半(35.7%)受訪家長表示子女每年仍要自行繳付 2,000

元或以下的學費、二成多(21.4%)表示自行繳付 4,001 元至 6,000 元學費，自行繳付學費平均數為 5,490 元，自

行繳付學費中位數為 4,030 元(表二十一)。被問及由 2017/18 學年開始推行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學校還可以向

家長收取最多每年 9,960 元(半日制)或 25,890 元(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學費。被問及如此安排是否合理時，絕大

部份(88.2%)受訪者表示並不合理(表二十二)。 

 

 

 

                                                 
34

 政府統計處(2018)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8 年第 1 至 3 月)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8QQ01B0100.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8QQ01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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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受訪家庭支付就學開支的情況 

 

在「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用以支付書簿及雜費津貼)方面，七成多(72.3%)受訪者表示知悉有此津貼(表

二十三)，超過五成半(57.8%)受訪者表示其子女有申請該項津貼(表二十四)，絕大部份(81.8%)獲得全額津貼、

一成多獲半額津貼(11.7%)(表二十五)。 

 

然而，近七成(66.7%)受訪者表示就學開支津貼金額並不足夠(表二十六)，超過九成受訪者(91.7%)更表示在

免費幼稚園教育下，學校仍可向學童收取「學習開支」並不合理(表二十七)。另一方面，調查亦發現除學費外，

受訪家庭的幼稚園學童仍要負擔近 60 項學習相關費用，若以各項費用的金額中位數計算，全年額外總開支可

高達 11,887 元！在學習開支方面，最多受訪者表示校方有收取的依次為冬季校服費(77.6%)、夏季校服費

(72.8%)、課本(59.2%)、茶點費(46.4%)、其他(毛衫、棉褸)(44.8%)、書包(43.2%)、旅行費(41.6%)、練習簿

(35.2%)、學生證(28.8%)、美勞費(23.2%)等等。(表二十八) 總體而言，因應幼稚園要求，三成半(35.7%)受訪

家庭表示每年學習開支大約介乎 2,000 元至 5,999 元，學習開支中位數為 4,100 元，平均數為 5,108 元。(表二

十九) 

 

若與上一學年比較(2016/17 學年)(假設去年有就讀幼稚園的受訪者)，較多(32.8%)受訪者表示其子女於本學

年(2017/18 學年)的學習開支較以去年為多(表三十)，多出開支中位數為 750 元，多出開支平均數為 1,810 元(表

三十)七成多(72.9%)受訪者表示其子女支付各項學習開支時有困難，僅不足三成(27.1%)表示沒有困難(表三十

一)。 

 

9.4 如何應付學費及學習開支 

 

被問除了申請學生資助外，如何應付學習開支時，最多受訪者選擇減少其他生活開支(61.8%)、購買較大

尺碼衣物留待來年使用(45.0%)、不購買/不交/不參加(44.3%)、領取免費食物(30.5%)、申請二手物資(26.7%)、

食少餐(22.9%)(表三十二)。至於繳款學習開支上，受訪者認為對其一家最大影響是增加經濟負擔(78.6%)、要

節省其他基本開支(70.2%)、出現情緒困擾/精神壓力(32.8%)、近兩成(19.8%)受訪者表示子女不開心，一成多

(13.0%)表示因產生家庭糾紛。(表三十三) 

 

9.5 受訪者申請全日制學額及支付就學交通開支的情況 

 

受訪者認為現行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在資助方面有不少問題，包括: 就學開支津貼資助不足(例如: 書

簿、校服、雜費等)(60.2%)、政府有資助的學習開支(例如: 旅行、參觀、畢業典禮等)資助不足(59.4%)、太少

全日制學額(52.3%)、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費(47.7%)、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習相關

費用(42.2%)、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從出售學習物品中賺取利潤(37.5%)、沒有幼兒車船津貼(36.7%)、幼

稚園收費缺乏嚴格監管(34.4%)(表三十四)。 

 

另一方面，絕大部份(89.1%)受訪家長表示曾為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表三十五)，惟僅五成半(55%)表示能

成功為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其餘四成半(45.0%)表示不成功(表三十六)。至於在尋找全日制幼稚園期間，有

過半數(53.7%)受訪者表示曾申請不到全日制學額、近四成(38.9%)表示提供全日制學額的學校學費太貴難以負

擔、近三成(29.5%)表示因擔心申請資助不批而放棄申請全日制幼稚園、亦有受訪者表示提供全日制學額學校

遠離住所(25.3%)。(表三十七) 

 

至於為何子女需要全日制幼稚園教育方面，最多(78.2%)受訪家長認為全日制幼稚園可增加子女在校內學習

機會、其次是認為讓子女有更多機會過群體生活(68.5%)、助家長外出工作(58.9%)、培養子女獨立性格(48.4%)、

學校活動空間比較大(46.0%)。在自身因素方面， 有四成(38.7%)受訪家長表示不掌握教育子女技巧，以及學校

全人教育系統專業(35.5%)。(表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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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受訪者的子女主要使用那種方式往返幼稚園時，近八成(77.2%)表示子女主要以步行方式上學，一成

多(11.0%)選擇坐巴士(表三十九)，車費方面，需要使用交通工具往返幼稚園的學童平均每天為 8.6 元，中位數

為 6 元[表四十(甲)]、至於家長每天往返車費平均數為 11.6 元，中位數為 11.4 元[表四十(乙)]。若以每月約 20

天上課日計算，粗略估計受訪基層家長及幼童的每月就學交通開支超過 400 元[($8.6+$11.6)x20 日=$404]，全

學年開支(假設為 11 個月)可多達 4,400 元!若以步行時間計算，受訪者子女每日往或返幼稚園需時(以單程計算)

主要為 10 至 15 分鐘(55.0%)、其次為 16 至 20 分鐘(22.0%)，平均需時 20 分鐘，中位數為 15 分鐘。(表四十一) 

 

9.6 受訪者對改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建議 

 

總體而言，受訪家長認為應透過以下措施完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依次如下: 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

所有學費及所有必須的學習開支(83.2%)、增加幼稚園教育就學開支津貼金額(70.2%)、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

的學習活動均須免費(69.5%)、增加幼稚園教育學費資助金額(67.9%)、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

校自行分發，不需家長自行購買(67.9%)、為步行上學需時逾十分鐘的幼稚園學童及家長提供車船津貼(61.1%)。

以上均涉及津貼額及對免費教育的理解。 

 

另外，受訪家庭亦建議將政府的幼稚園學額規劃標準比例，由現時的半日制:全日制各半(50:50)，上調至

30:70(57.3%)、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所有學校的行政費用(55.0%)、擴闊幼稚園教育資助範圍(54.2%)，以及嚴格

規管各項幼稚園收費項目及金額(48.1%)。(表四十二) 

 

9.7 檢視全港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學童須自付學費的情況 

 

9.7.1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半日制學童須自付學費的情況 

 

 在教育局回覆立法會田北辰議員的查詢35，發現在2017/18年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中，在

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取學費的半日制學額幼稚園數目，共有31所幼稚園，涉及學生人數共有8,511人，當中

佔該區就讀計劃內的半日制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人數之百分比最高為九龍城(46.8%)、其次為中西區(32.3%)。若

參考幼童貧窮率最多的五個地區(即北區、觀塘、元朗、黃大仙及屯門)，各區需繳交學費的合資格學生人數的

百分比，分別為北區(6.0%)、觀塘(14.5%)、元朗(6.6%)、黃大仙(2.0%)及屯門(1.2%)；反映參與免費幼稚園教

育計劃的幼稚園收費幅度對貧窮幼童影響各區有一定差異。以深水埗區為例，平均每十位入讀半日制課程的幼

童，便有一個要面對自付學費的問題 (未計及申請學生資助的學費減免)。(表一) 

 

                                                 
35

 立法會問題第十九條 會議日期: 2018 年 1 月 10 日 教育局局長回覆立法會田北辰議員的提問 書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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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費金額方面，有提供半日制課程，而有參加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稚園，在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取學

費的加權平均每月學費介乎數十元至近700元，每月學費中位數為200多元，最高每月學費為九龍城區(789元)，

最低每月學費為黃大仙(32元)。若參考幼童貧窮率最多的五個地區，各區需繳交每月平均學費分別為北區(317

元)、觀塘(200元)、元朗(678元)、黃大仙(32元)及屯門(180元) (見表一) 

 

9.7.2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全日制學童須自付學費的情況 

 

 在全日制課程方面，在2017/18年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中，在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取

學費的幼稚園數目，共有321所幼稚園，涉及學生人數共有20,689人，當中佔該區就讀計劃內的半日制課程的

合資格學生人數之百分比最高為中西區、東區、南區及西貢區(100.0%)。若參考幼童貧窮率最多的五個地區(即

北區、觀塘、元朗、黃大仙及屯門)，各區需繳交學費的合資格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北區(74.7%)、觀塘

(86.2%)、元朗(83.7%)、黃大仙(86.3%)及屯門(78.5%)；反映參與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而又有提供全日制學額

的幼稚園，並收費幅度普遍高於政府資助額。以深水埗區為例，平均每十位入讀全日制課程的幼童，在扣減政

府資助後，便有9.4個(即接近全部)均要自付學費(未計及申請學生資助學費減免)。(表二) 

 

 在學費金額方面，有提供全日制課程，而有參加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稚園，在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取學

費的加權平均每月學費介乎數300元至1,100元，每月學費中位數為介乎300多元至1,100多元，最高每月學費為

九龍城區、東區和北區(2,158元)，最低每月學費為荃灣(13元)。若參考幼童貧窮率最多的五個地區(即北區、觀

塘、元朗、黃大仙及屯門)，各區需繳交每月平均學費分別為北區(617元)、觀塘(683元)、元朗(458元)、黃大仙

(508元)及屯門(675元)。(見表二) 

 

9.7.3 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長全日制學童須自付學費的情況 

 

 在長全日制課程方面，在2017/18年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中，在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

取學費的幼稚園數目，共有202所幼稚園，涉及學生人數共有20,217人，當中佔該區就讀計劃內的半日制課程

的合資格學生人數之百分比最高為中西區、深水埗區、北區、大埔及離島(100.0%)。若參考幼童貧窮率最多的

五個地區(即北區、觀塘、元朗、黃大仙及屯門)，各區需繳交學費的合資格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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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觀塘(84.5%)、元朗(90.7%)、黃大仙(95.2%)及屯門(90.4%)；反映參與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而又有

提供長全日制學額的幼稚園，並收費幅度普遍高於政府資助額。以深水埗區為例，只有在該區入讀長全日制課

程的幼童，在扣減政府資助後，均要自付學費(未計及申請學生資助學費減免)。(表三) 

 

 

在學費金額方面，有提供長全日制課程，而有參加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幼稚園，在扣除政府資助後仍要收取

學費的加權平均每月學費介乎數500多元至1,200多元，每月學費中位數為介乎470多元至1,200多元；最高每月

學費為中西區(1,875元)、深水埗區(1,713元)和觀塘區(1,599元)，最低每月學費同樣為深水埗區(77元)。若參考

幼童貧窮率最多的五個地區(即北區、觀塘、元朗、黃大仙及屯門)，各區需繳交每月平均學費分別為北區(833

元)、觀塘(833元)、元朗(783元)、黃大仙(858元)及屯門(825元)(見表三) 

  

 從以上表一至表三的數據可見，在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推行下，絕大部份提供半日制課額的幼稚園，在扣

除政府資助後，比例上較少幼稚園需要向學童要收取學費；相反，就讀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的學童，縱使獲得政

府資助入讀幼稚園，仍分別有20,689人(全日制)及20,217人(長全日制)，即近四萬名兒童在入讀參加免費幼稚園

教育的學校後，仍需要自行負擔學費。這反映政府增加對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的學額及資助。 

 

 此外，在全港各區學童自行負擔的學費方面，每月金額動輒數百元至一千多元，就是在幼童貧窮率較高的

地區，收費亦沒有因此而特別便宜。當然，幼童及其家長在選擇幼稚園時會考慮很多因素，不一定在原居地區

就讀(例如:跨區選擇心儀的幼稚園、因家長上下班或家人方便接送、跨境學童等等)。然而，若原居有合適的幼

稚園可供選擇，包括:可負擔的學費、教育相關雜費、就近居住地點等等，幼童及家長按理亦會選擇就讀原區

的幼稚園。以上各區幼童及家長需自行負擔的費用，某程度上亦反映當局未有照顧幼童(特別是經濟條件較差、

選擇機會較少的貧窮家庭幼童)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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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調查分析 

 

10.1 未有全面推行真正的免費幼稚園教育，萬人要貼學費 

 

雖然政府宣佈由 2017/18 學年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惟從調查所見，當局只涵蓋半日制幼稚園，不包

括全日制，再者，加入計劃的幼稚園，在扣減政府資助後，在 2018/19 學年在半日制和全日制/長全日制的學

費上限為每年 10,100 元及 26,250 元，結果在免費教育下仍有萬人要貼學費，而且兒童要支付書簿雜費等學習

開支，可見全免費教育仍未全面實現。 

 

10.2 五成半受訪家庭申請不到全日制學額  學額規劃未能配合人力資源政策及社會發展需要 

 

調查發現，有過半數(53.7%)受訪家庭表示曾在尋找全日制幼稚園期間申請不到全日制學額(表三十七)，

反映全日制學額需求殷切。事實上，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現行幼稚園設施的規劃標準為：每1,000

名三至六歲以下幼童應設730個半日制學額和250個全日制學額。36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全日制

課程不一定比半日制課程更有利於兒童發展，因而未有主動將全日制納入未來幼稚園教育發展主要方向。委員

會認為從規劃角度而言，現行就幼稚園學額的規劃標準應予以檢討，建議規劃標準應循序漸進地改善至每1,000

名三至六歲幼兒應設500個半日制學額(現時為730個)和500個全日制學額(現時為250個)，可見當局應從人口增

長及政策規劃各區學額。 

 

根據教育局提供的數據37，2017/18 學年全港共有 748 所幼稚園參加數目，當中半日制學額為 109,082 個、

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為 48,896 個，若以百分比計算，比例約為 7 比 3(即 69.0%比 31.0%)。另外，在前資助幼

兒中心方面，2017/18 學年共有 246 所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前資助幼兒中心，當中提供學額為 24,157 個(大

部份開放時間較長)。縱使假設所有前資助幼兒中心均為全日制，連同沒有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幼稚園，現

時全港半日制與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的比例仍僅為 67:33 (160,052 個半日制學額:78,261 個全日制學額)，與當

局 50:50 的目標仍相距甚遠。 

 

10.3 免費幼教下幼童貧窮率較高地區學費雜費仍然高，政府政策及學額規劃均缺乏地區為本的扶貧角度 

 

此外，免費幼稚園教育推行後，幼童貧窮率高的地區，其幼稚園收費(包括學費及雜費)，均未有因應幼童

貧窮率較高而較低，學額規劃或政策上亦沒有獲得任何特別支援。是次調查發現，扣除學生資助後，貧窮家

庭每年被迫負擔介乎近 10,000 元的開支(包括近近 5,500 元的學費及 4,100 多元的學習雜費)，造成另一照顧幼

兒的經濟重擔，當中仍未包括其他各項學校建議幼童可報讀的興趣性及課外活動費用，這揭示當局缺乏扶貧

視角，著力針對幼童貧窮率較高地區作出介入性的支援，間接令貧窮幼童輸在起跑線，無從獲得平等教育和發

展的機會。當局有必要檢視各項幼兒貧窮率，從扶貧的宏觀視角，確保貧窮幼童獲得可負擔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10.4 學生資助制度忽略官方貧窮線幼稚園學童提供支援不足 

 

 更重要的是，現行涉及申請學費減免、就學開支津貼等學生資助計劃的入息限額，亦未有認真參考官方

貧窮線，導致被官方界定為貧窮家庭的兒童，竟然不獲全額(100%)的學生資助，反映當局的兒童教育政策缺

乏扶貧視角，令學生資助未能有效針對貧窮家庭的幼童。 

 

調查更發現，受訪基層家長扣除學生資助後，仍有三成半(35.7%)(表二十)受訪家長表示仍要自行繳付平

均 5,490 元學費，較上學年(2016/17 學年)免費幼稚園教育推行前的 4,000 多元還要高。此外，幼稚園家庭每年

更要應付 4,100 元多元的其他學習開支等超過六十項的雜費(表二十九)，學習開支更較去年多出近 750 元(表三

十)，最高為二萬元，當中包括：書簿費、校服費、旅行費、茶點費、自付學費、學生證、學生手冊、補充習

作費、家長教師會費、出外參觀費、美勞費、冷氣費、畢業相、習作方格紙、印刷費、午餐費、畢業證書、課
                                                 
36

 兒童優先 – 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報告書 (2015 年 5 月) 第 6.1.2 段 (第 35 頁) 
37

 教育局 給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查詢提問的書面回覆 (2018 年 5 月 30 日)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二十六 : 貧窮家庭對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意見問卷調查報告 

 22 

室資助費、校車費、網上習作費、檢身費等。由此可見，儘管實施免費幼稚園後，幼稚園教育亦僅是半日制學

費全免，而非真正全面免費教育。雖然當局設立恆常有入息審查的就學開支津貼，惟若各項開支不設立收費金

額上限，相信數千元的就學開支津貼亦難以應付各項開支。 

 

10.5 近 60 項幼稚園雜費，欠津助且缺規管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在報告中更認為幼稚園教育應強調兒童藉遊戲、親自動手做和感官接觸、以及避免

過分依賴課本，反映委員會對貧窮基層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置若罔聞。本會認為委員會的說法妄顧現實需要。

事實上，絕大部份學校在教學活動中亦需要學童使用教學課本或工作紙，若學童不購買使用，根本難以聽課。

縱使參與遊戲、手工藝及感官遊戲活動，活動亦需要學童購買材料費，學童亦不得不購買。本會認為教育局應

嚴格規管各幼稚園機構收費範圍及各項收費金額；任何與學習有關的必需收費項目，必須經教育局批准；當

局應同時設立幼稚園學童書簿或學習津貼，協助貧窮家庭幼童應付學習必須開支。 

 

10.6 幼稚園欠車船津貼，無視跨區幼童需要 

 

此外，在車船津貼方面，委員會以「鼓勵家長為其子女選擇鄰近地區的學校」為由，拒絕向幼稚園學童提

供車船津貼。雖然不少家長會為兒童選擇與居住同一地區的幼稚園，惟部份地區學位不足，家長才迫不得已安

排子女跨區入讀其他區的幼稚園。此外不少家長需跨區上班，為方便接送照顧子女，不少會安排子女在上班區

域就學。是次調查發現，受訪基層幼童及其家長若有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往設就學，每年交通開支可高達 4,000

多元[表四十(甲)及表四十(乙)]，對於貧窮家庭造成另一大負擔。因此，為配合家長上下班安排，令幼稚園學童

更具彈性地選擇上學地點，當局應向為幼稚園學童提供車船津貼。另外，由於幼稚園學童年紀幼小，不能自

行上學，需要專人陪同接送，在以兒童利益為大前題下，當局應同時為符合經濟審查資格的兒童照顧者提供

車船津貼。 

 

10.7 學生資助不足，7 成兒童節衣縮食支付 

 

現大部份家庭均有困難交學費及學習津貼，要用不同的方法，以支付款項，為了繳交這些費用，大部份家

庭被迫節衣縮食或甚借債，甚至食少餐，執紙皮賣，生活極度困可見令貧困家庭更貧困及嚴重影響基本三餐溫

飽，亦影響幼兒生活質素，造成精神壓力及家庭糾紛，實非香港這富裕社會應存在的問題。 

 

10.8 綜援學習津貼不足，損害學習機會 

 

綜援家庭雖然可以向社署申請就學開支津貼，但有關津貼並不包括幼稚園必要繳交的茶點費及其他雜費，

所以綜援家庭亦要補貼交費，造成生活困難。當局需要就學習開支津貼展開研究，檢視現時學習上需要的津貼

範圍及津貼金額；短期而言，亦有必要考慮採取實報實銷的制度，確保沒有家庭因經濟困擾而失去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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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總結及建議 

 

現時香港貧富懸殊，在百物騰貴及通脹高企下，基層工作收入不穩定，惟生活開支卻增加，但政府各部門

卻未有因應貧窮問題作出支援，政策反而走向增加貧者負擔的方向，令貧窮兒童喪失平等學習機會。香港富裕

先進，卻要貧窮兒童靠拾荒幫補學習開支，實在是香港之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規定所有兒童不論貧富有權享有平等教育及發展機會，強烈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改善以下政策: 

 

11.1 兒童事務委員會應主動檢視免費幼稚園教育，保障弱勢家庭兒童平等發展機會 

 

雖然經多年爭取，政府終於 2018 年 6 月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惟委員會仍非法定獨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

或兒童事務專員，未能處理及調查涉及侵害兒童權利的投訴，定期檢討各項與兒童有關的社會政策及法例，

推動兒童政策，確保兒童平等發展機會。由於幼稚園教育對兒童成長影響深遠，兒童委員會應主動檢視免費

幼稚園教育不足之處，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檢視貧窮兒童在享受教育權利的困難。此外，當局政府

應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以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並制定扶助兒童脫貧政策，在各部門作出協助貧窮兒童

的政策及投放資源，確保所有學校及社會服務均有足夠資源及一套完善制度，協助所有貧窮兒童享有平等發展

機會。 

 

11.2 改革幼稚園學額規劃標準推行以「全日制」為主的免費幼稚園教育 

 

現行就幼稚園學額的規劃標準應予以檢討，規劃標準不僅應按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書的建議，循序

漸進地改善至每 1,000 名三至六歲幼兒應設 500 個半日制學額(現時為 730 個)和 500 個全日制學額(現時為 250

個)。由於全日制課程有助支援缺乏良好家庭照顧的兒童，同時亦可釋放勞動力，因此必須訂立長遠目標，進

一步增加比例至每 1,000 名三至六歲幼兒應設 750 個全日制學額和 250 個半日制學額(現時為 250 個)。本會認

為當局可考慮優先針對幼童人口較多(例如:深水埗區)或貧窮幼童人數較多的地區，優先增設全日制學額，以

更全面地支援該區的貧窮家庭父母就業。 

 

特別政府應儘快全面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並以推行「全日制」為主的幼稚園免費教育，不管半日制、全

日制或長全日制課程的幼稚園學童均可獲得免費教育，長遠著力增加全日制資助學額，以容讓幼童父母出外工

作，強化基層家庭的就業支援及幼兒選擇入讀全日制幼稚園的機會。此外，任何涉及學習需要的必要開支均應

包括免費教育範圍(包括:學費、書簿、雜費及各種學習費等)，並訂立推行全面免費教育的時間表。這不僅全面

體現兒童教育權利，確保沒有兒童因著經濟困難而未能享受適切教育，更提高下一代的競爭能力，協助貧窮兒

童脫貧。 

 

11.3 幼兒學費減免計劃及就學開支津貼申請資格與貧窮線一致全額資助涵蓋所有基本開支 

 

當局應放寬現行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幼兒學費減免計劃」及「就學開支津貼」的入息限制與官方貧窮線一

致，確保被定義為貧窮家庭中的幼童，獲得全額的資助。 

 

此外，由於 2018/19 學年，扣除政府資助上限，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幼稚園每名學生的每年學費上限，

半日制為 10,100 元，及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則為 26,250 元。本會認為，縱使此舉或許有助學校有更大彈性提供

不同質素的幼稚園教育服務，惟這亦是貧窮幼童家庭須自行補貼費用之上限；若以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大

前提，當局應確保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上限與幼稚園的最高學費一致，並且適用於半日制、全日制或長全日

制的幼稚園。這樣可確保貧窮家庭在獲得學費資助後，不需要自行繳付學費，亦避免貧窮家庭被迫找質素較差

學費較便宜的學校，出現接受免費幼稚園教育下仍要自付學費的荒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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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檢討就學開支津貼金額嚴格規管各幼稚園機構種種收費全額資助涵蓋所有必要就學開支 

 

如同上文分析，當局在全面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時，相應設立了就學開支津貼，當中津貼金額應包括各項

貧窮家庭幼童應付學習基本必須開支。現時就學開支津貼金額與綜援內的「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

為標準，以應付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開支（即課本、文具、校服、雜項及一筆過小額開支）。然而，由於各

幼稚園可自行訂定以上項目收費，當局同樣未能確保津貼金額能照顧貧窮家庭學童所有就學開支。為此，當

局應檢討就學開支津貼金額及調整機制。與此同時，教育局應規管各幼稚園機構各項收費，任何與學習有關

的必需收費項目，必需經教育局批准，確保津貼足以應付各幼童在接受幼稚園教育的必要開支。 

 

事實上，調查中亦發現貧窮家庭家長在全個學年期間，不時接獲校方要求繳付多達 50 多項費用，例如:

暑期假期習作費、生日會費、茶點費、畢業旅行費、表演服裝費、照片沖晒費等等。雖然個別費用家長可自

行決定是否繳付，惟避免其子女與其他學童有差異(例如:全校畢業旅行前往迪士尼樂園，每位收費動輒數百

元)。當局在容許校方收取各項費用時，同時亦應設定上限，確保就學開支津貼能涵蓋上述各項就學相關的必

須開支。這亦可避免幼稚園家庭為謝絕參與所有活動及節衣縮食，妨礙貧窮家庭的幼兒獲得平等學習機會和健

康成長。此外，教育局亦應規定參加計劃的學校，盡量建議家長及幼童使用廉價且不可劃缺的學習用品(例如:

資訊發放不一定要使用平版電腦)，策劃的學習活動亦需奉行簡約節儉為原則(例如:畢業旅行可選擇無入場費的

郊野公園，而非收費高昂的主題樂園)。 

 

11.5 設立「幼童課外活動及興趣班學習劵」拉近貧富幼童學習機會差距 

 

此外，由於不少幼稚園均會向幼童及家長推介各種興趣班或課外活動(例如:英語班、繪畫班、樂器班、拉

筋訓練、粵曲班等等)，雖然或有意見認為興趣或課外活動非必需品，家長可因應家庭經濟狀況自行決定是否

參與。然而，隨著社會經濟水平及社會要求不斷提高，絕大部份幼童的家長亦會盡量安排子女參與興趣班或課

外活動，讓子女探索和發掘其個人興趣和潛能。再者，各幼稚園的課堂內活動，亦未能全面照顧個別學童的興

趣發展。為避免貧窮家庭幼童落後於一般幼童，缺乏探索和發掘個人興趣和潛能的機會，甚或與一般幼童發展

基礎距離加大，當局應設立幼童課外活動學習劵，資助基層家庭幼童參與當局認可的興趣班或課外活動，申請

資格可參考現行學費減免計劃，金額則可再作公眾諮詢(例如:每名幼童每年 3,000 元)。 

 

11.6 為幼稚園學童及其家長提供幼童車船交通津貼 

 

此外，為配合家長上下班安排，令幼稚園學童更具彈性地選擇上學地點，當局應向幼稚園學童提供幼童車

船交通津貼，(例如:若幼兒與家長若從居所至幼稚園需步行十分鐘或以上者，均可獲交通津貼)；並為符合經濟

審查資格的接送幼童之兒童照顧者提供車船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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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圖表 

表一   受訪兒童的性別 

性別 選擇人數 百分比 

 

男 84 62.7% 

女 50 37.3% 

合計 134 100% 

表二 受訪兒童的年齡 

年齡 選擇人數 百分比 

 

3 歲 39 30.5% 

4 歲 30 23.4% 

5 歲 32 25.0% 

6 歲 37 20.1% 

合計 128 100% 

 年齡平均數 4  

 年齡中位數 4  

 最小年齡 3  

 最大年齡 6  

（有效個案﹕128 個  遺失個案﹕6 個） 

表三  受訪兒童的就讀年級 

就讀年級 選擇人數 百分比 

 

低班(K1) 50 38.4% 

中班(K2) 40 30.8% 

高班(K3) 40 30.8% 

合計 130 100% 

（有效個案﹕130 個   遺失個案﹕4 個） 

表四  受訪兒童就讀的課程種類 

就讀年級 選擇人數 百分比 

 

半日制 66 51.6 

全日制 59 46.1 

長全日制 3 2.3 

合計 128 100% 

（有效個案﹕128 個   遺失個案﹕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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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受訪兒童的父母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選擇人數 百分比 

 同住 100 78.7% 

 分居 7 5.5% 

 離婚 17 13.4% 

 其中一方已去世 1 0.8% 

 其他:未婚(請註明) 2 1.6% 

 合計 127 100% 

(有效個案:127 個   遺失個案:1 個) 

 

表六  受訪家庭經濟狀況 

收入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工作 89 66.9% 

工作及綜援 7 5.3% 

全家綜援 20 15.0% 

僅部份家庭成員領取綜援 6 4.5% 

無收入 8 6.0% 

其他(例如:未有收入) 3 2.3% 

合計 133 100.0% 

(有效個案:133 個   遺失個案:1 個) 

 

表七  受訪家庭每月收入 

每月總收入 人數 百分比 

5,000 元或以下 10 9.4% 

5,001 至 10,000 元 23 21.7% 

10,001元15,000元 29 27.4% 

15,001元20,000元 32 34.0% 

20,000 元或以上 8 7.5% 

合計 106 100.0% 

總收入平均數 13,793 元 

總收入中位數 14,375 元 

(有效個案:106 個   遺失個案:28 個) 

 

表八       受訪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每月租金中位數及月租金中位數佔月入息中位數百分比 

受訪住戶之 

住戶人數 

受訪住戶之住戶 

每月入息中位數 

(港元) 

受訪住戶之住戶

每月租金中位數

(港元) 

受訪住戶之 

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佔每月

入息中位數百分比(%) 

回應人數 

2 5,000 2,500 57.1% 5 

3 10,000 2,391 21.3% 21 

4 14,600 4,100 26.7% 51 

5 14,500 2,422 17.8% 13 

6 18,000 2,700 15.9% 8 

7 17,500 6,550 3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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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本港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及官方貧窮線 

住戶人數/住戶 
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  

(港元)(2018 年 1 至 3 月)
38

 

官方貧窮線 

(2016 年) 

1 4,250 4,000 

2 10,550 9,000 

3 16,550 15,000 

4 21,050 18,500 

5 21,850 19,000 

6 22,000 20,000 

全港家庭整體 17,500 12,500 

 

表十  受訪家庭每月租金 

每月租金 人數 百分比 

1,000 元或以下 0 0.0% 

1,001元至2,000元 27 25.5% 

2,001元至3,000元 24 22.6% 

3,001元至4,000元 13 12.3% 

4,001元至5,000元 17 16.0% 

5,001元至6,000元 12 11.3% 

6,001 元或以上 13 12.3% 

合計 106 100.0% 

每月租金平均數 3,621 元 

每月租金中位數 3,350 元 

(有效個案：106 個   遺失個案：28 個) 

 

表十一  受訪家庭每月租金佔入息的百分比 

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0%或以下 9 9.6% 

11%至 20% 30 31.9% 

21%至 30% 21 22.3% 

31%至 40% 19 20.2% 

41%或以上 15 16.0% 

合計 94 100.0% 

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百分比:    24.1%(中位數)    28.1%(平均數) 

(有效個案：94 個  遺失個案：40 個) 

 

 

 

                                                 
38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8年第一季) 政府統計處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8QQ01B0100.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8QQ01B0100.pdf


貧窮兒童調查系列二十六 : 貧窮家庭對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意見問卷調查報告 

 28 

表十二  受訪家庭的居住人數 

居住人數 數目 百分比 

 

2 11 9.5% 

3 24 20.7% 

4 56 48.3% 

5 14 12.1% 

6 8 6.9% 

7 3 2.6% 

合計 116 100% 

平均居住人數: 4 居住人數中位數: 4 

(有效個案：116 個   遺失個案：18 個) 

 

表十三  受訪者的居住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公屋 43 37.7 

板間房/梗房 14 12.3 

套房/劏房 42 36.8 

天台屋 2 1.8 

租整個單位 3 2.6 

居住親戚屋 5 4.4 

其他 5 4.4 

合計 114 100.0 

(有效個案：114 個   遺失個案：20 個) 

表十四 你的學校是否屬於提供「免費教育」的幼稚園(即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是 115 88.5 

否 15 11.5 

合計 130 100.0 

(有效個案：130 個   遺失個案：4 個) 

 

表十五 你的學校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後，有否向你子女收取「學費」？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36 29.0 

沒有 88 71.0 

合計 124 100.0 

(有效個案：124 個   遺失個案：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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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若有，每學年總學費為？_________元/學年 
 

每學年總學費 人數 百分比 

2,000 元或以下 7 24.2% 

2,001 元至 4,000 元 5 17.2% 

4,001 元至 6,000 元 1 3.5% 

6,001 元至 8,000 元 6 20.7% 

8,001 元至 10,000 元 5 17.2% 

10,001 元至 12,000 元 0 0.0% 

12,001 元或以上 5 17.2% 

合計 29 100.0% 

每年學費平均數:  6,999 元 

每月學費中位數:  6,500 元 

最低學費金額:  100 元 

最高學費金額:  25,890 元 

(有效個案：29 個   遺失個案：105 個) 
 

表十七  你有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0 81.6 

沒有 9 18.4 

合計 49 100.0 

(有效個案：49 個   遺失個案：85 個) 

 
表十八  你的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結果為何？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全額資助 28 73.7 

半額資助 7 18.4 

沒有資助 3 7.9 

合計 38 100.0 

(有效個案：38 個   遺失個案：96 個) 
 
表十九 在獲得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後，你仍需要自費交學費嗎？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需要 18 43.9 

不需要 23 56.1 

合計 41 100.0 

 (有效個案：41 個   遺失個案：9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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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為何你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不用額外繳交學費 5 29.4% 

不符合申請資格 3 17.6% 

資助金額太低幫助不大 1 5.9% 

申請手續繁複 4 23.5% 

不知道可以申請 4 23.5% 

其他: ________ (請註明) 1 5.9% 

 
表二十一 本年度扣除學生資助後，你的子女本學年要自行繳付多少元學費？ ______ 元 / 年 
 

扣除學生資助後 

每年自行繳付學費 

人數 百分比 

2,000 元或以下 5 35.7% 

2,001 元至 4,000 元 2 14.3% 

4,001 元至 6,000 元 3 21.4% 

6,001 元至 8,000 元 1 7.2% 

8,001 元至 10,000 元 2 14.2% 

10,001 元或以上 1 7.2% 

合計 14 100.0% 

自行繳付學費平均數:  5,490 元 

自行繳付學費中位數:  4,030 元 

自行繳付學費最低金額:  0 元 

自行繳付學費最高金額:  25,890 元 

 
表二十二  2017/18 學年開始推行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學校還可以向家長收取最多每年 9,960 元(半日
制)或 25,890 元(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學費，你認為這樣是否合理嗎？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合理 15 11.8 

不合理 112 88.2 

合計 127 100.0 

(有效個案：127 個   遺失個案：7 個) 
 
表二十三 你知不知道政府設立「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支付書簿及雜費津貼)?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知道 86 72.3 

不知道 33 27.7 

合計 119 100.0 

(有效個案：119 個   遺失個案：1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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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本年度(2017/18 年度)當局向「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你的子女有否申請?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74 57.8 

沒有 32 25.0 

不適用(因領取綜援) 22 17.2 

合計 128 100.0 

(有效個案：128 個   遺失個案：6 個) 
 
表二十五 你的子女獲得多少就學開支津貼?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全津 63 81.8 

3/4 津 5 6.5 

半津 9 11.7 

合計 77 100.0 

(有效個案：77 個   遺失個案：57 個) 

 
表二十六 你的子女的就學開支津貼足夠嗎?   
 

 人數 有效百分比 

 足夠 31 33.3 

不足夠 62 66.7 

合計 93 100.0 

(有效個案：93 個   遺失個案：41 個) 
 
表二十七 你認為免費幼稚園教育，學校仍可向學童收取「學習開支」合理嗎？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合理 10 8.3 

不合理 110 91.7 

合計 120 100.0 

(有效個案：120 個   遺失個案：1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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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 除學費外，你的子女入讀的幼稚園有沒有收取以下費用?若有，是多少？(可選多項) 
 

 
回應 

人數 回應百分比 

最低金額 

/元 

最高金額 

/元 

金額中位數 

/元 

 (1) 冬季校服費      97 77.6% 129 1,700 500 

(2) 冷氣費               15 12.0% 12 600 200 

(3) 畢業相/相冊              36 28.8% 10 799 140 

(4) 夏季校服費      91 72.8% 60 1,000 350 

(5) 旅行費               52 41.6% 50 2,700 300 

(6) 畢業袍                      6 4.8% 45 200 80 

(7) 其他(毛衫、棉褸) 56 44.8% 96 900 269 

(8) 網上英語證書   1 0.8% 0 0 0 

(9) 畢業典禮光碟           27 21.6% 15 64 330 

(10) 課本                  74 59.2% 100 4,000 1,200 

(11) 校內學習上網費    7 5.6% 200 200 200 

(12) 畢業證書                   3 2.4% 0 0 0 

(13) 練習簿              44 35.2% 50 800 150 

(14) 學生證               36 28.8% 4 100 20 

(15) 畢業旅行費               20 16.0% 100 2,000 868 

(16) 茶點費              58 46.4% 20 5,500 525 

(17) 生日會物資       17 13.6% 15 300 200 

(18) 興趣班                       24 19.2% 300 6,000 1,500 

(19) 美勞費              29 23.2% 30 838 100 

(20) 活動車費           22 17.6% 30 200 100 

(21) I pad  / 平版電腦       3 2.4% 200 1,500 850 

(22) 書包                  54 43.2% 45 250 84 

(23) 英文學習光碟   13 10.4% 1 760 200 

(24) 額外增聘語文導師  2 1.6% 26 26 26 

(25) 表演服裝費      26 20.8% 1 300 100 

(26) 聖經課本            6 4.8% 1 100 44 

(27) 行政費及姐姐照顧費 3 2.4% 500 999 500 

(28) 啦啦隊服裝費  7 5.6% 50 120 51 

(29) 親子閱讀小冊子 6 4.8% 20 100 35 

(30) 主題書                       13 10.4% 1 1,260 280 

(31) 親子服裝費      6 4.8% 200 400 235 

(32) 英文習作            4 3.2% 20 120 85 

(33) 故事閱讀報告           5 4.0% 10 548 279 

(34) 文字遊戲書      4 3.2% 20 4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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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神奇筆                8 6.4% 170 720 600 

(36) 假期作業                   24 19.2% 20 160 60 

(37) 綜合活動冊      6 4.8% 20 173 84 

(38) 文件套(拉鏈袋)  14 11.2% 10 35 20 

(39) 功課袋                       15 12.0% 2 70 19 

(40) 分組計劃書      4 3.2% 20 100 60 

(41) 太陽帽                5 4.0% 10 30 20 

(42) 生日會費用               17 13.6% 30 760 150 

(43) 分區牌              1 .8% 100 100 100 

(44) 毛巾及毛巾盒    17 13.6% 20 50 30 

(45) 生日袋                       13 10.4% 15 60 30 

(46) 通告袋 /回條袋   21 16.8% 10 50 25 

(47) 杯                        7 5.6% 10 20 15 

(48) 圖書袋                       10 8.0% 10 30 20 

(49) 收費袋              5 4.0% 2 20 10 

(50) 智能卡                9 7.2% 10 150 50 

(51) 智能卡卡套               4 3.2% 1 1 1 

(52) 課外學習參觀費 20 16.0% 1 400 125 

(53) 課外學習交通費    15 12.0% 1 200 67 

(54) EVI 網上平台學習 13 10.4% 1 1 100 

(55) 捐款/籌款/獎劵/愛心劵 23 18.4% 1 200 100 

(56) 其他  9 7.2% 99 99 350 

 
表二十九 總體而言，因應幼稚園要求，你用於你的子女本學年學習開支大約是多少？__元/年 
 

 人數 有效百分比 

 2,000 元以下 9 12.9 

2,000 元至 3,999 元 25 35.7 

4,000 元至 5,999 元 12 17.1 

6,000 元至 7,999 元 14 20.0 

8,000 元或以上 10 14.3 

合計 134 100.0 

 學習開支中位數/元 4,100  

 學習開支平均數/元 5,108  

 最低學習開支/元 400  

 最高學習開支/元 20,000  

(有效個案：70 個   遺失個案：6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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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 若與上一學年比較(假設去年有就讀幼稚園的受訪者)，你的子女本學年的學習開支有何分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多了很多 9 7.8 

多了一些 29 25.0 

差不多 40 34.5 

少了一些 7 6.0 

少了很多 2 1.7 

不適用 29 25.0 

合計 116 100.0 

(有效個案：116 個   遺失個案：18 個) 
本學年多出金額？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00 元或以下 8 50.0 

1,000 元至 1,999 元 3 18.8 

2,000 元至 2,999 元 1 6.3 

3,000 元至 3,999 元 1 6.3 

4,000 元或以上 3 18.8 

合計 16 100.0 

 多出開支中位數/元 750  

 多出開支平均數/元 1,810  

 最低多出開支/元 100  

 最高多出開支/元 10,000  

(有效個案：16 個   遺失個案：118 個) 
 

表三十一  你的子女支付各項學習開支時有沒有困難？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困難 94 72.9 

沒有困難 35 27.1 

合計 129 100.0 

(有效個案：129 個   遺失個案：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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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  除考慮申請學生資助外，你會如何應付子女的學費或學習開支？(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不購買/不交/不參加  58 44.3% 

遲些才購買  18 13.7% 

問親朋借貸         14 10.7% 

申請基金    8 6.1% 

申請二手物資  35 26.7% 

執報紙/紙皮/舊物賣 9 6.9% 

領取免費食物 40 30.5% 

食少餐 30 22.9% 

自己支付 23 17.6% 

從事兼職   15 11.5% 

減少其他生活開支 81 61.8% 

購買較大尺碼衣物留待來年使用      59 45.0% 

其他:______________(請註明) 5 3.8% 

 
表三十三  以上繳款學習開支上，對你一家有何影響？ (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增加經濟負擔    103 78.6% 

情緒困擾/精神壓力 43 32.8% 

產生家庭糾紛  17 13.0% 

要節省其他基本開支 92 70.2% 

被校長/老師批評  3 2.3% 

被校長/老師忽視  7 5.3% 

子女不開心    26 19.8% 

子女被同學排斥 13 9.9% 

沒有任何影響    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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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 你認為現行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在資助方面有何問題？ (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費  61 47.7%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習
相關費用 

54 42.2%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從出售學
習物品中賺取利潤 

48 37.5% 

幼稚園收費缺乏嚴格監管 44 34.4% 

就學開支津貼資助不足(例如: 書簿、
校服、雜費等)   

77 60.2% 

政府有資助的學習開支(例如: 旅行、
參觀、畢業典禮等)資助不足 

76 59.4% 

太少全日制學額 67 52.3% 

沒有幼兒車船津貼 47 36.7% 

其他 1 0.8% 

 
表三十五 你曾否為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曾經 115 89.1 

不曾經 14 10.9 

合計 129 100.0 

(有效個案：129 個   遺失個案：5 個) 
 
表三十六 你是否成功為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成功 60 55.0 

不成功 49 45.0 

合計 109 100.0 

(有效個案：109 個   遺失個案：25 個) 
 
表三十七 你在尋找全日制幼稚園遇到以下情況嗎？(可選多項) 
 

 
回應人

數 

回應百

分比 

 因擔心申請資助不批而放棄申請全日制幼稚園    28 29.5% 

申請不到全日制學額  51 53.7% 

提供全日制學額學校遠離住所  24 25.3% 

提供全日制學額的學校學費太貴難以負擔            37 38.9%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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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八 為什麼你的子女需要全日制幼稚園教育？(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增加子女在校內學習機會  97 78.2% 

助家長外出工作                          73 58.9% 

家長不掌握教育子女技巧 48 38.7% 

學校全人教育系統專業 44 35.5% 

讓子女有更多機會過群體生活 85 68.5% 

學校活動空間比較大 57 46.0% 

培養子女獨立性格 60 48.4%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2 1.6% 

 
表三十九 你的子女主要使用那種方式往返幼稚園？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步行 98 77.2 

坐巴士 14 11.0 

坐地鐵 5 3.9 

坐小巴 5 3.9 

坐校車 5 3.9 

(有效個案：127 個   遺失個案：7 個) 

 
表四十 你及子女返幼稚園每日需要多少錢車費？  

 

表四十(甲)受訪家庭的子女(往返)車費___元/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5 元以下 4 17.5 

5 元至不多於 10 元 13 56.5 

10元至不多於 15元 3 13.0 

15 元或以上 3 13.0 

 合計 23 100.0 

最低金額 2 最高金額 30 

中位數 6 平均數 8.6 

(有效個案：23 個   遺失個案：11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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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乙)受訪家庭的家長(往返)車費___元/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5 元以下 1 4.8 

5元至不多於10元 8 38.1 

10元至不多於 15元 8 38.1 

15 元或以上 4 11.0 

 合計 21 100.0 

最低金額 2 最高金額 25 

中位數 11.4 平均數 11.6 

 (有效個案：21 個   遺失個案：113 個) 

 
表四十一  若以步行時間計算，你的子女每日往或返幼稚園需時多少(以單程計算)？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 分鐘以下 8 7.1 

10 至 15 分鐘 61 55.0 

16 至 20 分鐘 18 22.0 

21 至 25 分鐘 7 6.2 

26 至 30 分鐘 12 10.6 

31 分鐘或以上 7 6.3 

 合計 113 100.0 

最短時間 5 最高金額 120 

中位數 15 平均數 20 

(有效個案：113 個   遺失個案：21 個) 
 
表四十二  總體而言，你對改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有何建議？ (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回應百分比 

 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所有學費及所有必須的學習開支 109 83.2% 

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所有學校的行政費用 72 55.0% 

將政府建議的幼稚園學額規劃標準比例，由現時的半日制:
全日制各 50:50，上調至 30:70 

75 57.3% 

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須免費 91 69.5% 

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校自行分發，不需
家長自行購買 

89 67.9% 

嚴格規管各項幼稚園收費項目及金額 63 48.1% 

增加幼稚園教育學費資助金額 89 67.9% 

增加幼稚園教育就學開支津貼金額 92 70.2% 

擴闊幼稚園教育資助範圍 71 54.2% 

為步行上學需時逾十分鐘的幼稚園學童及家長提供車船津貼 80 6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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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幼稚園教育政策關注組  
貧窮家庭對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意見問卷調查 (2018 年 4 月) [K1-K3 家長填寫] 

(一) 受訪兒童資料 
1.  兒童姓名：________    2. 兒童年齡:___    3. 兒童性別: □男  □女    
4.  幼稚園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就讀年級： □低班(K1)   □中班(K2)   □高班(K3)   6.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7.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7A. 你子女就讀的是那種課程: □半日制□全日制  □長全日制 
8. 父母婚姻狀況： □同住  □分居  □離婚  □其中一方已去世  □其他:______________(請註明) 
9. 家庭收入來源：□工作  □工作及綜援  □全家綜援  □僅部份家庭成員領綜援 □無收入    □其他 
10. 家庭每月收入(包括綜援)：__________ 元   11.每月租金:________元   12. 家庭人數：_________  
13. 居住類型 : □公屋□板間房 /梗房□套房 /劏房□天台屋□租整個單位□居住親戚屋□其他
_______(註明) 
 
(二) 支付學費情況 
14. 你的學校是否屬於提供「免費教育」的幼稚園(即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  □是   □否 
15. 你的學校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後，有否向你子女收取「學費」？  □有 □沒有(跳答第 22 題) 
16. 若有，每學年總學費為？_ 
17. 你有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       □有     □沒有 (跳答第 19 題) 
18. 你的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結果為何？     □全額資助   □半額資助   □沒有資助 
19. 在獲得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後，你仍需要自費交學費嗎？ □需要(_____元) □不需要 
20. 為何你沒有申請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可選多項) □不用額外繳交學費 □不符合申請資格  □資助金額

太低幫助不大  □申請手續繁複  □「不知道可以申請」□其他: ________ (請註明) 
21. 本年度扣除學生資助後，你的子女本學年要自行繳付多少元學費？ ______ 元 / 年 
22. 2017/18 學年開始推行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學校還可以向家長收取最多每年 9,960 元(半日制)或 25,890 元(全

日制或長全日制)學費，你認為這樣是否合理嗎？      □合理     □不合理 
 
(三) 支付就學開支情況 
23. 你知不知道政府設立「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支付書簿及雜費津貼)? □知道  □不知道 
24. 本年度(2017/18 年度)當局向「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你的子女有否申請? 
□有     □沒有(請跳至第 26 條)        □不適用(因領取綜援)  
25. 你的子女獲得多少就學開支津貼?  □全津(3,885 元)   □3/4 津(2,914 元)   □半津(1,943 元) 
26. 你的子女的就學開支津貼足夠嗎?  □足夠  □不足夠 (差多少？ ______________ 元) 
27. 你認為免費幼稚園教育，學校仍可向學童收取「學習開支」合理嗎？    □合理     □不合理 
 
(四) 幼稚園收費情況 
28. 除學費外，你的子女入讀的幼稚園有沒有收取以下費用?若有，是多少？(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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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總體而言，因應幼稚園要求，你用於你的子女本學年學習開支大約是多少？__________元/年 
30. 若與上一學年比較(假設去年有就讀幼稚園的受訪者)，你的子女本學年的學習開支有何分別? 
□多了很多   □多了一些   □差不多  □少了一些  □少了很多    □不適用         金額: _______元 

 
(五) 應付學費及學習開支情況 

 
31. 你的子女支付各項學習開支時有沒有困難？    □有困難   □沒有困難 
32. 除考慮申請學生資助外，你會如何應付子女的學費或學習開支？(可選多項) 
□不購買/不交/不參加    □遲些才購買        □問親朋借貸        □申請基金   □申請二手物資   
□執報紙/紙皮/舊物賣    □領取免費食物     □食少餐             □自己支付   □從事兼職   
□減少其他生活開支      □購買較大尺碼衣物留待來年使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33. 以上繳款學習開支上，對你一家有何影響？ (可選多項) 
□增加經濟負擔   □情緒困擾/精神壓力□產生家庭糾紛   □要節省其他基本開支   □被校長/老師批評  
□被校長/老師忽視 □子女不開心      □子女被同學排斥□沒有任何影響   □其他:____ __ (請註明) 
 
34. 你認為現行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在資助方面有何問題？ (可選多項) 
□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費  
□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收取學習相關費用 
□ 不應容許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從出售學習物品中賺取利潤 
□ 幼稚園收費缺乏嚴格監管 
□ 就學開支津貼資助不足(例如: 書簿、校服、雜費等)   
□ 政府有資助的學習開支(例如: 旅行、參觀、畢業典禮等)資助不足 
□ 太少全日制學額 
□ 沒有幼兒車船津貼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六) 全日制學額及車船津貼開支情況 

 
35. 你曾否為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   □曾經    □不曾經 
36. 你是否成功子女尋找全日制幼稚園？  □成功   □不成功 
37. 你在尋找全日制幼稚園遇到以下情況嗎？(可選多項) 
□因擔心申請資助不批而放棄申請全日制幼稚園   □申請不到全日制學額 □提供全日制學額學校遠離住所  
□提供全日制學額的學校學費太貴難以負擔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不適用 
38. 為什麼你的子女需要全日制幼稚園教育？(可選多項)  
□增加子女在校內學習機會    □助家長外出工作                         □家長不掌握教育子女技巧 
□學校全人教育系統專業    □讓子女有更多機會過群體生活  □學校活動空間比較大 
□培養子女獨立性格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39. 你的子女主要使用那種方式往返幼稚園？ 
□步行(跳至第 41 題)   □坐巴士   □坐地鐵   □坐小巴   □坐校車   □其他: 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40. 你及子女返幼稚園每日需要多少錢車費？ 子女(往返)車費_____元/日 家長(往返)車費______元/日 □不適

用 
41. 若以步行時間計算，你的子女每日往或返幼稚園需時多少(以單程計算)？ ______分鐘     □不適用 

 
(七) 改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建議 
42. 總體而言，你對改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有何建議？ (可選多項) 
□ 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所有學費及所有必須的學習開支 
□ 免費教育幼稚園涵蓋所有學校的行政費用 
□ 將政府建議的幼稚園學額規劃標準比例，由現時的半日制:全日制各 50:50，上調至 30:70 
□ 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須免費 
□ 全港統一學校發放書本及教材，並由學校自行分發，不需家長自行購買 
□ 嚴格規管各項幼稚園收費項目及金額 
□ 增加幼稚園教育學費資助金額 
□ 增加幼稚園教育就學開支津貼金額 
□ 擴闊幼稚園教育資助範圍 
□ 為步行上學需時逾十分鐘的幼稚園學童及家長提供車船津貼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問卷完，多謝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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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soco@pacific.n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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