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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載述這項帳目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其目的。 

背景 

1.2 英基學校協會（英基→主1）在一九六七年根據《英基學校協會條例》 

（第1117章）設立，主要宗旨是在香港管治和營辦學校，提供以英語為媒介的現

代通才教育予能從這類教育獲益的男女童。根據英基2002-03年度已審核財務

報表（註助，英基的總收益為10.51億元，即7.19億元（68%）學費收益、 2.99億
元（29%）政府資助（註 3)，以及0.33 億元（3%）其他收益。 

協會 

1.3 協會及其附屬委員會的成員，有政府人員、社會人士、英基學生家長， 

以及英基教師和管理層的代表。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協會有1名主席及 131 
名成員（註4)。協會設有一個理事會，由一名主席及八名成員組成（註 5）。協

會由一個總辦事處提供支援服務，該辦事處由英基行政總監擔任主管。如《英

基學校協會條例》所載，協會秘書是英基的首席教務及行政主管人員，兼任英

基行政總監一職。 

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 

1.4 二零零三年九月，英基營辦： 

卹 15 間獲政府提供經常資助的學校（下稱“英基學校”)，分別是 9 間

小學（有註冊學生5481人）、5 間中學（有註冊學生 5 785 人）、1問
特殊教育學校（有註冊學生 57 人）；及 

註I：為求清晰，在整份報告中，我們以“英基’指英基學校協會這個機構，並以 

“協會‘’指其最高管治團體。 

註 2：英基的財政年度由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註 3：這些政府資助不包括為英基學生提供的700萬元助學津貼，以及向英基退還的600萬
元差餉和地租。 

註4：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協會有四個成員席位懸空。 

註 5：《英基學校協會條例》訂明，協會主席須主持協會及其理事會的所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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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間政府沒有提供經常資助的小學（有註冊學生 324 人）（註 6)。 

1.5 英基小學及中學均為收錄男女學生的日校，所提供的教育，無論在內容

和方法上，均與英國的學校相近，只因應香港的情況稍作修改。在 2003-04學
年（註7)，英基學校每名小學生的學費為一年 47,300 元，每名中學生則為一年 

78,600元。 

1.6 一九九四年，英基依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設立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

司（言主 8)。二零零三年九月，該公司管理政府沒有提供資助的三問幼稚園（註

冊學生人數 662 人）及一間小學暨中學（註冊學生人數 345 人）。二零零一年， 

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批出兩幅土地給英基，一幅位於馬鞍山，另一幅位於‘喻

景灣，讓英基在二零零七年或之前，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劃（註 9)開辦兩問小

學暨中學。該兩間學校將由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司營辦。 

對英基學校協會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的權力 

1.7 據一ju毛八年二月十一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準則所

載，“受審核機構’一詞包括過半數收人來自公帑的機構。該準則並說明，審

計署署長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人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衡

工量值式審計工作。 

1.8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協會主席告知教育統籌局局長，協會理事會

已與政府達成相互協定，決定支持審計署署長對英基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

作，並以此作為政府提供補助的條件。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局長回覆協

會主席，確定英基將成為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準則所指的受審核機構。 

註 6：本段所示的學生人數是以英基提供的資料為依據。政府按英基學校每年在十一月的學

生人數向英基提供資助。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問英基小學有註冊學生s598人、五

間英基中學有註冊學生5 793人、英基特殊教育學校有註冊學生59人、由英基營辦而

政府沒有提供經常資助的一間小學則有註冊學生 328 人。 

註 7：學年由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註 8：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司（該公司）屬擔保有限公司。如該公司清盤，公司每名成員保證

為公司資產提供上限為100元的款額。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該公司有三名成員（包括

協會理事會主席、副主席及一名成員）及三名董事（包括英基署理行政總監、協會總辦

事處人力資源總監及中學教學質素提升主任）。 

註 9：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劃營辦的學校不會獲得政府提供經常資助，但可獲政府以象徵式

地價批地，以及提供一筆過工程設備津貼，條f牛是學校最少70%的學生是香港永久性

居民。這些學校可採用本地或海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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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對英基學校協會展開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 

1.9 基於上述背景，審計署最近對英基進行了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鑑於這

課題內容廣泛，所以帳目審查大致分三個主題進行，審查結果也分別載於以下

三份報告： 

卹 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提供的資助（本報告的主題）; 

(b）英基學校協會的機構管治及總部行政（見《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

報告書》第 4章）；及 

(c）英基學校協會的學校行政（見《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告書》第 

5 章）。 

就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提供的資助進行帳目審查 

1.10 正如《一九六五年教育政策白皮書》所載，政府會根據平等資助原則向

英童學校提供資助，他們所得的政府資助，與本地資助小學或資助中學所得的

相同。 

1.11 一九六五年，當政府制定資助英童學校的政策時，除了由當時的教育署

所開辦的英童學校（包括一問中學和五問小學）外，為這類學童提供教育服務

的私立學校只有一間。二零零三年九月，英基學校的數目已增至15 間（共有 

11323名學生），而其他國際學校的總數則增至38間（共有16660名學生）。與

英基學校的安排不同，政府並沒有為其他國際學校提供每年經常資助。 

1.12 近年，部分私立國際學校關注到，政府每年只向英基學校而不向其他國

際學校提供經常資助的做法是否哈當。教統局就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其他國際學

校提供的資助進行了若干次檢討。 

1.13 最近，審計署就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的資助進行了帳目審查。帳目審查

的目的，是探討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所得的政府資助的發展情況，以及教

統局近年就有關資助問題進行的檢討。帳目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卹 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見第 2部分）；及 

(b）凍結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的資助和最近進行的實況調查（見第 3部

分）。 

1.14 審計署發現，各方面均有可改善的地方，並就有關問題提出了多項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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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當局的整體回應 

1.15 教育統籌局局長大致上贊同本報告的審查結果，並表示： 

卹 教統局感謝審計署迅速完成有關英基三個主題（即政府向英基提供

的資助、英基的機構管治及總部行政，以及英基的學校行政）的衡

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審計工作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底英基成為受審

核機構後才展開。審計署在緊迫的時間內完成工作，充分顯示該

署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以保障公眾利益；及 

(b) 鑑於審計署的獨立性，以及其專業知識和經驗，教統局相信是次

審查結果會為政府、英基、其他有關伙伴，以及市民大眾，提供

有用的參考資料，以便就政府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的安排，持續

進行檢討。 

鳴謝 

1.16 在帳目審查期間，教統局及英基的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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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

檢討 

2.1 本部分探討自一九六五年政府制定有關資助英童學校的政策以來，教統

局就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其他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有關英童教育的《一九六五無教育政策白皮書》 

2.2 一九六五年，根據《一九六三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註10）及《英童教

育檢討小組報告書》，政府發表了《一九六五年教育政策白皮書》，作為規劃

教育發展的基礎。《一九六五年教育政策白皮書》指出： 

卹 香港對迄今由官立英文小學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提供的教育確有

需求； 

(b）如香港經濟的一部分仍須依靠海外來港人士的服務，而這些人又

必須獲提供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教育，當中大多數並要求英國公

立學校所提供的那種教育模式，則本港必須提供這種教育； 

(c）應盡可能由政府資助學校，而不由官立學校滿足這種需求； 

（。 政府的一般原則是，如果提供這種教育比提供本港大多數人的教

育所費為多，則差額應由享用這種特殊標準教育的人負擔，務使

社會各階層在教育方面所接受的一般津貼完全相同；及 

(e）香港大多數外籍家長為英國人士，而且其他外籍家長對英國的教

育制度似乎表示滿意，因此，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下，為以英語為

母語的兒童而提供的教育，在內容和方法上應與英國公立學校現

行的制度相同。 

英基學校協會於一九六七無成立 

2.3 因應《一九六五年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建議，《英基學校協會條例》在

一九六七年制定，而英基是根據該條例成立的。英基在一九六七年成立時，開

辦兩問學校；其後在一九七五年又開辦兩問；一九七七年再開辦第五間。一九

七九年，英基接受當時的教育署的安排，把五間官立英文小學及一

間官立英文中學撥歸英基。在 2003-04 學年，全港共有15間英基學校。1999-
2000至2003-04 學年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其他資助學校提供的經常資助額詳情載

於表一。 

註 10：報告書於一九六三年由當時的教育委員會擬備。該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專責研究

香港提供教育的政策。目前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於一九八四年成立，是負責與教育事

宜有關的常設諮詢委員會。兩者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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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表－ 

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其他資助學校提供的經常資助額 

("999-2000至 2003-04 學無） 

學徒
 
年
”
 

 

英基學校 資助學校 

總額 

（註 2) 

每名學生平均資助額 

（註 3) 
每名學生平均資助額 

（註 3)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百萬元） （元） （元） （元） （元） 

1999-2000 297 23,505 32,205 20,197 31,780 

2000-01 303 22,916 30,942 21,761 33,182 

2叩1絨）2 312 22,615 31,218 22,828 34,921 

2卯2絨)3 312 22,194 31,118 24,291 34,495 

2加3絨)4 301 21,097 29,678 23,592 33,637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1：在1999-2000 學年及以前，政府給予英基學校每名學生的平均經常資助額一般高於資

助學校所得的，主要原因是英基的教師較為資深，可獲教師薪級中的較高薪級點。自 

2000-01 學年起，英基學校獲得的政府資助被凍結（為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英基學

校每名學生的平均經常資助額變為較資助學校所得的為少。 

註 2：包括給予英基學生的助學津貼及退還予英基的差餉和地租。 

註 3：不包括給予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的資助。 

一九七九無及一九九五無就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4 英基於一九六七年成立之後，教統局先後於一九七九年、一夕uL五年及

一九九九年就政府向英基提供資助進行了三次大型檢討。首兩次檢討的結果導

致當局由 1980-81 學年起把向英基提供的每年經常資助削減 4 萬元，以及由 

1996-97 學年起把每年經常資助削減 1,260 萬元（見附錄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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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一九九五無就政府向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5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因應外籍社韋提出應提供更多國際學校學額的要

求，教統局成立國際學校學額檢討小組（註 11)。一九九五年十月，行政會議

通過檢討小組以下有關提供政府資助予國際學校的建議： 

卹 政府不為國際學校提供經常資助的政策應維持不變； 

(b）政府應透過以下資助方式，提供適當的國際學校學額： 

(i） 根據修訂的申請程序以象徵式地價批地；及 

（泌 在適當情況下提供免息貸款，貸款額最多可相當於一間標準

設計官立及資助類別小學或中學校舍的 100% 建築費用；及 

(c）根據直接資助計劃（言主 1助營辦的四間鑿際學校，應在受影響學生 

離校或畢業時（以較早者為準）分階段脫離計劃（註13)。 

2.6 根據國際學校學額檢討小組的定義，國際學校是指那些採用非本地課 

程，而且學生亦不會參加本地考試的學校。國際學校採用的課程，是專為某一 

特定文化、種族或語言類別的學生或有意前赴海外升學的學生而設的。 

一九九九無就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7 一夕ut九年，為了理順政策，教統局就政府向英基提供的資助進行另一

次檢討。一零零零年一月，教統局向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社會服務政策小組提交

報告，表示： 

卹 就提供的課程和學生組合而言，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並無分

別。然而，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的資助，遠較向其他國際學校提

供的資助為多； 

(b）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後，若政府只為教授英國課程的學校提供經常

資助，實難有充分理據支持； 

註”：檢討小組的成員包括教統局、當時的教育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工商及科技局、 

政府統計處及地政總署的代表。 

註 12 ：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可自行釐訂課程、收費及人學要求，但必須為學生作準

備，以應考本地公開試。政府給予直資學校的資助，是根據為每名合資格的學生提

供一個資助學額所需的平均單位成本計算。 

註 13：四間國際學校已分階段脫離直接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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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c）由於獲得政府資助，英基學校得以把學費訂於較其他國際學校為

低的水平。因此，在與其他國際學校競爭時，英基獲得不公平的

優勢。鑑於英基收取的學費較低，因而形成對英基學額的需求增

加，結果導致英基學校獲得政府更多的工程設備資助和經常資

助。部分國際學校要求在經常資助方面獲得相同待遇，以便能在

公平的情況下與英基學校競爭；及 

(d) 根據法律意見，在法理上似乎並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政府分

階段推行取消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的建議。政府在以前亦曾取消

給予氈際學校的資助。在一九九五年進行的一項國際學校政策檢

討後，所有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國際學校均分階段脫離計劃。 

2.8 在同一報告中，教統局建議政府應： 

卹 在政府資助方面，使英基學校所得待遇與其他國際學校相同； 

小）分階段取消經常資助，即由200”一（)2學無，分階段取消英基小學 

（由小一開始）和英基中學（由中一開始）的經常資助，以期到 

200 6-0 7 學無完結時，英基小學所得的經常資助全部取消，而英

基中學方面，則到 200 7-08 學無完結時全部取消； 

(c）在分階段取消資助前，由2000-01學年起把政府向英基提供的經常

資助額凍結在 1999-2000 學年的水平；及 

叻 繼續向英基特殊教育學校提供資助；該校專為有嚴重學習困難的

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童提供教育服務。 

2.9 二零零零年年初，社會服務政策小組經討論有關問題後，指示教統局應

與英基商討分階段取消政府資助的需要，並同時探討能否更靈活運用校舍用

地，以期用於其他可衍生收益的教育活動。 

2.10 在教統局就政府可能取消向英基提供資助一事徵詢英基的意見時，協會

的主席和英基的行政總監表示： 

卹 願意與政府合作，以期平穩過渡；及 

(b）建議政府容許英基修訂批地契約條款，以期可以重新發展校舍用

地和擴展服務，例如開辦幼稚園。他們認為這樣有助增加英基的

收人，以彌補失去的政府資助。 

教統局就政府建議取消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一事與英基交換的意見，撮錄於附

錄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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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所得的政府資助的分別 

2.11 按政府提供的資助而言，香港的國際學校可劃分為四類： 

卹 英基學校； 

化）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劃營辦的國際學校； 

(c）其他非牟利國際學校（註 14)；及 

（。 牟利國際學校。 

2.12 英基學校提供英國課程，第11級學生可報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

第 13 級學生可報考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考試（高級程度）。其他國際學校則提供

不同類型的課程。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就讀國際學校（包括英基學校）的 

27 983名學生當中，有11 323名仔0%）學生在英基修讀英蕾課程（見附錄C)。 

2.13 英語流利的外籍兒童可以優先人讀英基學校。本地兒童如能操流利英

語，亦可以人讀英基學校。 

2.14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全港有53間國際學校（包括英基學校），共有 

27 983 名學生（見表二）。 

表二 

國際學校學生人數 

（二零零三無九月十五日） 

學校類別 	 學校數目 學生人數 

英基學校 	 15 	 11323 

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劃營辦的學校 	 1 	 54 

其他非牟利學校 	 26 	 15351 

牟利學校 	 11 	 1255 

總計 	53 	 27983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 14 ：非牟利學校是指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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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15 如附錄D顯示，英基學校所得的政府資助，遠較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

劃營辦的國際學校和其他非牟利國際學校所得的為多。更重要的是，在獲得政

府資助的三類國際學校當中，只有英基學校獲得政府經常資助。在 2003-04學
年，每名英基小學學生和英基中學學生所得的政府經常資助額平均為 

21,097 元和 29,678 元。在該學年的政府經常資助總額則為 3.01億元（見附錄 

E)。 

國際學校數目及學生人數的轉變 

2.16 審計署注意到，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制定資助英童教育政策時（見第 2.2 
段），由當時的教育署為該等學童直接開辦的學校包括五間小學及一間中學。 

當年，只有一間牟利私立國際學校專為英童提供教育服務。在 2003-04學年， 

國際學校的數目增至 53 間，包括 15 間英基學校（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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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17 政府在一九六五年為英童制定的資助教育政策，是根據政府在1963-64 
學年及以前為爹際學校所提供的資助而訂定。如圖二顯示，在獲得政府經常資

助的國際學校就讀的學生人數百分比，由1963-64學年的95%降至2003-04學
年的40%。在2003-04學年，大部分的國際學校學生（55%）是在沒有獲得任何

政府經常資助的非牟利學校就讀。然而，在1963-64學年，這類國際學校並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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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學校 
（沒有任何政府責助）: 

1 255名學生（5%) 
非牟利學校 

（政府沒有提供工程設備
資助或經常資助——註） 

4799名學生（17勁 

非牟利學校 
（只獲得政府提供工程 
設備資助——註）: 
10 606名學生。8%) 

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圖二 

在不同類別國際學校就讀的 

學生人數 

(A) 1963-64 學無（一九六三無九月十五日） 

牟利學校 
（沒有任何政府資助）: 

150名學生。嗎） 

官立學校 
（獲得政府提供工程設備 

資助及經常資助）; 
2581名學生05勁 

(B) 2003-04 學無（二零零三無九月十五日） 

英基學校 
（獲得政府提供工程設備 

資助及經常資助）: 
11323名學生（40%)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及審計署的估計數字 

註：與牟利學校不同，這些學校可獲發還差餉和地租。一九九五年，政府制定向非牟利國際

學校提供工程設備資助的政策。在一九九五年以前開辦的學校，不一定獲得建校資助。 

此外，若證實確有需求，教統局接獲國際學校的申請後，會先研究其收生及收費政策、 

管理方式及財政背景、營運標準及質素保證機制，然後才決定是否批准有關學校獲得政

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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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18 二零零四年八月，教統局在回應第 2.16及 2.17段所述的審查結果時表

示： 

卹 在一九六零年代，香港的學校制度並不如目前般穩健和發展完

善。當時缺乏國際教育服務，照顧以英語為母語的社韋和外籍社

韋的需要； 

(b）其後，香港發展為一個國際城市，有不少外籍人士在香港居住， 

而私立國際學校學額亦相應大幅增加； 

(c）政府已逐步為所有本地學童推行九年強迫教育。以英語為母語的

學童如擬修讀本地課程，可人讀以英語授課的學校，這些學校能

提供他們的需要；及 

（由 過去數十年的轉變，導致： 

。） 學校的撥款安排、教授的課程和運作模式，日趨多元化；及 

併）現行政府政策逐步形成，即應主要由私人服務提供者滿足對

國際教育的需求，而無需政府提供資助。 

其他國際學校的意見 

2.19 過去多年，一些國際學校對於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所得的政府資助

有所分別表示關注。舉例來說： 

卹 一九九五年，在教統局就國際學校進行的一次檢討中，多間國際

學校 

。） 建議政府在提供經常資助方面，應對所有國際學校一視同

仁；及 

(ii）希望其他國際學校亦會獲得英基學校所得到的政府工程設備

資助； 

(b）一九九九年四月，有五間國際學校在與當時的教育署署長舉行會

議前，建議把英基獲得的政府資助列人會議議程內。他們質疑英

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之間的競爭是否公平。他們又表示，原先

以為隨著一九九七年回歸，英基不會繼續獲得政府資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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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c）二零零四年三月，一問國際學校去信教統局，表示政府向英基提

供資助的現行做法，導致英基學校在員工招聘和留任、招生、吸

引學生繼續留校就讀，以及提供教學資源方面，獲得不公平的優

勢。 

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收取的學費較低 

2.20 鑑於英基獲得政府提供經常資助，因此，與其他國際學校比較，英基學

校可以收取較低的學費（見第 2.7(c）段）。基於這個原因，有學校指稱，在員工

的招聘和留任、招生、吸引學生繼續留校就讀，以及提供教學資源方面，英基

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競爭時獲得不公平的優勢（見第 2.19(c）段）。為此，審計

署就 2003-04 學年英基學校與本地其他八間規模最大的國際學校（以學生人數

而言）的平均全年學費進行了研究（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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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圖三 

英基學校與本地八間規模最大的國際學校的平均全無學費 

(2003-04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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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全無學費（註 3)/ 

政府經常資助 

說明： □ 平均全年學費 

□ 平均全年政府經常資助 

資料來源：審計署的研究 

註1：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本地 38 問國際學校（不包括 15 問英基學校）共有 16660 名學

生。在是次研究中，審計署揀選了八問規模最大的學校（以學生人數而言）加以比較。 

該八間學校共有 9 697 名學生（58%)。 

註2：政府就每名英基小學學生提供的經常資助額平均為 21,097 元，而就每名英基中學學生

提供的經常資助額則平均為 29,678 元。這兩項資助的加權平均數（根據學生人數計算） 

為 25,463 元。 

註 3：部分學校就小學／中學的不同班級收取不同學費。為求精簡，審計署把各間學校的平

均學費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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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2.21 如圖三顯示，與本地其他八間規模最大的國際學校比較，英基的平均全

年學費為第二低，部分原因是英基獲得政府的經常資助。假如英基的學費計及

政府提供經常資助的全數，英基的平均全年學費將會是 89,617 元，即相等於

平均全年學費最高（130,316 元）的學校的 69%，以及平均全年學費最低（64,000 
元）的學校的 140% 。 

英基學校協會的意見 

2.22 二零零四年九月，英基在回應第 2.6至 2.21段所述的審查結果時表示： 

卹 對於政府單方面把英基學校界定為國際學校，以致影響英基獲得

政府經常資助的權利，英基不能接受。英基學校屬於香港教育制

度的一環，並得到家長和教師本著誠意參與。政府不能以上述定

義為理由，終止履行對英基學校的財政責任； 

化）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不同，理由是： 

(i） 英基學校是本地學校制度內重要的一環。英基是在一九六七

年根據法例成立的，以滿足香港教育制度的需要； 

（泌 英基接手管理六間以往由政府開辦的學校。英基同意吸納這

些官立學校，是基於一項理解，就是英基獲得撥款的安排不

會受到影響。英基實際上有份參與管理政府資助教育制度的

一環； 

(iii）英基的課程是特別因應香港的情況而設計的； 

(iv) 英基不會把某類學生拒諸門外，只要學生能操流利英語便

可； 

帕 英基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大約一成的學生獲得特別支援， 

當中包括有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及 

(vi) 作為受資助機構，英基亦有支援香港教育制度，包括不需政

府撥款而協助重開一問停辦的國際學校，以及根據私立獨立

學校計劃興建兩間學校； 

(c）英基課程以英勛國家課程為藍本，但內容已作修改以切合本港情

況。英基除了為 16至 19 歲的學生提供國際文憑課程（註 15）外， 

註 15：自2001-02學年起，英基已在屬下一問中學推行一項試驗計劃，為第12和13級的學

生提供國際文憑課程。 

一17 一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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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 

還採用最新的教學法提供國際認可的優質保證標準。英基學校採

用英語為教學語言，因為英語仍是香港的法定語言之一，而且是

世界通行的商業語言。此外，應考英國的考試和獲取英國的證

書，亦為英基學生提供人讀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院校的渠道。英

基的課程並非專為滿足某一國家文化或特定種族的需要而設計。 

英基以教育香港學童為己任，希望他們能從中獲益。英基的辦學

宗旨並非為宣揚某一特定文化，反而側重推廣多元文化。英基學

生的國籍已不再是以英國人為主，而是以華裔及東亞裔為主。在

英基畢業的學生升讀本地大學的人數，與前赴海外升學的人數同

樣有所增加； 

（由 英基學生的國籍超過50種，並非只為某一類別的學生或有意前赴

海外升學的學生服務。更能顯示英基學生背景的相關資料，包括

學生的母語及永久居留地。英基會進行研究，蒐集關於學生的母

語和永久居留地的資料；有關結果將可顯示大部分英基學生來自

本地家庭； 

(e）英基對香港教育制度作出獨特而顯著的貢獻，為香港教育增添國

際特色。英基透過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提供高質素的英語教學， 

確保在英語運用方面維持卓越的水平； 

(f）假如政府取消向英基學校提供經常資助，將要在一些方面付出代

價，其中包括： 

。） 英基學生的家長需要為子女另覓學校； 

(ii）英基員工的質素及穩定性可能會下降； 

併。英基學校學生人數減少； 

(iv）政府在英基學校的投資回報減少； 

(v）可能影響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目標。英基相信，透

過吸弓汐卜資及外地專才，英基在協助香港定位為國際城市方

面作出了不少貢獻。英基校友投身香港不同專業界別，建樹

良多。英基認為有需要進行研究，蒐集關於上述貢獻的資 

州）外籍家庭移居海外，並把子女送往香港以外的地方人學，又

或安排子女人讀並非以他們首選的第一語言為教學語言的本

地學校。企業決定是否來港經營或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時， 

料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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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水平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這些對政府開支、國際收

支差額及本地生產總值均有影響； 

(g)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第 144 條規

定，一九九七年前適用於資助機構的資助政策應維持不變。《基

本法》第 144 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持原在香港實行的對教育、醫療衛

生、文化、藝術、康樂、體育、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

的民間團體機構的資助政策。原在香港各資助機構任職的人

員均可根據原有制度繼續受聘。” ; 

。 英基實行保守審慎的收費政策，並非為求增加學額數目，而是為 

所服務的家庭提供物有所值而又可負擔的教育服務； 

o 英基與教統局在一九九九年達成的共識（見第 2.10 段），包括政府

承諾檢討英基可否運用本身的物業增加收益，並承諾不會取消日

後英基開設新班獲得資助的資格。教統局現已無法繼續信守這些

承諾。英基雖然願意在提高學校成本效益的措施方面與教統局合

作，但並不認為在以往不同的情況下所作的承諾仍然對英基具有

約束力。與一九九九年的情況比較，現時在英基就讀的本地學生

更多。英基現在再無法從一九九九年所提及的途徑獲得收益； 

(j） 英基自一九九四年起採取克制的收費政策。過往六年，英基只增

加學費一次（增幅少於 5%)，這項記錄是在政府凍結或削減給予英

基的資助的期間所取得的。相對之下，同一期間，部分國際學校

增加學費達 30%。英基作為受資助機構，肩負服務香港市民的使

命，時刻緊記需要提供家長可負擔的教育服務； 

(k) 英基並無接受其他國家的政府或非政府團體的資助。英基並無試

圖宣揚另一國家的文化，也沒有與任何宗教有聯繫。英基感謝政

府過往給予的支持，並相信其有充分理由繼續獲得政府的支持；

及 

(D 平等資助原則既未廢除，這項原則便仍然適用於英基學校的撥款

事宜。英基支持繼續保留平等資助原則，並質疑政府可否在未獲

得協會及各有關伙伴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終止履行對英基學校的

責任，以及取消給予英基學校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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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的意見 

2.23 二零零四年八月及九月，教統局在回應第 2.6至 2.21段所述的審查結果

及第 2.22 段所述英基的意見時表示： 

卹 就提供的課程及學生組合而言，英基學校與本港的私立國際學校

並無分別。然而，基於歷史原因，英基學校可享有政府的經常資

助，而私立國際學校則沒有獲得資助，這表示英基獲得優待。同

時，正如多問國際學校再三指出，此舉造成了國際學校之問的不

公平競爭； 

(b）如附錄D顯示，不但相對於其他鑿際學校，相對於私立獨立學校 

（不獲政府提供經常資助）和直資學校（須受教統局規管監察），英基

也獲得優待； 

(c） 自一九九九年起，教統局一直與英基商討如何為政府與英基之問

的關係定位，以便與現行政策配合。其中一項工作，是在國際學

校之間重新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d) 在整個檢討過程中，教統局都一直留意各種可能損及英基學生的

負面影響（例如損害到教育質素或學費需大幅增力由。教統局也緊記

有需要爭取英基通力合作，確保新安排可以順利實施。因此，教

統局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審慎推展計劃，並為英基建議其他

經費來源，以期盡量減低對英基和其下各單位的影響； 

(e）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的信件中，英基表示備悉政府的意向， 

在一段期間內按計劃分階段縮減經常資助。英基強調，分階段縮

減資助的計劃應分 13 年進行。英基請政府在考慮其學校及宿舍用

地的未來土地用途時，盡量靈活處理，以便英基可以利用這些用

地取得收人，彌補失去的政府資助； 

C）二零零三年一月，英基向政府提交意見書，強調英基對香港教育

的貢獻，並促請政府繼續為英基提供資助。其後，英基向學生家

長傳閱一封信件，解釋向政府提出的要求，請家長繼續給予支

持。在這些文件中，英基並無提及已原則上同意政府的建議（見上

文（。項）; 

(g）實況調查（見第 3.14 至 3.16 段）旨在檢討英基的成本結構，並找出

可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的地方。教統局相信，通過提高成本效

益，英基應能節省資源而不影響教育質素，亦無須增加學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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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調查所得的資料顯示，英基在進一步提高各項運作的成本效益

方面尚有多個可改善的地方；及 

。 律政司表示： 

o 《基本法》第144條應與第136條一同理解。《基本法》第136 
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

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

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興辦各種教育事

業。”；及 

（泌 根據《基本法》第 136 條，逐步取消英基現有經常資助的建

議，正是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理由充分。若把《基本法》第 

144 條與第 136條一同理解，有關建議也沒有牴觸規定。 

審計署的意見 

2.24 審計署認為，教統局需要徉速完成政府向英基學校及其他國際學校提供

資助的檢討（見第2.7至2.10 段），理由如下： 

卹 英基學校獲得的政府資助遠較其他同類國際學校所得的為多（見第 

2.11至2.15段）; 

(b）自一九六五年政府制定資助英童教育的政策以來，在政府沒有提

供經常資助的非牟利國際學校就讀的學生所佔的百分比已大幅增

加（由”963-64 學無並無這類學生增至2003-04 學年的 55%)（見

第 2.16 至 2.18段）; 

(c）過去多無，一些國際學校對於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所得的政

府資助有所分別表示關注（見第2.19段）；及 

（。 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經常資助，使英基學校在員工的招聘和留

任、招生、吸引學生繼續留校就讀，以及提供教學資源方面，較

其他國際學校佔有優勢（見第2.20 及 2.2”段）。 

2.25 審計署認為，假如政府決定取消對英基學校的經常資助，應分階段實

施。這項實施安排已於二零零零年二月獲英基接納（見附錄B)。此外，教統局

所得的法律意見是，取消對英基資助的建議最好分階段實施（見第 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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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26 審計署建議教育統籌局局長應： 

卹 從速完成政府對英基學校提供資助的檢討；及 

。）如政府決定取消對英基學校的經常資助，應分階段實施，以便英 

基、其員工及管理層 ∼ 學生及家長能預先妥善計劃。 

當局的回應 

2.27 教育統籌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同意應就政府資助英基學校的問

題，從速完成檢討。他並表示，過去數年，政府經常與英基磋商，認真檢討有

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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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凍結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提供的資助和最近

進行的實況調查 

3.1 本部分探討教統局由2000-01學年開始凍結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的經常

資助的措施，以及最近由教統局與英基共同進行的實況調查。 

凍結給予英基學校協會的按班資助額 

3.2 自2000-01學年開始，為配合政策重整，教統局採取臨時措施，把給予

英基學校的按班資助額凍結在1999-2000學年的水平。此外，為了達到節省開

支所定的目標，教統局最近就政府向英基提供的資助作出下列調整： 

卹 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把給予英

基的按班資助額（1999-2000 學年水平）調低1.8%; 

(b）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把給予英基

的按斑資助額調低 4.8%（包括上文（。項的 1.8% 調整）；及 

(c） 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把給予英基 

的按班資助額調低 6.44%（包括上文。）項的 4.8%調整）。 

凍結獲資助英基學校協會班級數目 

3.3 一夕u兀七年四月，當時的教育署通知英基，如英基擬在屬下學校的任何

級別的現有班級數目以夕吋曾設班級，並擬向政府申請經常資助，必須事先取得

批准。 

3.4 二零零零年四月，教統局通知英基： 

卹 為了讓英基有足夠時問尋求其他收人來源，政府會採取臨時措

施，由2000-01學年起，只把英基的按班資助額凍結在1999-2000 
學年的水平，不會按通脹幅度調整；及 

(b）政府不會凍結有資格獲得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 

3.5 二零零一年四月，教統局通知英基，如英基學校的學生人數或班級數目

有所增加，將不會獲得額外的政府資助。二零零四年四月，教統局再次通知英

基，由於財政緊絀，由2004-05學年開始，政府不會為英基現有班級數目水平 

（註16）以外的新增班級提供額外資助，無論有關班級是否在有關學校的政府核

准斑級結構下（見附錄 F)。 

註 16 ：在 2003-04學年，政府向英基提供資助，在小學、中學和特殊教育學校分別有 186 
班、 204班和6班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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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基學校協會的意見 

3.6 二零零四年九月，英基在回應第3.2至 3.5 段所述的審查結果時表示： 

卹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教統局通知英基：“如英基學校的學生人

數或班級數目有所增加，將不會獲得額外的政府資助”，這與教

統局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作出有關“不會凍結有資格獲得資

助的英基班級數目”的保證完全相反（見附錄功； 

(b）在英基過去三個學年，有一些班級不獲政府經常資助（見附錄G); 
及 

(c）在2004-05年度之前，獲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已被凍結。教統局把

凍結安排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以前有資格獲得資助的斑級。英

基不接受教統局的凍結安排。英基只是獲知會有關教統局凍結安

排的決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 

3.7 二零零零年二月，在回應教統局查詢有關批准更改給予英基的政府資助

政策／撥款安排（見第 3.2至3.5段）的批核當局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註17) 
表示： 

卹 有關把政府向英基學校提供的資助凍結在1999-2000學年的水平的

建議，教統局是偏離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七

日會議所決定的撥款批准準則，即向英基提供的資助須根據資助

學校的估計成本計算，並須每年予以檢討和調整； 

。）然而，教統局的做法並沒有實質改變財務委員會的撥款批准範

圍，亦沒有引致額外的財政承擔。有關措施只屬過渡安排，在不

久將來有關資助安排的長期轉變將有定案。因此，教統局無需特

別就凍結資助建議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批准； 

(c）凍結獲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的建議（儘管英基可能會擴展服務），等

同政府單方面取消選定的英基班級獲得資助的資格，而儘管根據

財務委員會批准的安排，這些班級是有資格獲得資助的。對於政

府選擇運用酌情權而沒有尋求財務委員會正式批准的做法，財經 

註 17 ：在推行問責制後，由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取代庫務局的法定

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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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及庫務局有所保留。英基學校的資助安排如有任何長期轉

變，必須經由財務委員會正式批准；及 

（。 應不時向立法會議員匯報有關的發展。 

3.8 二零零四年九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回應第 3.2至3.5 段所述的審查

結果時表示： 

卹 因應教統局的查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回覆教

統局時表示，在詳細考慮後，關於由2004-05學年開始凍結英基有

資格獲得政府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的建議安排，教統局無需向財

務委員會尋求批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是基於理解到教統

局的建議安排： 

(i） 已獲得英基的同意（顯然是經過教統局與英基多番討論）; 

（泌 顯示英基致力提高生產力；及 

恤）不會導致政府有任何額外財政承擔；及 

(b）為確保具透明度，已建議教統局應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

有關的凍結安排。 

教育統籌局的意見 

3.9 二零零四年八月／九月，教統局在回應第 3.2至 3.5 段所述的審查結

果、第3.6段所述的英基的意見及第3.7及3.8段所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

時表示： 

卹 英基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的信件中，同意由2000-01學年開始， 

把按班資助額凍結在1999-2000 學年的水平，不會按通脹幅度調

整。凍結安排只屬臨時措施，目的是在長遠來說，讓英基可以完

全財政自給。這亦是為了讓教統局能集中把增加的政府教育經費

用於本地學校； 

化）自此，教統局便與英基共同探討一些可以獲得更多收益的可行方

案，以協助英基日後能以財政自給的模式營運； 

(c）關於凍結英基有資格獲得政府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的措施，獲資

助班級的數目上限的對上一次檢討是在一九九七年進行和商定

的。之後，教統局向在各問英基學校核准班級結構下的新增班級

提供資助。然而，有關批准須視乎是否有資源可供使用而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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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財政緊絀，教統局在二零零四年年初通知英基，表示會凍結獲

資助的英基斑級數目；及 

(d) 關於凍結英基獲資助班級數目的措施，教統局表示基於下述原

因，認為無需在現階段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批准： 

。） 凍結安排只屬實況調查和與英基的商討完成前的臨時措施；

及 

(ii）除非英基有意增開班級，否則凍結安排不會對英基造成影

響。 

審計署的意見 

3.10 關於教統局由2000-01學年（見第3.2段）開始把英基的按班資助額凍結

在 1999-2000 學年的水平的措施，審計署同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即假

如有關措施只是過渡安排（在不久將來有關資助安排的長期轉變將有定案），則

教統局或許無需特別就凍結安排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批准（見第 3.7(。及(b)段）。 

然而，自2000-01學年開始實施凍結安排，至今已有四年。審計署認為，假如

教統局預計不可能在不久將來就英基的資助安排的長期轉變作出定案，教統局

應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批准凍結英基的按班資助額。 

3.11 關於教統局凍結英基有資格獲得政府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的決定（貝第 

3.3至3.5段），審計署同意第3.8(b）段所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意見，即為確

保具透明度，教統局應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凍結安排。 

審計署的建議 

3.12 審計署建議教育統籌局局長應： 

卹 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臨時措施，即把英基的按班

資助額凍結在”999-2000 學無的水平，以及凍結有資格獲得政府

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 

。）假如在不久將來不能就英基的資助安排的轉變作出定案，就政府

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所採取的臨時措施，尋求行政會議和立法會

的批准；及 

(c）就教統局檢討政府向英基提供資助所導致的轉變，尋求行政會議

和立法會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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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提供的資助和最近進行的實況調查 

當局的回應 

3.13 教育統籌局局長表示： 

卹 為了理順政策和為英基與其他動際學校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在

取得英基的同意後，教統局採取臨時措施，凍結英基的按班資助

額和凍結獲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採取這些措施，旨在確保在教

統局就向英基提供資助的長遠安排進行檢討的期間，使英基與其

他國際學校所得資助的差距不致擴大； 

(b）教統局明白如對英基的資助安排作任何長期轉變，需要獲得有關

當局的核准，一俟就推行有關轉變的方法作出決定後，便會盡快

尋求批准；及 

(c）教統局計劃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檢討政府向英基提

供資助一事的進展。 

最近進行的實況調查 

3.14 二零零三年一月，教統局和英基成立了一個聯合研究小組進行實況調

查，檢討英基的成本結構，以及找出可以節省資源的地方，以期評估英基的現

行學費水平和政府資助的現行水平是否完全合理。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初舉行的

最後一次會議，聯合研究小組商定把實況調查的目標完成日期定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底。截至是次帳目審查工作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結束時，有關調查仍未完

成。 

3.15 二零零三年一月，教育統籌局局長在發給劊分本地報章的信件內表示： 

卹 教統局會就英基進行一項檢討，以研究英基的現行學費水平和政

府資助的現行水平是否合理； 

(b）如檢討顯示英基的運作具成本效益，便會維持現狀不變； 

(c）如可節省更多開支和提高生產力，則有空問可以調低學費和減少

政府資助；及 

仲 如英基人不敷支，需要更多支持，在有充分理據證明下，可能有

需要增加政府資助，或是增加學費。 

3.16 二零零四年八月，教統局在回應第 3.14及 3.15 段所述的審查結果時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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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實況調查的進展並不理想。然而，教統局一直全力推展有關工

作； 

(b）有關工作原定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完成。然而，基於下述原因，有

關工作受到延誤： 

。） 教統局和英基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就有關工作的範

圍和職責範圍達成協議； 

(ii）在二零零三年四月至七月期問舉行的會議，英基提供了一些

資料以協助進行有關工作。然而，英基所提供的資料並不足

夠，以致未能完成有關工作； 

併。二零零三年七月底，教統局把實況調查的第一份草擬報告送

交英基，請其提供意見。英基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才作出回 

(iv）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底，教統局把實況調查的第二份草擬報告

送交英基，請其提供意見。教統局至今仍未接獲英基的回

應。由於沒有英基對第二份草擬報告的意見，教統局不能單

方面完成有關工作。由於教統局不能直接取閱英基的檔案和

記錄，因此需要依靠英基提供相關資料以完成有關工作； 

(c）教統局了解到在實況調查的後期，英基剛巧出現一些重大問題， 

包括行政總監離開和協會主席辭職；及 

（。 教統局與英基的對話，促使英基提出建議，使英基成為審計署可

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的機構，作為取得政府補助的條件。 

審計署的意見 

3.17 教育統籌局局長表示，教統局最近進行的實況調查，或許不會對政府向

英基提供的資助帶來轉變，但也可能會導致資助有所減少或增加（見第3.15勃
至（。段）。審計署認為，假如實況調查導致政府向英基提供的資助有所減少或

增加，則可能與政府在提供資助予英基時採用的平等資助原則有差別。教統局

需要就更改該項原則，尋求行政會議和財務委員會的批准。 

應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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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18 審計署建議教育統籌局局長，如政府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的模式有所

改變，應尋求行政會議和立法會的批准。 

當局的回應 

3.19 教育統籌局局長表示： 

卹 教統局和英基共同進行的實況調查，旨在研究英基在營運方面可

以提高成本效益的地方；及 

(b）教統局會向有關批核當局提出有關英基長遠撥款安排的具體建議

和推行方法，並尋求批准。 

英基學校協會的回應 

3.20 英基表示，在審計署完成三項帳目審查工作和相關工作結束後，會盡快

完成實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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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 2.4段） 

一九七九無及一九九五無教統局就 

政府向英基提供資助的檢討 

(A) 一九七九無的檢討 

1. 一九七三年，為推行政府根據平等資助原則資助英基的政策，教統局

擬定計算給予英基學校津貼額的公式。 

2． 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審計署： 

卹 指出一問英基學校的一般資助水平較兩問（規模與班級結構相若） 

華人學童資助學校的平均資助高出約 18%，主要原因是與該兩間 

資助學校比較，英基學校的學生人數明顯較少；及 

(b）建議調整計算給予英基學校津貼額的公式，以符合政府的平等資

助原則政策。 

3． 一九七九年，鑑於英基希望為屬下學校提供較佳的設施，以及審計署

對政府向英基提供資助的意見，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檢討對英童學校

實施平等資助原則的情況。行政會議及財務委員會先後於一九八零年九月及

十二月通過委員會以下有關修訂向英基提供經常資助的建議： 

卹 向英基提供的經常資助應按照給予標準規模資助小學及中學的估

計人均資助額計算。然而，鑑於人讀英童學校的學生人數及分布

情況遠較其他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為波動，計算英基小學及中學

學生的經常津貼時，須計及 17.6% 的特加因子；及 

(b）應為英基小學及中學的學生提供助學津貼，數額分別為英基小學

及中學所得的基本津貼的 2% 及 3% 。 

4． 第 3 段所述有關英基資助安排的轉變令政府每年向英基提供的經常資

助減少四萬元。有關新安排於 1980-81學年實施。 

c日J 一九九五無的檢討 

5． 一九九五年年初，因應有立法會議員質疑為何英基學生所得的人均資

助額較高，以及為何英基學校有較佳的工程設備資助安排，教統局特別成立

英基學校協會撥款安排檢討小組。檢討小組發現，英基學校的平均資助額較

資助學校所得為高，主要原因是英基獲較多薪金津貼，並計及特加因子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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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續) 
（參閱第 2.4段） 

學津貼。一九九五年九月，行政會議通過檢討小組以下有關修訂向英基提供資

助的建議： 

卹 計算經常資助的基準，應由按人均計算改為按班級數目計算，並

顧及英基學校與本地資助學校的班級人數有差別這項因素而作出

調整。在計算新資助額時，應撇除特加因子，但可保留計算助學

津貼；及 

(b）計算工程設備資助的方法應與資助學校一致，以興建一間本地標

準設計資助學校校舍的 100% 建築費用作為基礎，然後計及英基學

校學生人數較少這項因素而調低有關款額，再另加專業費用及相

關費用（16%)。此外，為求靈活處理，以及配合英基學校在興建校

舍計劃方面較大現金流量的需要，當局應准許英基學校最多可把 

50% 的工程設備津貼轉為貸款，而政府整體來說無須承擔額外費

用。 

6． 第5卹段所述的轉變由一九九六年九月起分兩年實施。至於第 5卿段所

述的轉變則即時生效，並適用於其後獲批的英基工程計劃。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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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閱第 2.10及 2.25 段） 

教統局與英基交換的意見 

（一九九九無至二零零四無） 

日期 	教統局／英基 	 意見 

一九九九年年底 	英基 	（。 英基願意與政府合作，以期平穩 

過渡。 

化）政府應容許英基修訂批地契約條

款，以期可以重新發展校舍用地

和擴展服務。 

二零零零年二月 	教統局 （。 英基學校與其他國際學校屬於兩 

二十二日 	 類不同的學校，在為家長提供 

選擇和不同類型的課程方面擔當

重要角色。 

(b）在英基校舍用地用途的改變範圍

內，需要包括一些商業發展。 

(c）政府打算稍後把給予英基的資助

凍結，並認為英基應自行為日後

新開的班級提供全部經費。 

（山 政府建議推行一項分階段實施的

計劃，在一段期間內逐步減少對

英基的資助，但推行日期有待議

定。 

二零零零無二月 	英基 	（。 分階段取消資助的計劃應分給 

二十二日 	 無實施，即完成全部英基教育課 

程所需的無期。 

化）上述安排能確保英基現有的學生

不會受到有關轉變影響，而新人

讀的學生的家長也能預先知悉有

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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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續) 

（參閱第 2.10及 2.25 段） 

日期 	教統局／英基 	 意見 

二零零零年四月 	教統局 （。 假如波老道的用地不再需要作教 

十三日 	 育用途，對於英基的重新發展建 

議，政府很難給予批准。 

小）為了讓英基有足夠時間尋求其他

收人來源，政府會採取臨時措

施，由 2000-01學年起，只把英

基的按班資助額凍結在 1999-
2000學年的水平，不會按通脹幅

度調整。 

(c）政府不會凍結有資格獲得資助的

英基班級數目。 

二零零零年五月 	英基 	（。 英基同意教統局提出凍結英基按 

八日 	 班資助額的建議。 

(b）英基向各有關伙伴強調，任何取

消政府資助的安排均會按計劃逐

步推行。 

二零零一年一月 	英基 	（必 除非可以構思一項全新計劃，把 

十五日 

	

	 英基主要校舍用地用作商業用 

途，否則，英基絕不可能自行籌

措到足夠經費，以取代目前由政

府提供應付英基三分之一開支的

資助。 

(b) 鑑於敏感的政治問題和當時物業

市場的情況，因此仍未是適當時

機開展計劃，把英基的校舍用地

用作商業用途。 

二零零一年四月 	教統局 （婦 如英基學校的學生人數或班級數 

三日 	 目有所增加，將不會獲得額外的 

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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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續) 
（參閱第 2.10及 2.25 段） 

日期 	教統局／英基 	 意見 

(b）長遠來說，教統局希望為所有國

際學校重新營造公平的競爭環

境。可透過多種方法達到這個最

終目標。 

二零零三年一月 英基 英基同意與教統局共同進行實況調 

二十九日 	 查。 

二零零三年七月 教統局 教統局把實況調查的第一份草擬報告 

二十八日 	 送交英基，請其提供意見。 

二零零三年十月 英基 英基向教統局提出對第一份草擬報告 

十七日 	 的意見。 

二零零三年十二 教統局 教統局把第二份草擬報告送交英基， 

月二十三日 	 請其提供意見。 

二零零四年三月 英基 英基告知教統局，英基決定接受審計 

二十四日 	 署對英基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 

作為取得政府補助的條件。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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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2.12段） 

國際學校的課程和學生人數 

（二零零三無九月十五日） 

課程 

開辦課程 

的學校數目 

（註” 

學生人數 

小學 中學 總數 

佔總數的

百分率 

英國 

（由英基學校提供） 

15 5515 5 808 11 323 40% 

英國 

（由其他國際學校 

提供） 

21 

（註2)  

3815 2030 5 845 21% 

美國 6 1 782 1965 3747 13嗎 

加拿大 5 

（註3)  

1 603 1302 2905 10% 

日本 2 1 280 331 1 611 6% 

澳洲 1 516 223 739 3% 

法國 1 382 242 624 2% 

新加坡 1 607 0 6叩 2% 

德國 1 170 134 304 1% 

國際文憑 3 225 0 225 1% 

韓國 1 18 35 53 1% 

總計 57 "5913 12070 27983 100、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1：一問學校可同時開辦兩種課程（如英國及法國課程）。 

註 2：包括一間由英基營辦但政府沒有提供經常資助的小學。 

註 3：包括一問由英基教育服務有限公司營辦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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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參閱第 2.15 及 2.23(b）段） 

政府向不同類別學校提供的資助 

(2003-04 學無） 

用以興建校舍 	 政府的 	資助則例 

的政府資助 	 經常資助 	是否適用 

（註 3) 

英基學校 可獲提供： 	 獲發還差餉及地租。 不適用 

一 最多可把 50% 的工

程設備津貼轉為免

息貸款，貸款額的

計算方法是：政府

免收的估計複息款

額須相等於擬轉為

貸款的工程設備津

貼額。 

根據私立 可獲提供工程設備津貼 獲發還差餉及土！！乙租。 不適用

獨立學校 以興建校舍（註1)。 

計劃營辦 	 （政府並無提供其他形 

的學校 	 式的經常資助。） 

（見第 1.6 
段註9) 

非牟利國 可獲提供免息貸款以興 獲發還差餉及地租。 不適用 

際學校 建校舍（註2) 
（政府並無提供其他形 

式的經常資助。） 

資助學校 可獲提供： 	 獲發還差餉及地租。 適用 

一 工程設備津貼以興 政府的經常資助額 

建校舍；或 	按班計算。 

一 工程設備津貼以興 政府的經常資助客贍

建校舍（註1)；及 班計算，凍結在1999-
→‘，一L一A一Lt一 2000 學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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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續) 
（參閱第 2.15 及 2.23小）段） 

用以興建校舍 
	

政府的 
	

資助則例 

的政府資助 經常資助 是否適用 

一 由政府興建的標準

設計校舍以供辦學 

團體租用。 

（註 3) 

根據直接 可獲提供： 獲發還差餉及地租。 不適用， 

資助計劃 但須由教 

營辦的學 工程設備津貼以興 政府的經常資助額是 統局審查 

校 建校舍（註 1)；或 根據學校為每名合資 帳目 

（見第 2.5(c) 
段註 12) 

由政府興建的標準 
格學生提供一個資助 

學額所需的平均單位 
設計校舍以供辦學 

成本及學校的營辦歷 
團體租用。 

史計算（註心。非本地 

學生不合資格根據直 

接資助計劃獲得資 

助。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1：可得的工程設備津貼額相等於一間可容納相同學生人數的標準設計官立及資助類別學

校校舍的 100% 建築費用。 

註 2：可得的免息貸款額相等於一間可容納相同學生人數的標準設計官二望‘：及資助類別學校校

舍的 100% 建築費用。 

註 3：資助則例規管不同事項，其中包括員工的聘用及解僱、校本管理架構的推行、招標及

採購程序、校舍的用途、運用各類津貼的條件，以及教統局進行的帳目審查工作等。 

註 4：根據資助公式，假如某學校的學費超逾一個資助學額平均單位成本的二又三分之一 

(2合），該校便不能根據直接資助計劃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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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參閱第 2.15 段） 

政府向英基提供的經常資助 

(2003-04 學無） 

英基學校 班級數目 

按班計的全無政府

經常資助額 

全無政府

經常資助總額 

(a) (b) (c) = (a)x(b) 

（元） （元） 

(A) 9間小學 

基本津貼 

一 設有特殊班的學校 72 674,952 48,596,544 
一 沒有特殊班的學校 114 611,370 69,696,180 
科目津貼 88,932 
助學津貼 2,365,854 

120,747,510 

(B) 5間中學 

基本津貼 

一 設有特殊班的學校 87 876,054 76,216,698 
一 沒有特殊班的學校 117 798,731 93,451,527 
科目津貼 1,137,363 
助學津貼 5,090,046 

175,895,634 

(C) ”間特殊教育學校 

基本津貼 

一 小學斑級 1,711,061 (註 1) 5,029,761 3 

 1,659,350（註助 

一 中學班級 3  2,177,647 (註 1) 6,401,467 
2,111,910 (註2) 

助學津貼 292,639 

1
1
,
7
2
3
,
8
6
7
 

退還差餉及地租 6,342,344 

節省開支調整前的資助總額 314,709,355 
減去：節省開支的調整金額 (13,299,500) 

綿計 396 301,409,855 
約 3.0”億元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1：計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2：計及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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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日 

一九九七年五月

三十日 

一九九九年五月

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四月

十三日 

附錄F 
（參閱第 3.5、3.6(a) 段 

及附錄。 

政府凍結獲資助英基班級數目大事無表 

事件 

當時的教育署通知英基，如英基擬在屬下學校的任何級

別的現有獲准開辦班級數目（即在一間學校內每一級別獲

得資助的班級數目）以外增設班級，並擬向政府申請

經常資助，必須事先取得批准。 

當時的教育署通知英基，如英基開辦的班級學生人數不

足，當局會根據最低學額使用率，縮減有資格獲得政府

經常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言主 1)。 

關於英基提出在學校 3進行擴建工程（見附錄H)以開辦

更多班級的建議，當時的教育署通知英基： 

卹 英基可在學校 3 開辦共十班第 7 級，但政府只會按

先前所核准的數目，為八班提供經常資助；及 

(b）擬擴建工程的建築費用和日後的維修費用須由英基

支付。 

教統局通知英基： 

卹 政府會採取臨時措施，由 2000-01學年起，只把英

基的按班資助額凍結在1999-2000學年的水平，不會

按通脹幅度調整；及 

(b）政府不會凍結有資格獲得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 

註”：政府在決定有資格獲得政府經常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時依據的班級最低學額使用率

如下： 

級別 

第1至 11級 

（每班學生人數 30) 

第 12 至 13 級 

（每班學生人數 25)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每一級別的班級數目 

2 
3 

4及以上 

2 
3 及以上 

最
低
學
額
使
用
率
 

6
0
%
 

嗎
嗎
 
嗎
嗎
 

州、‘
口、‘
 0
 
0
 

月1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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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續) 
（參閱第 3.5 、3.6(。段 

及附錄。 

日期 

二零零零年九月

八日 

二零零零年九月

十九日 

二零零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 

事件 

英基要求當時的教育署澄清有關政府凍結英基學校 3 和
英基學校 4 開辦班級數目（第 7 至10 級）的決定。英基引

述教統局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的信件中，即“不會

凍結有資格獲得資助的英基班級數目” 

當時的教育署通知英基： 

卹 正如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的信件中指出，如英基

擬在屬下學校的任何級別的現有獲准開辦班級數目

以外增設班級，並擬向政府申請經常資助，必須事

先取得批准；及 

小）英基學校 3 、英基學校4和英基學校 6 開辦的斑級

數目較獲准開辦的班級數目為多，而多出的班級不

可算作有資格獲得政府資助的班級（見附錄H)。 

教統局通知英基，如英基學校的學生人數或班級數目有

所增加，將不會獲得額外的政府資助。 

教統局通知英基： 

卹 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起，英基會在麗瑤校舍營辦另一

問學校（註 2)。該校會由二零零四年九月起與馬鞍山

的一間根據私立獨立學校計劃營辦的新校合併； 

(b）這些安排不獲政府提供資助；及 

(c）在麗瑤校舍新開辦的各個班級都不會獲得任何政府

資助。 

當時的教育署向英基重申，英基學校任何級別有資格獲

得政府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不應超過該校有關級別的

獲准開辦班級數目。 

二零零一年四月

三日 

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十九日 

註 2：該校即第 1.4勃段所述的學校。馬鞍山新校的開辦日期延至二零零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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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續) 

（參閱第 3.5、3.6(a) 段 

及附錄。 

日期 	 事件 

二零零四年四月 教統局通知英基，由於財政緊絀，由 2004-05學年開始， 

一日 	 政府不會為英基現有班級數目水平以外的新增班級提供

額外資助，無論有關斑級是否在有關學校的政府核准斑

級結構下（註 3)。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 3：在14 間英基學校（不計英基特殊教育學校）的核准斑級結構卜有資格獲得資助的斑級

數目最多為 396 班。在 2000-01和2003-04 學年，這 14 問學校分別有 376 班和 390 班
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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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參閱第 3.6(b）段） 

英基開辦而 

不獲政府經常資助的班級數目 

(2001-02 至 2003-04學無——註” 

在五間英基 	 由英基營辦位於 

學校的有關 	 麗瑤校舍的一間小學的 

學無 
	

班級數目 	 有關班級數目 

(註2) 

2001-02 9 6 

2002-03 16 9 

2003-04 21（註 3) 12 

資料來源：英基的記錄及英基的估計數字 

註1：英基估計在 2001-02 學年不獲政府經常資助的 15 班的潛在資助額為 1,020 萬元；在 

2002-03 學年的 25 班為 1,790 萬元；在 2003-04 學年的 33 班則為 2,240 萬元。 

註2：即第1.4。）段所述的學校。審計署注意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教統局通知英基，由

英基營辦位於麗瑤校舍（即有關的學校）的小學的班級不會獲得任何政府資助（見附

錄F)。 

註 3：審計署注意到，根據教統局的記錄，在 2003-04 學年，英基開辦的班級數目（以學額

使用率調整後）較獲准開辦的班級數目多出 21班（見附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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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 
（參閱附錄F及附錄。 

英基開辦及獲准開辦的班級數目 

(2003-04 學無） 

英基學校 

獲准開辦的 

班級數目 

開辦的 

班級數目 

（以學額使 

用率調整後）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多出的數目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少了的數目 

(a) (b) (c) = (b)一(a) (d) = (a)(b) 

休）學校” 

第1級 3 5 2 不適用 

第 2級 3 4 1 不適用 

第 3級 3 4 1 不適用 

第4級 3 4 1 不適用 

第 5 級 3 4 1 不適用 

第 6級 3 4 1 不適用 

小計 7 不適用 

(B）學校2 

第7 級 6 6 0 0 

第 8 級 6 6 0 0 

第 9級 6 6 0 0 

第 10級 6 6 0 0 

第11級 6 5 不適用 1 

第 12級 6 6 0 0 

第 13 級 6 6 0 0 

小計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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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 )

(

)

(a) (b) (c) = (b)�(a) (d) = (a)�(b)

(A) 1

7

(B)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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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 

(續) 
（參閱附錄F及附錄。 

英基學校 

獲准開辦的 

班級數目 

開辦的 

班級數目 

（以學額使 

用率調整後）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多出的數目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少了的數目 

(a) (b) (c) = (b)(a) (d) = (a)(b) 

(C）學校 3 

第 7 級 8 9 1 不適用 

第 8 級 8 9 1 不適用 

第 9級 8 9 1 不適用 

第 10級 8 8 0 0 

第 11級 8 9 1 不適用 

第 12級 8 7 不適用 1 

第 13 級 8 6 不適用 2 

小計 4 3 

(D）學校4 

第 7 級 5 7 2 不適用 

第 8 級 5 6 1 不適用 

第 9級 5 6 1 不適用 

第 10級 5 5 0 0 

第 11級 5 5 0 0 

第 12級 5 5 0 0 

第 13 級 5 4 不適用 1 

小計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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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 (b)�(a) (d) = (a)�(b)

(C) 3

4 3

(D) 4

4 1

H



附錄H 

(續) 
（參閱附錄F及附錄。 

英基學校 

獲准開辦的 

班級數目 

開辦的 

班級數目 

（以學額使 

用率調整後）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多出的數目 

開辦的

班級較獲准

開辦的班級

少了的數目 

(a) (b) (c) = (b)一(a) (d) = (a)(b) 

(F）學校5 

第7 級 6 6 0 0 

第 8 級 6 6 0 0 

第 9級 6 6 0 0 

第 10級 6 6 0 0 

第11級 6 6 0 0 

第 12級 6 7 1 不適用 

第 13 級 6 7 1 不適用 

小計 2 0 

(F）學校6 

第7 級 5 6 1 不適用 

第 8 級 5 6 1 不適用 

第 9級 s s 0 0 

第 10級 5 6 1 不適用 

第11級 s 5 0 0 

第 12級 s 6 1 不適用 

第 13 級 5 4 不適用 1 

小計 4 1 

總計 21 6 

資料來源：教統局的記錄 

註：在 15 問英基學校中，有 9問學校各級別的班級數目（以學額使用率調整後）均與獲准開

辦的班級數目相同。這 9 問學校的資料並無載於本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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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 (b)�(a) (d) = (a)�(b)

(E) 5

2 0

(F) 6

4 1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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