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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 

對0-3歲幼兒中心服務及0-6歲留宿幼兒服務的影響及建議應對措施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將於2017/18學年起實施，幼稚園師生比例將獲改善，教學人員的薪

酬範圍及專業階梯亦有明確規定和指引，對確保幼兒教育質素具有正面作用。可是，政府並

沒有跟從協調學前服務的原則1，同時提升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幼兒工作員薪酬及專業階梯，

基於幼稚園教師與幼兒工作員的入職要求早已統一，新政策將導致幼兒中心即時面對人才流

失及招聘困難。社聯促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讓幼兒工作員獲得公平待遇，避免影響服務的

持續提供，或增加家長的負擔。 

1 0-3歲幼兒中心服務（「長全日」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2-3歲服務及0-2/3歲獨立幼兒中心） 

1.1 幼兒中心為專業幼兒照顧服務的先行者，但多年來缺乏發展 

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早於19世紀中，由海外宗教團體因應社會需要開展，而政府對

幼兒照顧服務作出規管則始自1975年及1976年通過的《幼兒中心條例》及其附屬法

例《幼兒中心規例》，訂明幼兒中心（包括服務0-2歲的育嬰園和2-6歲的幼兒園）職

員的資歷、工作人員對兒童的比率以及最少面積等各項標準。社會福利署亦相應於

1976年成立幼兒中心督導組，負責督導及規管幼兒中心。 

1981年政府有見幼兒護理與教育的質素和水準有改善必要，且認為投資在兒童身上，

對兒童本身及本港的長遠利益均有深遠價值，遂制訂了《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

書》。當時學前服務主要包括幼兒中心和幼稚園，而由於幼兒中心各項營運標準已有

法律規管，《白皮書》因而主要著墨於提升幼稚園的質素，包括訂立及逐步提升幼稚

園需聘用合格教師的比例、課室面積、教師的標準，以及基本傢具及設備。1986年

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第二號報告書，進一步提出統一學前服務的目標，及首要將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標準劃一，使所有幼稚園都聘用受過訓練的教學人員及達到與

幼兒中心相近的師生比例。 

可見幼兒中心的專業照顧標準，乃政府和業界考慮劃一學前服務標準時認可的參考。

政府理應隨著社會發展需要，透過增撥資源及其他支援，進一步提升專業幼兒教顧

服務的質素。可是，隨著協調學前服務政策實施及其後政府集中投放資源發展幼兒

教育，幼兒照顧服務反被邊緣化及缺乏發展。 

1.2 學前服務協調後按年齡劃分（0-3歲以照顧為主，3-6歲以教育為主），政策發展及資

源投放以半日幼兒教育為主軸，幼兒照顧服務資源相形見拙。 

政府於2004/05學年實施協調學前服務政策2，將3-6歲服務定位為以教育為主，按《教

育條例》規管，0-3歲則以照顧為主及福利為本，按《幼兒服務條例規管》。此舉令

服務2-6歲的日間幼兒園服務被一分為二，需轉型為「長全日」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原有對幼兒中心督導人員（「幼兒中心協調主任」職位）的補助，亦不再延續（政府

只會對政策實施時在職的協調主任繼續提供資助直至他們退休/離職為止），對幼兒

中心服務的質素保證及專業發展構成影響。 

                                                      
1
 「政府認為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均服務同一年齡組別的學前兒童，而職責也大致相似。在工作條件方面，

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兩者之間的差別足以互相抵消…基於上述原因及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的入職學歷

條件和訓練將會統一，政府認為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應有一套協調薪級表。」摘自《幼稚園教育工作小組

（重組）報告書》，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的入職學歷條件和訓練已於 2003/04 學年統

一。 
2
 教育署及社會福利署《協調學前服務工作小組諮詢文件》，二零零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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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的入職要求亦進行了劃一（必須具備合格幼稚

園教師資格），令兩個原本分割的人力市場合併。因此，當政府於2007/08學年推行

以半日幼兒教育為基礎的學券計劃時，此消彼長下，「長全日」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

0-2/3歲獨立幼兒中心服務資源相形見拙，靠有限資助及收費（需平衡家長負擔能力），

難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予幼師及幼兒工作員，且工作條件不及幼稚園（工時長及

假期少），在招聘及挽留人才方面已開始面對困難，影響服務營運。 

1.3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進一步拉闊幼稚園教師與幼兒工作員的薪酬待遇差距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及其對幼兒教育提供的優化措施3將於2017/18學年落實，

整個學前服務人力市場將以新政策規定的薪酬待遇水平作為指標，勢將令0-3歲幼兒

中心服務的競爭劣勢進一步惡化，具體如下： 

按教育局通告第7/2016 號，新政策建議2017/18學年幼稚園教師之薪酬範圍為

$20,770 - $36,930，二級校長之薪酬範圍為$39,240 - $54,240，與幼兒工作員及幼兒

工作主任的認可薪酬範圍（分別為MPS Pt. 7-17/18及 MPS Pt. 15-22）相差甚遠。 

幼兒工作員與幼稚園教師2017/18學年薪酬比較： 

 起薪點4
 

頂薪點5
 

0-2歲服務 2-3歲服務 

幼兒工作員 $18,392 (MPS Pt.7) $32,183 (MPS Pt.17) $33,769 (MPS Pt.18) 

幼稚園教師 $20,770  

(約為MPS Pt.9
6
) 

$36,930  

(約為MPS Pt. 20
7
) 

$36,930  

(約為MPS Pt. 20
8
) 

差額 
$2,378 

（約2個薪級點） 

$4,747 

（約3個薪級點） 

$3,161 

（約2個薪級點） 

幼兒工作主任與幼稚園二級校長2017/18學年薪酬比較： 

 起薪點9
 頂薪點10

 

幼兒工作主任 $29,162（MPS Pt. 15） $40,924（MPS Pt.22） 

幼稚園二級校長 $39,240（約為MPS Pt.21
11） $54,240（約為MPS Pt.28

12） 

差額 
$10,078 

（6個薪級點） 

$13,316 

（6個薪級點） 

晉升階梯方面，新政策建議每5位幼師可提升1位為主任、每3名主任可提升1位為副

校長，但現時0-3歲幼兒中心服務缺乏晉升階梯，以獨立幼兒中心為例，一般資深的

幼兒工作員只能等待晉升為每間中心唯一的園長（幼兒工作主任職級）。加上幼兒工

作員工作時間長而假期少、培訓資助及機會也較少、服務前景不明朗等不利因素，

幼兒中心服務勢將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對服務營運甚至持續提供造成威脅。 

                                                      
3
 為 3-6歲幼兒提供 1:11 幼師與學生比例的人力資助，同時提高校長、主任、幼師薪酬水平，亦明確地為幼師

提供晉升階梯。 
4
 以 2016/17 年度 MPS上調 4%推算之 2017/18 金額 

5
 以 2016/17 年度 MPS上調 4%推算之 2017/18 金額 

6
 2016/17 年度 MPS Pt.9 = $20,060 上調 4% = $20,862 

7
 2016/17 年度 MPS Pt.20 = $35,780 上調 4% = $37,211 

8
 同上 

9
 以 2016/17 年度 MPS上調 4%推算之 2017/18 金額 

10
 以 2016/17 年度 MPS上調 4%推算之 2017/18 金額 

11
 2016/17 年度 MPS Pt.21= $37,570 上調 4% = $39,073 

12
 2016/17 年度 MPS Pt.28= $51,780 上調 4% = $5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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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幼兒中心服務使用者經濟條件出現兩極化，不符合政策定位 

過去，只有入息低於規定水平並且有社會需要的家庭才可將子女交由幼兒中心照顧。

自1981年《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提出建議後，所有需要日間照顧的兒童均

有資格受託於幼兒中心，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仍可優先受託於資助幼兒中心。13因

應這更新的政策定位，政府亦改變對服務營辦機構提供資助的方式，由對經常開支

給予直接財政援助，轉為按照認可名額提供相等於認可收費5%的津貼14，並推行幼

兒服務繳費資助計劃，協助有社會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支付幼兒中心的收費。 

及至協調學前服務政策推行，政府對幼兒中心提供的「5%資助計劃」以小組津貼代

替，資助幅度並無大改變。對家長的資助計劃則有較大變動，主要包括審查入息時

不會先扣除租金開支，及以50%，75%及100%三層資助幅度取代以按級遞減的方式

計算資助額，後者主要的作用是避免資助計劃在缺乏預設入息上限下，不斷擴闊可

獲資助家庭的覆蓋面，而當局引入經改善的「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時，強調資助

水平合理並能夠確保兒童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去接受教育和照顧的機會15。 

然而，在資助有限而服務成本年年上升的影響下，現時資助獨立幼兒中心0-2歲服務

月費中位數已達$5,238
16（約為3人家庭月入中位數17的17%），與一般家庭的負擔能

力逐漸脫節，加上「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申請資格嚴苛（詳見第1.5段），

服務使用者的經濟條件因而出現兩極化（可獲全額資助的貧窮家庭以及可負擔高昂

收費的高收入家庭），實際上已脫離原來的政策定位—為所有需要日間照顧的兒童提

供服務，亦未能配合政府人口政策釋放婦女勞動力的目標，政府實應盡快檢討對服

務營辦機構的資助幅度以及學費減免計劃的覆蓋面。 

1.5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申請資格嚴苛，對有需要家庭資助不足 

根據教育局提交予扶貧委員會的文件18指出，「學資處的入息審查機制，是按申請人

家庭的全年總收入及家庭人數，以評定其領取學生資助的資格及資助幅度。一般而

言，如學生的家庭月入約相等於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即符合資格獲得資助；如學

生的家庭月入為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至60%，即符合資格獲得全額資助。」

可是現實上「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下，可獲資助家庭的覆蓋面比上述

狹窄得多，以2016/17學年為例，三人及四人家庭的入息略高於有關住戶入息中位數

的八成，已不能受惠，詳見下表： 

  

                                                      
13

 幼稚園教育工作小組（重組）報告書，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14

 《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一九八一年七月。 
15

 根據立法會 CB(2)1782/04-05(01)號文件：《2005 年幼兒服務（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

所提事項的跟進，按建議的資助計劃，一個月入達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四人家庭，仍可符合資格享有 50%減免。 
16

 社會福利署幼兒中心督導組截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資料。 
17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六年四月至六月。 
18

 扶貧委員會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文件第 3/2013 號：《為不同教育程度的經濟上有需要學生而設的學生

資助計劃》，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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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學年三人及四人家庭申領「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的入息上限 

資助幅度 

每月 

入息上限 

全免

(100%) 

3/4免

(75%) 

半免

(50%) 

不合資格 

(申請不成功) 

2016年第二

季住戶每月

入息中位數19
 

三人家庭 

調整後家庭收入20
 

x (3+1)÷12個月 

$15,153

以下 

$15,153 

-$15,333 

$15,334 

-$24,204 

$24,204以上 

(約為住戶每月

入息中位數
81%) 

$30,000 

四人家庭 

調整後家庭收入21
 

x (4+1)÷12個月 

$17,427

以下 

$17,427 

- 19,166 

$19,167 

- 30,255 

$30,255以上 

(約為住戶每月

入息中位數
82%) 

$36,800 

2013年9月政府公布了官方貧窮線，按政策介入前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訂立，

但學費減免計劃對貧窮家庭支援亦不足，以每月收入處於貧窮線的四人家庭為例（月

入$18,400），按現行機制只可獲減免75%月費，以資助獨立幼兒中心0-2歲服務月費

中位數$5,238計算，每月仍需自行繳付$1,310元，佔家庭月入約7.1%。政府必須盡快

檢視及調整三層資助幅度的收入上限，恢復政策原意。 

 

社聯認為政府有責任採取措施，避免因為推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而令需使用0-3歲幼

兒中心服務的幼兒及家長受影響，不論是承擔更高的服務費用，或失去接受服務的機會。亦

需按社會發展需要，制定幼兒服務發展藍圖，調整資助幅度以及學費減免計劃的設計及覆蓋

面。 

 

2 0-6歲留宿育嬰園及幼兒園服務 

留宿育嬰園及幼兒園服務既是學前服務，亦是兒童福利安全網的重要一環，為因種種家庭問

題或危機而未能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兒童，提供住宿照顧。基於其福利性質，政府對服務提

供全額資助，其中人手開支是按社署認可的人手比例及薪酬範圍的中位數計算。面對「免費

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推行，在招聘及挽留幼兒工作員方面，將同樣面臨難以與幼稚園競

爭人才的困境，更甚是留宿服務除了在薪酬、晉升階梯、培訓資助/機會等均落後於幼稚園外，

亦需要員工24小時輪班，令招聘倍添困難。 

社聯認為政府必須確保留宿育嬰園及幼兒園服務具有穩定的人力資源，否則將直接影響服務

提供及對在危兒童的保護。 

  

                                                      
19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六年四月至六月。  
20

 「調整後家庭收入」 = 住戶全年總收入 / （住戶人數+1）。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處。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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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 短期措施： 

1 調整幼兒工作員及幼兒工作主任的認可薪酬範圍 

政府應貫徹協調學前服務的原則，按「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建議的幼稚園教學人員

薪酬，於2017/18學年開始，相應提升幼兒工作員及幼兒工作主任的認可薪酬範圍，具體

建議如下： 

職位 
現時認可 

薪酬範圍 

薪酬 

中點 

調整後的 

薪酬範圍 

薪酬 

中點 
參考標準 

幼兒工作員 MPS Pt. 7-17/18 Pt.12 MPS Pt. 9-20 Pt.15 幼稚園教師 

幼兒工作主任 MPS Pt. 15-22 Pt.19 MPS Pt. 21-28 Pt.25 幼稚園二級校長 

2 支援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於2017/18學年起，發放為期3年的有時限津貼作以下用途，期滿再作檢討： 

2.1 調整小組津貼：以提升幼兒工作員中點薪級，由MPS Pt.12至MPS Pt.15，計算方法

如下： 

現時小組津貼額（每年每組）+ （MPS Pt.15–MPS Pt.12）x 12個月 

2.2 調整幼兒工作主任薪酬：至幼稚園二級校長的水平，建議上限為6個薪級點，津貼以

實報實銷形式發放。 

3 支援長全日幼稚園暨幼兒中心（2-3歲服務部分）： 

於2017/18學年起，發放為期3年的有時限津貼作以下用途，期滿再作檢討： 

3.1 調整小組津貼：以提升幼兒工作員中點薪級，由MPS Pt.12至MPS Pt.15，及改善師

生比例，由1:14至1:11（與3至6歲看齊），計算方法如下： 

現時小組津貼額 

（每年每組） 
+ 

（MPS Pt.15–MPS Pt.12） 

x 12個月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2-3歲服務月費中位數 

x 12個月 

x 3人（每組少收學生人數） 

3.2 為幼兒學校校長提供責任津貼：由於幼兒學校校長需督導2-3歲幼兒教顧服務，比一

般3-6歲幼稚園校長承擔額外的行政、督導工作，建議提供2個薪級點的責任津貼。 

4 調整暫託幼兒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資助額： 

於2017/18學年起，按建議的幼兒工作員中點薪級（MPS Pt.15）計算服務資助。 

5 調整0-6歲留宿幼兒服務資助額： 

於2017/18學年起，按建議的幼兒工作員中點薪級（MPS Pt.15）計算服務資助，及參考1995

年的做法，額外為留宿幼兒工作員提供「輪值工作津貼」（增加2個薪級點），為期3年，期

滿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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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按政策原意修訂入息上限，將受資助的門檻定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並取消幼兒中心最高月

費減免額，讓有需要的家庭可按經濟能力獲得不同程度的資助，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難以

使用和選擇合適服務，具體建議各資助幅度的入息範圍如下： 

家庭入息相等於有關住戶入息中位數的百分比 資助幅度 

50%-60% 全免(100%) 

61%-80% 3/4免(75%) 

81%-100% 半免(50%) 

7 調整特殊幼兒工作員職系薪酬及有關服務資助 

現時特殊幼兒工作員的入職要求與幼兒工作員/幼稚園教師相同，特殊幼兒中心及其他學

前康復服務面對「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推行，在招聘及挽留特殊幼兒工作員方面，

將同樣面臨難以與幼稚園競爭人才的困境，因此政府需同步於2017/18學年起，調整特殊

幼兒工作員及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的認可薪酬範圍如下： 

職位 
現時認可 

薪酬範圍 

薪酬 

中點 

調整後的 

薪酬範圍 

薪酬 

中點 
參考標準 

特殊 

幼兒工作員 
MPS Pt. 7-17 Pt.12 MPS Pt. 9-20 Pt.15 幼稚園教師 

高級特殊 

幼兒工作員 
MPS Pt. 18-23 Pt.21 MPS Pt. 21-26 Pt.24 

特殊幼兒工作員
調整後薪酬範圍
以上6個薪級點 

同時，政府應按上述調整後的中點薪級（MPS Pt.15）計算相關服務的資助額。 

 

二. 中長期措施： 

1. 在實施短期措施的同時，社署應盡快按協調學前服務的原則，考慮現今社會幼兒發展所需

支援、近年幼兒教育的發展步伐等，就資助幼兒中心服務的專業人員薪酬、晉升階梯及人

手比例作出檢討。 

2. 透過即將開展的幼兒照顧服務顧問研究，檢視幼兒照顧政策理念及目標、各類服務定位及

規劃機制，切實處理現時服務存在的問題，包括專業照顧與鄰里照顧服務的錯配、恆常照

顧與暫託服務角色的混淆、專業幼兒照顧服務欠缺規劃及政策更新、政府對專業幼兒照顧

服務資助不足、服務數量不足等，同時應確立幼兒照顧需符合幼兒發展需要的方針，為幼

兒照顧服務發展訂立明確方向及適切配套。 

3. 由於「幼兒照顧服務顧問研究」對幼兒照顧服務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故業界建議應成立

「顧問研究籌劃指導委員」會以集思廣益，收集不同背景家庭的需要及不同幼兒照顧服務

的狀況。業界認為「顧問研究籌劃指導委員會」應由政府代表、家長和照顧者、婦女組織、

社會服務業界代表、幼兒教育界別、醫護界別、兒童發展專家、學者及商界等組成，以便

「幼兒照顧服務顧問研究」能全面地回應不同組群家長及幼兒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