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地區學額供應不均，教育局之安排惹原區校長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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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至 1980年間，政府因應需要，在公共屋邨興建不

少外形方正的「火柴盒」小學，這些學校面積約三千平方米或以下，

學生課室和活動空間狹窄，設施設備追不上時代步伐，不少學校體育

課需借用屋邨裏的籃球場。經過數十年風吹雨打殘舊不堪，牆身滲水、

石屎剝落等問題威脅着眾多師生的安全，校舍標準亦遠遜於現有規定。

教育局 2019 年度已進入第三次校舍分配工作，為合資格的辦學團體

重置新校舍。 

教育局的甄選準則包括學校的抱負及使命、管理及組織、校風及

對學生的支援、學生表現指標、學校的收生狀況、學校目前所處的位

置等。自計畫推行，一般只列出可選用之新校地，並沒有限制哪一區

的學校申請。學校一般均會同區重置，方便師生，最成功的例子是

2006 年為於九龍城區（傳統名校區）的陳瑞祺（喇沙）小學直接搬

到數十步之隔的新校舍，可謂「原地重置」，受師生、家長及區內歡

迎。不過，在 2019年度的第三次校舍罕有地規定僅兩個外區的學校，

引起原區學校不滿。 

第三次校舍分配，兩幅位於深水埗區及九龍城區的新校地各設三

十個課室，教育局指明僅供葵青和黃大仙的公營小學申請重置，認為

葵青區、黃大仙區擁過剩學額供應，區內亦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有必

要重整兩區學校。而深水埗區有數個大型屋邨及私人住宅落成，學額

未來將供不應求；九龍城區則生源充足，有助舒緩學額供求。為表達

不滿深水埗區小學校長一度擬發起「不合作運動」；而九龍城區有校

長批評教育局事前未有直接諮詢，雖然當局解釋與深水埗情況類似，

但認為理由不夠充分。教育局坦言對深水埗區及九龍城區校長反應感

到意外。事實上，深水埗區雖有數個大型屋邨落成，但大多為重建項

目需優先安置原居民，即使有年輕家庭入住，能否刺激多少生源仍是

未知之數。再者，深水埗是老區，區內仍有多所小學有重置需要；而

九龍城區為傳統名校區，吸引大量家長想盡辦法住進該區以提高入學

機會，隔區遷校並無助解決學額競爭激烈問題。 

政府消息人士解釋，今次校舍分配旨為解決地區之間學額供應不

平均，並曾考慮調整評分準則，讓外區學校更有優勢，但考慮到做法



 

未必公平，最終未有採納。教育局已預留兩校地供深水埗小學區內重

置，惟尚待可行性研究及重建進展，暫未知何時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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