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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委託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 
《家長對「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 

 
一、研究背景 
 

近日，因校本管理立法而引發的爭論，成了教育界最關心的議題，其中條例草案建議以立法方

式規定所有中、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以加重教師、家長等的角色一項，更是各界所爭辯的焦點之

一。根據條例草案，家長代表作為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具有法律權力，可決策學校事務，包括人事、

財務等，但與此同時，他們亦要承擔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致的刑事法律責任。究竟有多少家長

知悉其在法團校董會的權利和責任？家長對條例草案內容的認知程度如何？為探討家長對《2002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簡稱《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本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於 5月 10至 12日，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了一項《家長對「校本管理條例」認知調查》，成功訪問
了 523名有子女就讀於中小學並操粵語之家長。調查回應率為 82.5％，抽樣誤差少於 2.2％。 

 
二、主要調查結果 
 
2.1 是否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 

 
調查結果顯示，接近五成（48.9％）被訪者「完全冇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而「有

聽過，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四成三（43.6％），「有聽過，並且知道吓條例既內容」的只佔百份之

五（5.4％）【參附件表三】。 

 
2.2 對《校本管理條例》的認知程度 

 
A. 是否知悉哪些人士將來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 

 

教師代表：根據條例草案，教師代表是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

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有三成三（33.2％）表示，不清楚教師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錯誤地以為教師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家長代表：同樣地，根據條例草案，家長代表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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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有接近三成（28.9％）
表示，不清楚家長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會，或錯誤地以為家長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至

於校友代表，根據條例草案，校友代表是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但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有聽過《校

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當中卻有接近六成（57.8％）表示，不清楚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團校董
會，或錯誤地以為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表一】。 

 
表一：就你所知，係校本管理條例下，將來有以下邊D人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校友代表 
 百份比（％）  百份比（％）  百份比（％）

可以 66.8   71.1   42.2   
唔可以 5.1 )  7.8 )  14.8 )  
唔清楚 28.1 ) 33.2  21.1 ) 28.9  43.0 ) 57.8  

合計 100.0   100.0   100.0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人士，基數=256】 

 
B. 是否知悉哪類學校將受《校本管理條例》所規管 

 

資助學校：根據條例草案，資助學校將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

條例》的被訪者中，有三成三（33.6％）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資助學校，或錯誤
地以為資助學校不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表二】。 

 

直資學校：根據條例草案，直資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有聽過《校本

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當中卻有七成三（73.1％）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學校，
或錯誤地以為直資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 

 

官立學校：根據條例草案，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但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

理條例》的被訪者中，只有百份之七（7.0％）能正確指出官立學校將不受條例所規管。換言之，
高達九成三（93.0％）有聽過條例的被訪者，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官立學校，或錯誤地
以為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表二】。 

 
表二：咁你知唔知校本管理條例既規管範圍，將會包括以下邊類學校？ 

 資助學校 直資學校 官立學校 
 百份比（％）  百份比（％）  百份比（％）

包括 66.4   33.6 )  62.1 )  
唔包括 3.5 )  27.0   7.0   
唔清楚 30.1 ) 33.6  39.5 ) 73.1  30.9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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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00.0   100.0   100.0   
【只問聽過「校本管理條例」人士，基數=256】 

 
 
 
C. 是否知悉需要負上法律責任 

 
根據條例草案，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致的校董刑事法律責任，會施加於法團校董會的每名

校董身上。然而，調查結果卻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只有百份之五（5.1
％）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便需負上刑事法律責任，而答「唔使負上法

律負任」或「唔清楚」的分別佔一成七（16.8％）及四成一（41.8％）【參附件表六】。 

 
D. 是否知悉如學校管理未能令人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有七成四（74.3％）表示，不清楚如

果學校管理未能令人滿意，政府可用何種方式介入，有一成（10.5％）認為政府可「派員入駐學校」，
有百份之四（4.3％）認為政府可「解散校董會」【參附件表七】。 

 
2.3 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否作充分諮詢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八成一（81.6％）表示，在他們的感

覺中，政府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至於立法會議員方面，在有聽過《校

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接近八成（79.7％）表示，在他們的感覺中，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
他們諮詢對《校本管理條例》的意見【參附件表八】。 

 
三、分析及建議 
 
3.1 政府和議員未充分諮詢 

 
對於近日有不少輿論指政府在推行《校本管理條例》時並未作出認真諮詢，教育統籌局副秘書

長鄭文耀早前在報章撰文，反駁外界的批評，指「近十年來，我們（政府）透過不同形式，包括公

眾諮詢、立法會的公聽會、以及與各團體的會面和討論等，聽取了各界的意見。曾參與討論的各界

人士都可見證整個廣泛和具高透明度的諮詢過程。」（《明報》論壇版，2004年 5月 5日，A30）我

們不禁要問：假如政府真的已經向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廣泛諮詢，為何本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會顯示，接近五成被訪家長「完全冇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而「有

聽過，但內容就唔清楚」的有四成三，「有聽過，並且知道吓條例既內容」的只佔百份之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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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若不是近期多了辦學團體和教育團體紛紛對《校本管理條例》提出質疑和憂慮，使社會大眾

對這條例有所認知，被訪者中「完全冇聽過」該條例的比例將可能更高。 

 
另一方面，即使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當中卻有八成表示，在他們的感覺中，政

府及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以上的調查結果顯示，政府和立法會議員並

未向家長作出充分諮詢。 

 
 
3.2 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 

 
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對《校本管理條例》內容的認知程度低。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

被訪者中，分別有三成三、三成及六成表示，不清楚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校友代表是否可加入法

團校董會，或錯誤地以為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校友代表不可以加入法團校董會。此外，在有聽過

《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分別有七成三及九成三表示，不清楚條例的規管範圍是否包括直資

／官立學校，或錯誤地以為直資／官立學校包括在條例的規管範圍內。這些調查結果正好反映，政

府對《校本管理條例》的諮詢和推銷工作做得不足夠，以致被訪者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 

 
3.3 只提權利不說責任 

 
政府在推銷《校本管理條例》時，只強調新條例可加重教師、家長、校友及社會人士參與校政

之角色，代表可直接加入校董會，且具法定權力，可決策學校事務，包括人事、財務、教與學等，

但卻甚少提及法團校董會需要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根據條例草案建議，因沒有履行指明職責而引

致的校董刑事法律責任，會施加於法團校董會的每名校董身上。除非校董能證明有關罪行是在他不

知道亦不同意的情況下而觸犯的，或證明他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生，否則法團校董會

的每名校董須承擔法律責任。問題是，究竟有多少家長知悉這條文？ 

 
調查結果顯示，在有聽過《校本管理條例》的被訪者中，只有百份之五能正確指出如校董會及

其成員沒有履行指明職務，便需負上刑事法律責任，而答「唔使負上法律負任」或「唔清楚」的分

別佔一成七及四成一。我們對於政府只提權利不說責任的推銷手法表示失望。 

 
3.4 建議 

 
本會基於以下原因，反對政府在現階段匆匆實施《校本管理條例》：一、對數以十萬計的家長

來說，雖然他們是《校本管理條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但卻對條例的認知程度低，並認為政府和

立法會議員沒有充分向他們諮詢對條例的意見；二、《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不單只是以立法方式

規定所有中、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教師和家長代表，而且還包括其他重要的範疇，這些建議

對香港日後的教育發展有很重要及深遠的影響，因此不能草率推行；三、條例草案自 2002年 12月
刊憲後，已作出了數十項修訂，且不說公眾對這些修訂的內容是否理解，就算連辦學團體本身亦未

必完全了解修訂後的條例內容。因此，綜合以上種種的憂慮和關注，我們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收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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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暫時擱置推行《校本管理條例》，然後向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家長、教師等，重新展開廣

泛且具高透明度的諮詢工作，充分收集意見後才考慮是否實施有關法例。 

 
 
日期：2004年 5月 23日 
 
發言人：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吳偉傑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陳麗娜（81082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