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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DB06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456)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教育一直被視為脫貧及令下一代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可惜在現時教育制

度下，似乎未能真正做到教育公平，貧富學生的差距反而愈拉愈大，形成

社會上跨代貧窮的現象。疫情期間，網上學習成為新常態，基層學生在家

中缺乏電腦及上網設備，導致學習進度大幅落後。除了學業問題外，在疫

情期間，學生更多時間留家抗疫，缺乏社交生活，亦與家人多了摩擦。對

基層學生而言，更面對家庭的經濟壓力，情況令人關注。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現行支援清貧學生的各項資助計劃 (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全額津貼

或半額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學校書簿津貼等 )，請按地區列出過去三年每

年申領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佔區內學生比

例、涉及的家庭數目及津貼額。政府有沒有計劃全面檢視現行學童資助政

策，增加津貼金額及涵蓋範疇，並簡化申請程序？會否為基層學生提供更

多學習支援津貼，以應付疫情期間所需的學習需要？會否將為考生代繳中

學文憑試考試費的措施恆常化？因疫情已持續了一段長時間，幼稚園一般

都有採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童在家中學習，以保持學與教的質素，當局會否

津助幼稚園清貧學生購買電腦裝置輔助學習？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提問人：朱國強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5) 

 
答覆：  

 

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提供優質教育。所有學生，不論其家庭背景，均可通過

公營學校接受 12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政府亦設立多個學生資助計劃，



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為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所設

的資助計劃包括「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

津貼計劃」及「考試費減免計劃」。在 2020/21學年，中小學生資助計劃的

受惠學生約 206 000名（佔整體學生人數約 32%），其中約 60%的學生獲發全

額資助。  
 
政府不時就各項學生資助計劃作出檢討，並推行改善措施，包括調整津貼

金額、增加資助範疇和簡化申請程序等。為進一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家庭，

政府計劃在 2022/23學年起，將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下的學費減

免上限，由現時設定在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學費的第 75個百分位

數，提升至第 100個百分位數，使獲得全額學費減免的家長毋須支付任何差

額。在申請程序方面，政府加強應用資訊科技，在 2021/22學年推出全新的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及提升網上平台，以方便申請人於網

上遞交申請及上載證明文件。落實有關改善措施後，使用網上服務申請學

前 (即幼兒中心及幼稚園 )及中、小學資助計劃的百分比由上學年約 1%增加

至今個學年約 40%。政府會繼續加強宣傳及優化平台的功能，以鼓勵網上遞

交申請及證明文件，同時亦會減省須遞交的證明文件，令到申請變得更方

便和快捷。  
 
在 2019/20至 2021/22學年，按地區劃分，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全額津貼

或半額津貼的學前 (即幼兒中心及幼稚園 )及中、小學的學生人數，以及他們

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分別載列於附件一及附件二，而涉及的家庭數目

及津貼額則載列於附件三。  
 
此外，為支援基層學生進行電子學習，教育局通過關愛基金，在 2018/19學
年至 2020/21學年推行為期三年的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

腦裝置，以減輕因學校發展「自攜裝置」政策對低收入家庭學生帶來的經

濟壓力，以及支援他們在疫情下 家中進行電子 學 習。三年推行 期 共有

176 000名學生受惠，涉及資助金額約 6.7億元。為進一步支援學校在「新常

態」下推行混合教學模式，優質教育基金（基金）由 2021/22學年開始，推

行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名為「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

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讓公營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透過簡便程序申請撥款，以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

生借用，每名學生最高的撥款金額為 4,700元。學校並為因居住環境所限而

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學生提供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流動數據卡，

每名學生最高的額外撥款金額為 1,700元。受惠對象除了正領取綜援或學校

書簿津貼的學生外，亦包括學校按校本準則識別有真正經濟需要的學生。

基金為這三年計劃預留了 15億元，預計可讓約 31萬名學生受惠。  
 
有關資助幼稚園學生購買電腦裝置方面，就年紀較小的幼稚園學生，學校

應參考衞生署的建議，避免讓 2至 6歲幼兒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以保

障幼兒眼睛的健康。原則上，實時網上授課形式的電子學習不適用於幼稚

園。幼稚園可以運用其他模式 (如小手作或閱讀 )，讓兒童在家中學習。  
 



至於有關為考生代繳中學文憑試考試費方面，財政司司長在過去五個年度

的政府財政預算案，分別提出為 2019年至 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

試 )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的措施。文憑試考試費向來是基於用者自付原則

而訂定的，由用者承擔部分成本，而政府亦設有援助機制支援家境清貧的

考生。將代繳文憑試恆常化涉及政策改變，也牽涉複雜的考慮因素，教育

局現階段無意改變有關政策。  
 
除了上述措施外，教育局亦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及

措施，當中包括為獲發全額書簿津貼的全日制小學生提供免費午膳、為有

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設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以支援他們參與課

後活動、為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提供「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以參與全方

位學習活動，以及提供「學習支援津貼」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小學

生及照顧他們的學習差異等。此外，政府由 2019/20學年起為所有中學日校、

小學和幼稚園學生提供每年 2,500元的「學生津貼」，減輕家長在教育支出

方面的財政負擔。  
 



附件一 
 

2019/20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學前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1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綜援 

（於2019年12月底）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2 

中西區 263 5.2% 228 4.5% 52 不適用 
灣仔 138 4.1% 115 3.5% 43 不適用 
東區 900 9.6% 685 7.3% 280 不適用 
南區 438 13.9% 389 12.4% 147 不適用 
深水埗 1 701 17.4% 1 032 10.5% 776 不適用 
油尖旺 829 15.0% 462 8.3% 413 不適用 
九龍城 1 072 8.2% 820 6.3% 479 不適用 
黃大仙 1 468 21.3% 979 14.2% 490 不適用 
觀塘 2 790 21.1% 1 757 13.3% 882 不適用 
荃灣 758 10.8% 536 7.6% 270 不適用 
屯門 1 748 14.5% 1 468 12.2% 532 不適用 
元朗 2 327 14.3% 1 877 11.5% 963 不適用 
北區 1 817 20.2% 978 10.8% 513 不適用 
大埔 736 12.8% 646 11.2% 272 不適用 
沙田 1 576 12.2% 1 335 10.3% 497 不適用 
西貢 856 10.7% 708 8.9% 147 不適用 
離島 611 17.0% 448 12.4% 227 不適用 
葵青 1 946 19.6% 1 360 13.7% 585 不適用 
合計 21 974 14.3% 15 823 10.3% 7 568 不適用 

1 學前(即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教育程度的學生資助計劃設有全額津貼、3/4 津貼及半額津貼，因此上述數字並非在相關學年的全部領取津貼的學生人數。 
2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一（續） 
2020/21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學前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1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綜援 

（於2020年12月底）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2 

中西區 286 5.8% 213 4.3% 66 不適用 
灣仔 161 5.3% 147 4.8% 49 不適用 
東區 937 10.8% 703 8.1% 276 不適用 
南區 428 15.0% 386 13.5% 129 不適用 
深水埗 1 837 18.9% 1 070 11.0% 804 不適用 
油尖旺 804 16.5% 448 9.2% 473 不適用 
九龍城 1 125 8.9% 810 6.4% 491 不適用 
黃大仙 1 504 23.6% 911 14.3% 487 不適用 
觀塘 2 780 22.3% 1 733 13.9% 894 不適用 
荃灣 767 11.8% 537 8.2% 279 不適用 
屯門 1 639 14.2% 1 466 12.7% 553 不適用 
元朗 2 445 15.4% 1 875 11.8% 1 030 不適用 
北區 1 726 20.7% 960 11.5% 581 不適用 
大埔 788 14.1% 641 11.5% 290 不適用 
沙田 1 636 13.4% 1 315 10.8% 516 不適用 
西貢 827 11.1% 720 9.7% 144 不適用 
離島 630 18.4% 465 13.6% 232 不適用 
葵青 1 939 20.8% 1 309 14.1% 624 不適用 
合計 22 259 15.3% 15 709 10.8% 7 918 不適用 

1 學前(即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教育程度的學生資助計劃設有全額津貼、3/4 津貼及半額津貼，因此上述數字並非在相關學年的全部領取津貼的學生人數。 
2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一（續） 
2021/22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學前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1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截至2022年1月31日） 
半額津貼 

（截至2022年1月31日） 
綜援 

[於2021年12月底（初步數字）]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2 

中西區 254 5.3% 170 3.6% 66 不適用 
灣仔 134 3.8% 111 3.2% 61 不適用 
東區 876 11.0% 568 7.1% 256 不適用 
南區 402 14.5% 329 11.8% 116 不適用 
深水埗 1 775 19.1% 889 9.6% 754 不適用 
油尖旺 742 15.6% 363 7.7% 452 不適用 
九龍城 1 014 8.6% 611 5.2% 460 不適用 
黃大仙 1 350 22.4% 761 12.7% 461 不適用 
觀塘 2 552 21.8% 1 478 12.7% 845 不適用 
荃灣 712 11.3% 450 7.2% 295 不適用 
屯門 1 477 13.5% 1 222 11.2% 487 不適用 
元朗 2 171 14.2% 1 615 10.6% 1 024 不適用 
北區 1 437 18.6% 781 10.1% 552 不適用 
大埔 678 12.7% 566 10.6% 284 不適用 
沙田 1 534 13.2% 1 121 9.6% 503 不適用 
西貢 754 10.2% 607 8.3% 127 不適用 
離島 592 17.6% 378 11.2% 212 不適用 
葵青 1 714 19.6% 1 131 12.9% 581 不適用 
合計 20 168 14.5% 13 151 9.4% 7 536 不適用 

1 學前(即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教育程度的學生資助計劃設有全額津貼、3/4 津貼及半額津貼，因此上述數字並非在相關學年的全部領取津貼的學生人數。  
2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二 
2019/20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綜援 

（於2019年12月底）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1 

中西區 1 413 7.1% 1 332 6.7% 290 不適用 
灣仔 1 053 4.5% 905 3.9% 130 不適用 
東區 5 406 14.4% 4 287 11.4% 1 865 不適用 
南區 2 395 15.0% 2 224 13.9% 922 不適用 
深水埗 7 854 19.4% 5 060 12.5% 4 625 不適用 
油尖旺 3 941 13.7% 2 771 9.6% 1 280 不適用 
九龍城 6 923 12.0% 5 099 8.8% 2 603 不適用 
黃大仙 7 226 22.2% 4 946 15.2% 3 465 不適用 
觀塘 12 490 24.3% 9 012 17.5% 7 368 不適用 
荃灣 4 064 17.7% 3 066 13.3% 1 296 不適用 
屯門 9 935 21.8% 6 406 14.1% 3 247 不適用 
元朗 13 661 22.3% 8 159 13.3% 6 030 不適用 
北區 11 645 32.8% 4 021 11.3% 2 851 不適用 
大埔 6 532 23.1% 3 392 12.0% 1 536 不適用 
沙田 9 365 15.5% 7 506 12.4% 4 026 不適用 
西貢 4 643 13.8% 4 064 12.1% 1 310 不適用 
離島 2 674 22.2% 1 996 16.6% 1 786 不適用 
葵青 9 552 24.0% 6 760 17.0% 4 451 不適用 
合計 120 772 18.7% 81 006 12.5% 49 081 不適用 

1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二（續） 
2020/21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綜援 

（於2020年12月底）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1 

中西區 1 241 6.3% 1 117 5.7% 308 不適用 
灣仔 1 092 4.8%  917 4.1% 171 不適用 
東區 6 062 16.5% 4 477 12.2% 1 904 不適用 
南區 2 379 15.0% 2 011 12.7% 907 不適用 
深水埗 8 379 20.8% 5 114 12.7% 4 934 不適用 
油尖旺 4 164 14.7% 2 607 9.2% 1 507 不適用 
九龍城 8 384 14.9% 5 864 10.4% 2 760 不適用 
黃大仙 5 969 18.6% 4 038 12.6% 3 581 不適用 
觀塘 13 130 25.9% 9 096 17.9% 7 435 不適用 
荃灣 4 201 18.6% 2 910 12.9% 1 363 不適用 
屯門 9 941 22.1% 6 775 15.0% 3 390 不適用 
元朗 13 638 22.7% 8 296 13.8% 6 137 不適用 
北區 11 701 33.5% 3 952 11.3% 3 013 不適用 
大埔 6 400 22.9% 3 426 12.3% 1 656 不適用 
沙田 9 999 16.5% 7 652 12.6% 4 374 不適用 
西貢 4 864 14.4% 4 037 12.0% 1 287 不適用 
離島 2 883 23.9% 2 026 16.8% 1 847 不適用 
葵青 10 086 25.5% 6 953 17.6% 4 529 不適用 
合計 124 513 19.5% 81 268 12.7% 51 103 不適用 

1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二（續） 
2021/22 學年按地區劃分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的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人數  
及其佔該區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地區 
全額津貼 

（截至2022年1月31日） 
半額津貼 

（截至2022年1月31日） 
綜援 

[於2021年12月底（初步數字）]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 學生人數 所佔百分比1 

中西區 1 175 6.4% 1 058 5.8% 302 不適用 
灣仔 1 188 5.6% 972 4.5% 165 不適用 
東區 5 514 15.5% 4 237 11.9% 1 825 不適用 
南區 2 275 14.7% 1 871 12.1% 860 不適用 
深水埗 8 224 20.9% 5 034 12.8% 4 821 不適用 
油尖旺 4 200 15.3% 2 490 9.1% 1 453 不適用 
九龍城 8 292 15.3% 5 695 10.5% 2 584 不適用 
黃大仙 5 652 18.3% 3 625 11.7% 3 500 不適用 
觀塘 12 878 26.0% 8 495 17.1% 6 949 不適用 
荃灣 4 024 18.4% 2 771 12.7% 1 344 不適用 
屯門 9 383 21.4% 6 535 14.9% 3 145 不適用 
元朗 13 171 22.4% 7 886 13.4% 5 710 不適用 
北區 10 823 31.7% 3 806 11.2% 2 954 不適用 
大埔 5 998 22.2% 3 274 12.1% 1 529 不適用 
沙田 10 083 16.9% 7 475 12.5% 4 261 不適用 
西貢 4 795 14.6% 3 740 11.4% 1 185 不適用 
離島 2 969 25.2% 1 868 15.8% 1 703 不適用 
葵青 9 747 25.1% 6 602 17.0% 4 248 不適用 
合計 120 391 19.4% 77 434 12.5% 48 538 不適用 

1 由於綜援數據是截至每年 12 月底，而學生人數則按每個學年計算，因此無法計算相應的百分比。  
  



附件三 
 

2019/20至 2021/22學年  
領取學前及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資助的家庭數目及津貼發放總額  

 

學年  領取學前及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資助 1  
的家庭數目  

津貼發放總額 1  

（億元）  

2019/20 173 039 18.119 

2020/21 175 177 19.056 

2021/22 

（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165 961 17.049 

 
1 數目反映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學生資助處發放的學生資助。就綜援方面，社會福利署沒有備存領取綜援並有學前及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的

家庭數目及相關綜援發放總額的資料。  
 
 

– 完 –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DB06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123)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254) 給予學生的貸款  

分目：  (201) 為修讀政府資助課程的專上學生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貸款 

(202)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203) 為專上學生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貸款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計劃包括（ i）資助專上課程

學生資助計劃、（ ii）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iii）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 iv）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 v）擴展的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在新冠疫情嚴峻下，本港大學及大專畢業生失業率再創新高，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 2020年的調查顯示，八間大學的畢業生有 2.9%
的失業率是 11年來的新高，平均薪酬方面更明顯下調 7.4%，加上這兩年本

港疫情不斷，重創就業市場，導致薪酬下調，就此：  

(a) 政府會否延長免息延遲償還學生貸款的安排？如有，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b) 如有學生因經濟壓力而無力償還有關貸款，會作出甚麼措施協助他們

度過難關？  
 

提問人：何俊賢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0) 

 

答覆：  

 
(a)  為紓緩學生貸款還款人在疫情期間的現金流負擔，政府在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下推出紓困措施，在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暫緩

期）期間，為所有已開始償還學生貸款的還款人（已對其展開法律追討

行動的拖欠還款者除外），以及在暫緩期內開始償還學生貸款的新帳



 

戶還款人，提供免息延遲還款，還款期亦會相應延長。鍳於疫情持續，

政府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建議將上述免息延遲償還貸款安排延

長兩年，並已於 2022年 2月15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延長安排沿

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有關安排的實行細節及資格準則，包括同

樣為將會在延長的暫緩期內畢業的專上學生在延長的暫緩期間安排免

息延遲還款，於 2022年 4月1日至 2024年 3月31日內無須償還應繳的本金

和利息，貸款在有關期間內亦不會計算利息，他們的還款期亦會相應

延長。另外，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的每個還款帳戶於延長的暫緩期

內無須繳付 180元的年度行政費。  
 
(b)  為減輕學生貸款人的還款負擔，政府已就專上學生貸款計劃實行多項

改善措施，包括將須經入息及資產審查資助計劃的貸款年利率由 2.5%
下調至 1%，以及將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用以計算貸款利率的風險調

整利率由 1.5%下調至零，現時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年利率為 1.27%。

須經入息及資產審查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標準還款期已

劃一延長至 15年，還款安排亦由按季還款轉為按月還款。  
 
為紓緩學生貸款人在剛畢業後的財政負擔，並讓他們有更充裕的時間

尋找穩定的工作，他們可以選擇在完成課程一年後才開始償還貸款。

另外，貸款人如因經濟困難、患重病或繼續修讀全日制課程而有還款

困難，亦可申請免息延長還款期最長兩年至 17年，加上政府在 2020年 4
月 1日起為紓緩學生貸款人在疫情期間的潛在現金流問題提供長達四

年免息延遲還款安排，合資格的學生貸款還款人在整段暫緩期內無須

償還應繳的本金及利息，還款期亦會相應延長 (即整段還款期最長可達

21年 )。  
 

 

 

– 完  –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DB06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735)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228) 學生資助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1.   請列出過去十年，每年入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認

可課程的學生中，成功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學生數目、

總金額、佔全體學生比例；及  

2.   針對過去兩年的疫情，當局有否對該些成功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

助計劃的學生作出額外的協助，以令他們的生活及學習壓力減輕？  

 
提問人：鄧家彪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3) 

 

答覆：  

 
1.  在 2017/18至 2021/22學年，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有關資料表列

如下：  
 

學年  
成功申請資助

的學生數目  
獲發放  

資助總額@ 
(百萬元 ) 

成功申請資助的人數

佔全體合資格學生的

百份比  
2017/18 21 724 1,077.53 21.5% 
2018/19 19 519 969.65 19.5% 
2019/20 17 994 910.87 18.0% 
2020/21 17 579 899.25 17.9% 
2021/22* 14 079 721.54 14.4% 

@  由 2021/22學年起，為合資格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院校宿舍津貼及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提供的額外學習開支已被納入為恆常資助並包括在助學金內。  

*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的數字。  



 

 

2.   為紓緩學生貸款還款人在疫情期間的現金流負擔，政府在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下推出紓困措施，在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暫緩

期）期間，為所有已開始償還學生貸款的還款人（已對其展開法律追討

行動的拖欠還款者除外），以及在暫緩期內開始償還學生貸款的新帳

戶還款人，提供免息延遲還款，還款期亦會相應延長。鍳於疫情持續，

政府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建議將上述免息延遲償還貸款安排延

長兩年，並已於 2022年 2月15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延長安排沿

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有關安排的實行細節及資格準則，包括同

樣為將會在延長的暫緩期內畢業的專上學生在延長的暫緩期間安排免

息延遲還款，於 2022年 4月1日至 2024年 3月31日內無須償還應繳的本金

和利息，貸款在有關期間內亦不會計算利息，他們的還款期亦會相應

延長。  

 
 
 

– 完  –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LWB(L)03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562)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08 持續進修基金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將持續進修基金金額增加至 25,000元，近年申請

數目已持續增加，局方現時審批個案所需平均時間為多長，以及 2019-2020、
2020-2021、2021-2022及2022-23處理審批的職員人數？另外，請以表列出，

過去 2021-22年度持續進修基金所批出的個案中，最多人報讀的首 30個課程

（請以課程名稱及獲批人數列出）。  
 
 

提問人：林振昇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 

答覆：  

 
一般而言，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齊備，持續進修基金（基金）辦事處會在

接獲發還款項申請日期起計六星期（適用於現有帳戶持有人）或八星期（適

用於首次開立帳戶的申請人）內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我們沒有備存每宗

個案的處理時間。  
 
過去三個年度 (2019-20至2021-22年度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審批申

請的職員人數分別約為 100人、90人及 110人。2022-23年度的相關職員人數

將視乎申請數目而作出相應調整。   
 
2021-22年度 (截至 2022年 1月31日 )，按獲資助人數計算，首 30項基金課程的

名稱及獲批人數載於附件。  
 
 
 
 



 

附件  
 

2021-22年度按獲資助人數計算  
首 30項持續進修基金 (基金 )課程  

 
 基金課程名稱註 1  獲資助人數  

1 保安員訓練證書  1 579 

2 DIPLOMA IN BUSINESS FINANCE 754 

3 電氣佈線工證書  666 

4 全面美甲技術證書  (資歷架構第 3級 ) 618 

5 ENGLISH IMPROVEMENT COURSE 600 

6 CERTIFICATE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DATA ANALYSIS USING MICROSOFT EXCEL 506 

7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R)) PREPARATION COURSE 486 

8 專業技術分析實戰課程  485 

9 CERTIFICATE IN ELEMENTARY ENGLISH 465 

10 輕型貨車駕駛證書  409 

11 CERTIFICATE IN INTERMEDIATE ENGLISH 402 

12 進階英文備試技巧證書  397 

13 CERTIFICATE IN BEGINNER ENGLISH 393 

14 私家車駕駛證書  389 

15 水務喉管安裝證書  349 

16 CPA QUALIFICATION PROGRAMME 333 

17 數碼錄像製作證書課程  326 



 

 基金課程名稱
註 1  獲資助人數  

18 N5 能力試班 (初級日本語課程 )(單元 1-6) 325 

19 髮型設計及梳剪技巧證書（資歷架構第 1級）  319 

20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 ) 訓練證書   302 

21 財富策劃證書  299 

22 物業管理證書  -  臨時物業管理人（第 1級）牌照  294 

23 初級日語及中級日語課程  292 

24 CERTIFICATE FOR ADOBE ILLUSTRATOR, 
PHOTOSHOP & INDESIGN 272 

25 高級私人體適能教練證書  258 

26 證書 (單元 :日本清酒大師 ) 256 

27 證券投資分析證書  240 

28 髮型設計及梳剪技巧證書（資歷架構第 2級）  229 

29 綜合攀樹證書（資歷架構第三級）  228 

30 
 

普通話水平測試課程  223 

特殊幼兒工作專業文憑  223 

 
註 1：部分課程在培訓機構登記為基金課程時只提供英文名稱。  

 
 
 

– 完  –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LWB(L)03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811)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08 持續進修基金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就財政預算案計劃將「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上限由每人二萬元增加至二萬

五千元，並撤銷年齡上限，請政府回應：  
1. 過去三年，按年齡組別及頒授學歷劃分的持續進修基金獲資助人數及涉

及開支；  
2. 請列出最多發還申請的首 5個課程名稱、培訓機構、資歷架構級別、學費

及學員人數；  
3.  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於「持續進修基金」內納入網上課程，到現

時有多少已經被接納的網上課程數目和涉及哪些範疇？首 3個網上課程

名稱、培訓機構、學費及參加人數為何？發還開支及成效如何？  
4. 政府就實體及網上課程分別所採取的監管措施。  
 

提問人：梁文廣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 

答覆：  

 

1. 過去3年 (2019-20至2021-22年度 )，按年齡組別及頒授學歷劃分的持續進

修基金 (基金 )受資助人數及涉及開支的詳情載於附件一。  

 
2. 過去3年 (2019-20至2021-22年度 )，按獲資助人數計算，首 5項基金課程的

名稱、培訓機構、資歷架構級別及學費的詳情載於附件二。  

 

3. 基金於 2021年 10月開始接受培訓機構申請把合資格網上課程登記為基

金課程。截至 2022年 2月底，未有合資格網上課程登記為基金課程。  



 

 
4.  當局對培訓機構營運基金課程的方式、課程推銷手法、收費及質素保證

等均有規定。培訓機構必須遵守基金的批准登記條款和條件 (基金條款 )。
基金辦事處會進行巡查及突擊視察，如發現培訓機構違反基金條款或接

獲違規舉報，會立即跟進，並因應違規個案的嚴重性採取相應行動，包

括向培訓機構發出書面警告、將涉事基金課程從名單中暫時除名或取消

其登記等。措施適用於面授及網上的基金課程。  

    
  



 

附件一  
按年齡組別及頒授學歷劃分的持續進修基金受資助人數  

及發還款項金額  
 

2019-20 年度  
 

  
年齡組別  

總計  
18-29 30-39 40-49 50-70 

頒授學歷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博士學位  – – – – –  

碩士學位  54 25 7 4 90 

深造文憑  5 8 1 – 14 

學士學位  20 24 – – 44 

深造證書 /  
深造學歷  1 4 – – 5 

副學士學位  1 – – – 1 
高等文憑 /  
專業文憑 /  
進修證書  

143 146 64 34 387 

高級文憑  – – – – – 
文憑 /  
行政文憑 /  
學位文憑  

858 299 230 138 1 525 

副文憑  – 1 1 – 2 
高級 /專業 /  
高等證書  279 180 153 245 857 

證書 /  
行政證書 /  
學位證書  

3 100 2 149 1 310 1 256 7 815 

其他  
(例如修畢  
課程證明書 /  
出席證明書 ) 

6 865 3 266 1 319 800 12 250 

總計  11 326 6 102 3 085 2 477 22 990 

發還款項金

額 (百萬元 ) 79.5 41.1 21.4 16.7 158.7 

  



 

 
2020-21 年度  
 

  
年齡組別  

總計  
18-29 30-39 40-49 50-70 

頒授學歷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博士學位  – – – – –  

碩士學位  43 12 8 2 65 

深造文憑  1 – 1 1 3 

學士學位  11 14 3 1 29 

深造證書 /  
深造學歷  2 3 – 1 6 

副學士學位  3 – – – 3 
高等文憑 /  
專業文憑 /  
進修證書  

154 191 149 81 575 

高級文憑  – – – – – 
文憑 /  
行政文憑 /  
學位文憑  

795 336 223 184 1 538 

副文憑  – – – – – 
高級 /專業 /  
高等證書  301 321 185 201 1 008 

證書 /  
行政證書 /  
學位證書  

3 227 2 907 2 313 2 706 11 153 

其他  
(例如修畢  
課程證明書 /  
出席證明書 ) 

12 375 6 936 2 939 1 330 23 580 

總計  16 912 10 720 5 821 4 507 37 960 

發還款項金

額 (百萬元 ) 110.3 69.9 37.5 24.4 242.1 

  



 

2021-22 年度 (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 
 

  
年齡組別  

總計  
18-29 30-39 40-49 50-70 

頒授學歷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博士學位  – – – – –  

碩士學位  58 25 15 2 100 

深造文憑  21 15 5 15 56 

學士學位  24 56 19 – 99 

深造證書 /  
深造學歷  27 26 9 19 81 

副學士學位  – – – – – 
高等文憑 /  
專業文憑 /  
進修證書  

311 420 269 166 1 166 

高級文憑  74 4 3 – 81 
文憑 /  
行政文憑 /  
學位文憑  

1 309 504 360 332 2 505 

副文憑  – – – – – 

高級 /專業 /  
高等證書  693 790 544 559 2 586 

證書 /  
行政證書 /  
學位證書  

4 979 5 283 4 217 4 068 18 547 

其他  
(例如修畢  
課程證明書 /  
出席證明書 ) 

14 009 8 331 3 297 1 702 27 339 

總計  21 505 15 454 8 738 6 863 52 560 

發還款項金

額 (百萬元 ) 168.3 115.6 65.8 44.7 394.4 

 
  



 

附件二  
 

按獲資助人數計算的首 5項持續進修基金課程  
 
2019-20年度  
 

 基金課程名稱註 1  培訓機構名稱註 1  資歷架構

級別
註 2  

獲資助

人數  
學費註 3  

($) 

1 
CPA 
QUALIFICATION 
PROGRAMME 

香港會計師公會  不適用  598 17,600 

2 電氣佈線工證書  機電工程協會

(香港 )有限公司  2 559 12,500 

3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R)) 
PREPARATION 
COURSE 

英華美教育 (香
港 )有限公司  不適用  375 13,800 

4 
ENGLISH 
IMPROVEMENT 
COURSE 

WALL STREET 
ENGLISH 不適用  374 25,950 

5 
N5能力試班 (初級日

本語課程 )(單元1-6) 日經日本語學校  不適用  338 9,400 

 
 
 
 
 
 
 
 
 
 
 
 
 
 
 
 
 
 
 
 
 
 
 
 



 

2020-21年度  
 

 基金課程名稱
註 1  培訓機構名稱

註 1  
資歷架構

級別
註 2  

獲資助

人數  
學費

註 3  
($) 

1 保安員訓練證書  工聯會職業發展

服務處有限公司  1 2 056 550 

2 
ENGLISH 
IMPROVEMENT 
COURSE 

WALL STREET 
ENGLISH 不適用  506 48,375 

3 
CERTIFICATE IN 
BEGINNER 
ENGLISH 

EF LANGUAGE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不適用  487 16,800 

4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R)) 
PREPARATION 
COURSE 

英華美教育 (香
港 )有限公司  不適用  473 13,800 

5 
CERTIFICATE IN 
ELEMENTARY 
ENGLISH 

EF LANGUAGE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不適用  459 16,800 

 
 
 
 
 
 
 
 
 
 
 
 
 
 
 
 
 
 
 
 
 
 
 
 
 
 



 

2021-22 年度 (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 
 

 基金課程名稱
註 1  培訓機構名稱

註 1  
資歷架構

級別
註 2  

獲資助

人數  
學費

註 3  
($) 

1 保安員訓練證書  工聯會職業發展

服務處有限公司  1 1 579 550 

2 
DIPLOMA IN 
BUSINESS 
FINANCE 

動向教育中心  不適用  754 19,800 

3 電氣佈線工證書  機電工程協會

(香港 )有限公司  2 666 13,500 

4 
全面美甲技術證書  
(資歷架構第 3級 ) 

蒙妮坦學院有限

公司  3 618 14,800 

5 
ENGLISH 
IMPROVEMENT 
COURSE 

WALL STREET 
ENGLISH 不適用  600 48,375 

 
註 1 部分課程在培訓機構登記為基金課程時只提供英文名稱。  
註 2  由 2008年起申請登記的基金課程必須獲資歷架構認可及在資歷名冊登記。在 2019年 4月 1

日優化措施實施後，所有在 2008年資歷架構推出前登記，並由本地非自行評審培訓機構

營辦的基金課程，必須在四年的過渡期內 (即 2023年 3月 31日或之前 )通過評審，以在資歷

名冊下取得登記，方可繼續登記為基金課程。  
註 3 該年度年結時的登記學費金額。  

 
 

– 完  –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LWB(L)03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616)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08 持續進修基金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曾裕彤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在需要留意事項中，局方提及監察持續進修基金納入合資格網上課程的情

況；就此，可否告知本委員會﹕  
1. 過去五年，申領及獲批核的持續進修基金的每年人數和發放金額為何； 
2. 過去五年，最多涉及申請報讀課程的種類 (碩士、學士或副學士 )的細明

化分列為何 ? 
 

提問人：陸瀚民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 

答覆：  

 
1及2. 過去 5年 (2017-18至 2021-22年度 )，持續進修基金的獲資助人數、按頒

授學歷劃分的分項數字及發還款項總額的詳情載於附件。  
 
 

  



 

附件  
 

持續進修基金獲資助人數、按頒授學歷劃分的分項數字及發還款項總額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頒授學歷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獲資助  
人數  

碩士學位  87 85 90 65 100 

深造文憑  20 9 14 3 56 

學士學位  67 47 44 29 99 

深造證書 /  
深造學歷  3 3 5 6 81 

副學士學位  3 – 1 3 – 
高等文憑 /  
專業文憑 /  
進修證書  

425 311 387 575 1 166 

高級文憑  – – – – 81 
文憑 /  
行政文憑 /  
學位文憑  

1 734 1 227 1 525 1 538 2 505 

副文憑  18 4 2 – – 

高級 /專業 /  
高等證書  584 562 857 1 008 2 586 

證書 /  
行政證書 /  
學位證書  

6 015 6 498 7 815 11 153 18 547 

其他  
(例如修畢課程

證明書 /  
出席證明書 ) 

11 635 10 586 12 250 23 580 27 339 

總計  20 591 19 332 22 990 37 960 52 560 

發還款項總額  
(百萬元 ) 136.6 124.3 158.7 242.1 394.4 

 
 

– 完  – 



 

 審核 2022-23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LWB(L)03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548) 
 

  

總目：  (173)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08 持續進修基金  

綱領：  (1) 學生資助計劃  

管制人員：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曾裕彤)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政府將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上限由每人二萬元增加至二萬五千元，並撤銷年齡

上限。局方可否告知本會該計劃開支變化的詳情以及預期增加的參與人數；會

否考慮參考新加坡，為注資設定時限以製造誘因，提升參與率、以及加入更多

與科技相關課程，促進全民技能提升，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黃元山議員(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5) 

答覆：  

 
持續進修基金(基金) 自 2018 年獲注資後，截至今年 1 月底的結餘為 108 億元，

預計足以應付放寬資助上限至 25,000 元和撤銷年齡上限後的額外開支。我們會

密切留意新措施實施後承擔額結餘及開支總額的變化。  
 
基金課程現時涵蓋所有在資歷名冊下登記的  合資格課程，包括 14 個學習及培

訓範疇的課程、《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及《通用(基礎)能力說明》為本課

程。「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工程及科技」、「資訊科技及通訊業」及

「製造科技業」等與科技相關的範疇已包括在內。培訓機構可因應市場需要，

設計及開辦新課程，申請登記為基金課程。政府會繼續留意基金的使用情況。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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