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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私框》及保障教師權益

　　當局於2012年制訂《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當
中明確教師每周正常工作時間、授課時間及超時工作等規定，以適當減
少教師的授課節數，提升專業素質，並透過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註1】，加強對教學人員的職業保障。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早前指出，自《私框》實施以來，教學人員的教
學和非教學工作量均得到顯著改善，2020/2021學年，幼兒、小學和中學
教育階段教師的每周平均任教節數分別為20.8節、16.3節及14.3節，較
《私框》實施前的2011/2012學年分別下降11%、9%及14%【註2】。
另外，當局亦於本學年《學校運作指南》中加入《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
指引》【註3】。

　　然而，不少前線教師反映，隨着教學模式漸趨多元，課堂以外其他
非授課工作量大增，工作負擔與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現時網絡應用普及
的情況下，由學校開設的各類工作群組及要求教師開設與家長的通訊群
組等，均會隨時收到各項工作指示、通知及查詢，而《放學後使用通訊
軟件指引》只建議透過“共同協定”及“相互體諒”等原則展開協商，前線
教師始終處於被動位置，當中不少仍然長期處於工作狀態。值得指出的
是，倘教師作息長期受到影響，亦難以保證教學質量。

　　另外，《私框》規定私立學校須為教學人員設立公積金，一定程度
上為教師退休作出基本保障，但沒有設定明確的供款比例，學校只需將
公積金章程交教青局備案。事實上，本澳大部份學校的薪資計算是由底
薪結合其他各項津貼組成，而公積金供款比例只以底薪部份計算，不同
學校供款比例各有差異甚至相差極大，影響部份教師的退休保障。

　　就上述問題，特區政府過去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曾表示，“...將繼續
根據教育發展趨勢檢視制度的落實情況，優化《私框》內各項措施，持
續和教育界溝通及蒐集意見...”【註2】。遺憾的是，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檢
討與修法計劃。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私框》實施已屆十年，當局現時有否《私框》檢討及修訂的
明確計劃，並將於何時開展修法程序？另外，除《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
指引》外，有否其他有效機制或措施能保障教師合理休息權，確保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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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教學質量不受影響？

　　二、當局在掌握本澳各私校公積金供款章程的情況下，會否研究在
不低於已享有的福利標凖下，制定學校與教師雙方最低供款比例標準？
同時，當局會否考慮重新研究由教師、學校、政府三方供款方案的可行
性？

　　三、在保障教師退休權益方面，當局會否考慮加大資源投入，增設
教職人員退休金制度，因應年資獲取相關比例的退休津貼，為教師提供
穩定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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