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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教育局昨公布已與出版商達成共識，於新學年落

實課本教材分拆，在新安排下，學校要自行購買教師用書及教材，禁止再由書商贈

送有關物品，否則隨時接「警告信」。當局盼在「用者自付」下，為書商騰出空間

減價。另為提高透明度，出版商須於下月呈交的「適用書目表」中列明分拆後的產

品價格，未經送審的產品費用亦要上載到公司網頁。兩大出版社商會否認與局方達

成共識。有業界更指，學校可沿用這幾年已派發的教師教材，分拆無

助減輕成本，故新學年書價加幅需與通脹看齊。

學校盼增班級津貼助買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日後若學

校要使用書商教材，就要「自掏腰包」購
買，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認為，當局的

「分拆」方案是出於好意，無疑對降低教
科書價格帶來幫助。該校為了配合學習需
要，早於09/10學年開始棄用部分書商教
材，現時該校的一、二年級學生，均全面
使用學校自製的英語教材，但部分學科如
常識、普通話科，由於教材製作困難、但
使用率高，要棄用並不實際，校方期望當
局酌量增加「班級津貼額」，以資助購買
書商教材。

家長多歡迎分拆方案
書商年年上調教科書價格，最「叫苦連

天」的莫過於家長。事實上，不少家長均
對「分拆」方案表示歡迎，期望有效降低

書價；但亦有家長擔憂，並非每一所學校
能負擔額外開支、以購買書商教材。

女兒正就讀鮮魚行學校小四的劉太就憂
慮，如學校為節約開支、不購買教材，教
師須自製教材，可能令教師繁重的工作量
再增加，間接影響課堂的教學質素。

其實早於2年前，鮮魚行學校已在低年
級開始使用自製教材。該校英文科主任嚴
阮素媚表示，每年書商送來的樣板、隨學
生訂書送來的教材，已塞滿校園內大大小
小的鐵櫃，但許多都未必用得 ，而書商
教科書的內容亦未必符合個別學校的教學
需要。該校於是決定自製一套教材。嚴阮
素媚坦言，當局若要鼓勵教師按校本需要
自製教材，就應該給予相應的支援，例如
網上多媒體資料庫、教材範例等，幫助教
師踏出第一步。

價太高影響選書取向
教育局認為分拆安排下，教科書有下調

空間，但由於教育局不可能左右書價，須
由自由市場決定。對此，梁紀昌相信書商
亦不敢「坐地起價」，相信分拆後的教科
書、教材均在合理價格範圍內。「始終選
擇用書權在老師手裡，如果出版社太『狼
死』，將教材價錢標得太高，可能影響教
師日後選書的取向。」

梁紀昌表示，該校希望在更多科目、班
級逐漸棄用書商教科書，轉用教師自製的
教材，但部分科目如常識科、普通話科，
所需教材較多，無法完全棄用。因此，他
建議教育局應酌量增加「班級津貼額」，
按學校班數給予額外津貼，作為購買書商
教材之用。

教科書價格問題近年廣受社會關注，出版商為
吸引學校選用其出版的教科書，慣性贈送教師用
書及輔助教材，結果「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
變相轉嫁到家長身上。另一方面，出版商又將
學生的課本與學材捆綁式發售，但不少學生根
本用不 ，造成浪費。教育局於是提出將教師
用書、學材及學生課本分拆定價，計劃原定去
年推行，但在出版業界強烈反對下，遂延至今
年實施。

音樂普通話光碟可豁免
教育局昨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呈交文件，

指課本委員會已就落實方案召開3次會議，並與
業界達成分拆教材的共識。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
表示，出版商需於下月在「適用書目表」中公開
分拆後教科書、學材及教師用書的定價；另教師
用書及教材亦不宜公開發售，出版商須以其他渠
道向學校銷售，但亦須在網上公開定價，以增加
透明度。

陳維安補充指，一些與課本不可分割的學材則
可獲酌情考慮豁免，如音樂科光碟及普遍話科的
聆聽光碟，由於學生回家後仍要使用有關學材，
則可不用分拆。

就新安排能否令教科書減價，陳維安指「教科
書是自由市場上的商品，當局無法干擾」，故現
時難以估計，但認為出版商面對電子學習等市場
競爭下有減價空間。

業界料加幅看齊通脹
中英文教育出版事業協會及香港教育出版商會

發言人李家駒表示，在撥款機制及時間表大原則
上仍未與當局達成共識，須於下周會議上再與當
局商討。兩會今日會在報章上刊登廣告，表達商
會的憂慮。

有業界人士指，過去兩年因金融海嘯及響應當

局暫緩分拆政策被迫凍價，2間年已構成沉重加
費壓力，坦言在新學年的加費幅度需與通脹看
齊。

不設專款資助買教材
另當局將不會為學校設立「專款」資助學校購

買教材，學校可透過現行的撥款機制購買教材，
有需要時才作額外增撥。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課程發展) 張國華指，
為確保分拆教材順利推行，將會向學校發通告，
禁止收取免費教材，違規學校有機會收取「警告
信」。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表示，學校在未有
專款協助下，最終或要減少學生的活動經費以購
買教材。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張勇邦則希望當局先
釐清收取免費教材的定義，「如果書商強行將教
材送抵學校，學校是否須立即送回還是上繳當
局?」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劉李偲嫣對當局
未能承諾分拆後有助減低書價感失望，「書商今
年會否大刀闊斧加價，仍是未知知數，作為家長
感到不能接受」。

新學年教材分拆方案
1.出版商下月須在網上公布分拆後課本、教材、
學材價格

2.教師用書及具有紅字答案的教材不得公開發售

3.一些與課本不可分割的學習材料可獲酌情豁免
分拆出售

4.學校不得收取免費教材，否則有機會收警告信

5.當局不會為學校設專款資助，學校須以現行撥
款機制購買教材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教局限下月交書目表冀減價 出版商會否認有共識

■教育局昨日公布新學年正式落實課本教材分拆方案，希望出
版商在成本下降下，會減低書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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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未來十年到底走一條怎樣的道路？傅
育寧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招商局總部重在戰略
把握，提高資本效率；各公司重在精細化管理，
提高運營效率；通過金融與實業的互動，謀求發
展模式與業務的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

他告訴記者，未來十年，招商局要實現三項
跨越發展目標：一是質的跨越，也就是企業的
整體素質得到提升；二是規模與效益的提升，
總的要求是平穩較快、跑贏大市，在企業整體
素質良好、風險可控的基礎上，推動規模與效
益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同時努力提升集團各業
務板塊的行業地位；三是成為綜合素質領先的

央企，未來十年招商局各項經營發展指標要繼
續高於央企的平均水平，EVA、ROE、成本費
用利潤率等要做到央企一流，在國家重點培育
的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中成
為綜合素質領先者。

在談到「走出去」時，傅育寧說，招商局的
國際化是圍繞業務的需要來做的。未來十年，
招商局現有產業中，港口、金融、物流等產業
的國際化佈局爭取能取得新的突破，基本形成
國際化的管理團隊和文化。

對於招商局上市旗艦招商局國際（0144）未
來的發展，傅育寧認為，未來，招商局國際要
認真研究如何延伸價值鏈，研究向第四代港口
的轉型，研究保稅港向自由港轉型中存在的機
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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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團（簡稱招商局）是
國家駐港大型企業集團，經營總
部設於香港，是國有重要骨幹企
業，亦被列為香港四大中資企業
之一。招商局於1873年在香港開
設經營機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
的中資企業，也是中國歷史最悠
久的企業。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在晚
清、民國、新中國留下身影，在
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紀留下足
跡，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先驅，
被譽為「中國民族企業百年歷程
縮影」。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

招商局在新的發展戰略指導下，立志創
造歷史上的第三次輝煌。

目前，招商局業務主要集中於交通
（港口、公路、能源運輸及物流、修船及
海洋工程）、金融（銀行、證券、基金、
保險）、房地產等三大核心產業。

招商局以其悠久的歷史和雄厚的實
力，在海內外工商界有 廣泛的影響。

■創立於1872年的招商局

招商局集團是香港中企協會成員，借助協會的平台，積極

參與社會各種公益活動。

記者近日從招商局集團（以下簡稱招商局）獲悉，招商局

2010年實現利潤總額216.34億元，創歷史新高，淨利潤在全

國中央企業中排第9位。

招商局於2007年提出的5年「新的再造工程」，也在去年提

前一年完成。以2010年底與2006年底相比，招商局總資產增

長280.7%、淨資產增長252.8%、母公司淨資產增長242.3%、

營業收入增長206.8%、利潤總額增長238.5%、母公司淨利潤

增長201.7%，都實現了翻番。

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

對於招商局來說，過去十年，是奮進的
十年，是開拓的十年，是收穫的十

年。經過十年的努力，招商局取得了令人
矚目的業績，這首先表現在財務指標上：
2010年與2000年底相比，招商局總資產增長
6.5倍，淨資產增長7.7倍，利潤增長16.7
倍。招商局連續6年在央企考核中為A級，
是央企僅有的12家「6A」級企業之一。

從產業競爭力上看，過去十
年招商局的交通、金融、房地
產等三大核心產業也得到了大
幅提升。以港口業務為例，招
商局港口業務過去十年間從深
圳、香港起步，逐步完成了在
全國樞紐港的佈局，並開始走
向海外，經營地區從2個增加到
9個，集裝箱泊位數從15個增加
到112個，年集裝箱吞吐量由540
萬標箱增加到5228萬標箱，年散
雜貨吞吐量由0.24億噸增加到2.8
億噸。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對

記者說：「經過十年的發展，招商局總體
從一家處於困境的企業成長為一家具有較
強市場競爭力、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健
康企業，從盈利十億級的企業成長為百億
級的企業，並已發展成各項主業全國性佈
局的綜合性企業。」

他認為，招商局要繼承和弘揚在過去十
年形成的以下五個方面的經驗：一是均衡
發展的理念；二是集中資源發展主業的戰
略；三是不斷完善與強化總部建設；四是
過程管理的體系；五是不斷注入新活力的
文化。

在繼承與創新中實現跨越
在招商局139年的發展史上，創新是真正的主

旋律，每一次重大的創新，都完成了自身一次
歷史性的跨越。在謀劃新十年的工作時，招商
局再次將創新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傅育寧說：「創新應該成為招商局未來十年
工作的主線。」他告訴記者，招商局未來十年
要推動以下六個方面的創新：
一是理念的創新。招商局在繼續堅持「規

模、質量、效益均衡發展」的同時，需要重新
引入「效率」的概念。未來十年，對於集團而
言一定是效率提升的十年、「效率紅利」培育
形成的十年。
二是市場的創新。過去十年，招商局立足香

港，不斷拓展內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市場。
未來十年，招商局一是要走出去，走向國際市
場；二是要走回去，走向內地的其他區域。
三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是招

商局現有各項業務共同面臨的問題。
四是管理的創新。在管理的創新上，招商局

最重要的是要把精細化管理引向深入。要引入
相應的管理體系、管理工具，為精細化管理提
供有效的抓手，使精細化管理做到數量化、模
組化、全員化。
五是產業的創新。在今天新產業風起雲湧的

時代，招商局要積極探索、發展新
的產業領域。目前主要應圍繞新興
戰略性產業、綠色產業、內需市場
等方面進行研究。
六是金融與實業的互動。隨 金

融環境的變化，使得資本效率的問
題更加突出。招商局一方面要加強
戰略管控，配置好資源；同時，需
要一個新的發展方式，那就是充分
運用金融槓杆，探索金融與實業的
互動之路。

傅育寧說：「招商局未來十年的故事能不能講
出新意、講得精彩，以上六個方面的創新是關
鍵。如果說未來十年的發展是一篇大文章的話，
那麼這六個方面的創新就是這篇文章的文眼。」

堅持五條經驗

推進六個創新

未來跨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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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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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首度南巡就視察了招商局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傅育寧

■招商局從深圳蛇口、香港起步，逐步完成了在全
國樞紐港的佈局並走向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