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拆定價」決裂事件簿
2008年10月 教育局成立「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專責

小組」，由副局長陳維安出任主席，開
始研究教科書定價等事宜。

2009年5月 專責小組得出初步方向，向立法會提交
「6大招數」為書價製造減價空間，包
括：嚴格執行3年不改版、制訂出版指
引、監察出版商與學校買賣課本交易、
將課本和其他附送教學資源分拆出售、
提高課本價格資料的透明度及鼓勵教師
編制校本教材。

2009年5月 書商及出版社初步認同「分拆」方案，
但強調學校應設「專款專項」，作購買
教材之用。

2009年10月 專責小組發表報告書向教育局提交「5
年不改版」、推動電子學習及於10/11學
年實施「分拆定價」等多項建議。

2010年2月 出版商會要求當局提供1至2年過渡期，
讓出版商為「分拆定價」及調整價格作
準備。

2010年5月 兩大教科書出版商會「聯手」凍結書
價，此舉成功換取教育局將「分拆定價」
政策暫緩1年，即於11/12學年才推行。

2011年1月 教育局與書商重啟談判，但討論呈膠㠥
狀態。兩大教科書商會聲稱，年內落實
分拆有困難，並「預告」今年難效法去
年凍價。教育局「企硬」，拒絕讓步。

2011年3月 教育局宣布已與出版商達成共識，將如
期落實「分拆」；但兩大教科書商會反
駁指，與當局仍未解決關於撥款機制、
時間表等問題，否認有「共識」。

2011年4月4日 兩大教科書商會突出「奇招」，一反過
往經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公布書價的
做法，聯手「搶閘」在網上公布新學年
書價，書價加幅最高達10%，並拒絕分
拆。教育局就此表示失望。

2011月4月5日 陳維安公開批評書商要求當局資助學校
買教材不公道；出版商成員石國基則
稱，教育局強推新政只為博取巿民掌
聲，卻置書商於不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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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昨晚宣佈，自４月６日起，

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

0.25個百分點，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

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相應調整。內地

去年以來連續加息四次，目的是緩解負利

率，降低通脹預期。負利率使老百姓手中的

錢不斷縮水，導致通脹預期和由此引發對商

品的搶購和資產泡沫等問題，直接影響民眾

對貨幣的信心及社會穩定。雖然加息是雙刃

劍，不可避免地對實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但在目前實際負利率和通脹加劇情況下，持

續加息是必須作出的選擇。

央行連續加息，給市場一個震撼性的衝

擊，顯示決策層解決負利率的決心，會有利

及早抑制通脹預期惡化。過去10年，扣除物

價因素後，內地實際利率為正1.33％，這是

過去10年內地經濟穩健發展和社會保持穩定

的重要因素。今次加息後，一年期存款利率

達到3.25％，儲戶財富縮水情況將有一定程

度緩解，但以當前通脹率5％為計，目前儲

戶負利率仍然有1.75％。許多民眾擔憂手中

錢貶值，仍然會積極尋找投資渠道，導致流

動性進一步泛濫。央行貨幣政策委員夏斌表

示，今年內內地極有可能運用加息手段，使

實際利率達到正水平。由此來看，今年央行

還有一連串後續加息動作。

由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帶來的全球流動性泛

濫，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攀升，內地輸入性通

脹壓力日益增長，加上內地勞動力成本上升

等因素，內地通脹受到國內外兩面因素夾

擊。目前內地流動性十分嚴重，M2（廣義貨

幣供應）佔GDP比重接近200%，達到歷史最

高水準，央行不得不連續加息和上調準備金

率，以減低流動性和通脹壓力。

然而，加息是雙刃劍。加息好比給貨幣老

虎多餵塊肉，讓它乖乖趴在籠子裡別出來橫

衝直撞，但餵飽了貨幣老虎，又不可避免餓

瘦了實體經濟。鑒於持續加息對實體經濟的

影響，內地在加息的同時，可考慮增強匯率

靈活性，讓人民幣穩步升值，以抵銷大宗商

品價格升幅。同時，應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發

展，以發揮資本市場「蓄水池」減低流動性

的作用。

(相關新聞刊A1版)

香港多間主要教科書出版商突然宣布加價，並稱一

直未就分拆事宜與教育局達成共識。教育局隨即反

擊，指雙方於去年4月已達成協議，只是業界說要解決

版權等問題，當局才同意推遲至今年9月實施。書商卻

突然以當局不肯「包底」為由，違背了當初的承諾，

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必須受到批評。同時，當局也不

應受其威脅，以公帑為教材「包底」，否則書商將來恐

怕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價，受害的將會是莘莘學子及

其家長。

本港教科書價格一直居高不下，癥結在於當局採取

放任自流政策，將教科書的編寫及定價主導權完全交予

書商，此舉不僅令到書價年年攀升，遠遠超出一般市民

的可負擔範圍，而且在缺乏有效監管下，教科書質素也

是良莠不齊。教科書並非一般商品，不能只計算盈利成

本，更要顧及全港社會的利益，當局不能再對教科書市

場放任不管，而應在書價及內容上都作出一定介入，既

要保障教科書質素，也要控制書價加幅。

教科書是所有家庭不可避免的開支，書價上漲對基

層市民的生計造成極大影響，一個中小學生每年的買

書開支動輒要3千多元，如果家中有兩名在學子女，隨

時用去基層家庭一個月的大半收入。據消委會資料顯

示，中小學教科書自04年開始已不斷加價，7年來的累

積加幅高達24%，但同期通脹卻只有8%。書商為了賺

取利潤，完全罔顧社會責任。

過去書商在出售教科書時，都會為教師免費提供印

刷精美的教材，甚或各種網上資源、圖片、資料、光

碟等，美其名是為教師提供更全面的教學資料，實際

是將這些成本全數轉嫁到學生身上，藉此提高書價。

不過，將教材與教科書綑綁出售對學生並不公平，因

為教材費用不應由學生負擔，而且部分書商故意將教

材做得美輪美奐來提高書價，將兩者分拆是合理之

舉。

應該看到，教科書的編寫屬於教育體系重要的一

環，在大部分國家或地區都是由政府直接處理，一方

面確保內容質素有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確保書價維持

在較低水平。本港教科書價一直位居全球前列，原因

是當局對於教科書放任不管。固然，當局不必將所有

教科書的編制、出版、定價、出售全部包攬，但在具

體的運作中必須承擔一定的角色，例如加強對教科書

內容的審核、對教科書加價有一定把關權等，藉此加

強當局在教科書市場上的角色。同時，當局應加快發

展電子書的步伐，擴充網上的教學資源，為師生提供

更多的教學支援，以減輕對傳統教科書的依賴。

(相關新聞刊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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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加息緩解負利降通脹預期 書商不應違承諾 政府亦需作承擔

教局反擊書商：
拆教材早有承諾

陳維安：要政府包底不公 會議紀錄證去年4月有協議

學者倡校方齊選書 迫書商減價

料買書開支5000元 家長「荷包大出血」 學校批濫送教材 1書附13碟看不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特區教育局與教科

書出版商就教科書、教材分拆定價問題正式「開

戰」：香港多間主要教科書出版商突然公布加價，並

稱一直未就分拆事宜與教育局達成共識；教育局隨即

反擊，指該局在翻查會議紀錄後證實，雙方於去年4

月已達成協議，只是業界說要解決版權等問題，當局

才同意推遲至今年9月實施。而一直牽頭處理有關事

件的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則批評，教科書商要求當局

向學校提供購買教材專款才肯分拆的要

求「不公道」，當局決不會讓步。

教育局一直強調新學年將如期實施教科書、教材分拆，出版商
不能再向學校贈送教材，學校要自行購買，避免教材成本變相轉
嫁到家長身上，同時為書商提供減價空間，惜事與願違。兩大教
科書商會日前趁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下周一討論分拆事宜的前
夕，「搶閘」於網上公布新學年教科書價格，平均加幅為3%至
5%，更拒絕分拆安排。
教科書出版商石國基解釋稱，業界「搶閘」公布書價，是擔心

當局「執意推行損害業界利益的政策」，「在討論過程中，政府
只是慷他人之慨，是㜚我們的血，去換取他人的掌聲」。他指製
作新高中課本支出巨大，分拆會令業界蒙受很大損失。

書商：僅細節達共識
兩大教科書商會亦指，他們只是與教育局就分拆措施實施後的

一些細節達成共識，但推行時間一直未有協議，業界一直都要求
有2年時間來解決技術性問題，而不是教育局提出的1年。
不過，教育局強調，在翻查會議紀錄後發現，當局與教科書出

版商於去年4月已達成分拆定價的共識，但當時書商指要解決版
權等技術性問題，特區政府才同意多給予1年時間，延至今年9月
才推行。

當局正製作中小學電子教材
陳維安昨日在首次回應事件時更高調批評，書商要求當局為學

校購買教材包底才肯分拆，這要求「不公道」，「書商理應減價
⋯⋯書商要求減1元，特區政府就要為學校訂立同等的專款專用
買教材，當局不能接受」。他重申，當局將會向學校發通告，指
學校新學年不可收取所謂「教材」及教科書出版商的其他贈品，
以降低成本，釋出減價空間。他又指當局正為中小學製作電子學
習教材，為學校提供更多教材選擇。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劉燕卿則指，社會就教科書、教材分

拆定價的議題上已討論逾10年，故對是次分拆失敗感到失望：
「真係講到氣餒⋯⋯教材的費用不應該由家長支付，有關的做法
是不恰當及不理性的。」
她又指，教科書連同教材一併出售是「另類搭賣」，「成件事

變成『你（學校）話事，我（家長）負責』，巿場被扭曲下，社
會更需要加強監察」。

教育局提出分拆定價時，已一再強
調教科書屬於商品，當局難以調
控，故希望透過禁止書商贈送教材予

學校，為書商提供減價空間，此舉旨在讓
輿論壓力令書商下調價格，但似乎成效不
彰。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曾淵滄(見圖)認為，教科書市場目前處於
「半壟斷」的狀況，特區政府難以干涉，
價格升跌只能靠市場作出調整，故建議學
界要團結，多從書價考慮選書，才能迫使

書商減價。

書市場「半壟斷」 政府難出手
曾淵滄昨日解釋指，教科書與一般商品有別：教

科書是學校指定家長購買的物品，家長無選擇權，
不屬「自由商品」，加上目前教科書出版商數目不

多，結果教科書市場上出現「半壟斷」情況，亦即
「寡頭壟斷」，但「寡頭壟斷」的商品，並不等同
「壟斷」，情況與電力供應等「壟斷」情況有別，故
特區政府難以干涉。
特區政府在控制商品價格上「無能為力」，出版商

作為商人，爭取利潤天經地義，教科書減價豈不是
遙遙無期？曾淵滄坦言，家長無法選擇教科書，取
決教科書價格的關鍵在學校，而大部分學校過往在
選擇教科書時，通常不考慮書價，只按照慣性及喜
好而選書；簡單而言，書商若與學校「傾好數」，家
長亦只能無奈接受，間接造就書商每年加價。因
此，要控制教科書價格，可從學校入手，如果學校
選擇課本時，同時將價格考慮作重要因素，書商在
市場競爭下，須降低價格以吸引用家。

倡效新加坡 由當局出書

曾淵滄
又建議，
特區教育
局可仿效
新加坡的
做法，由
政府負責
出 版 教
材，並坦
言當局拒
絕出版教
科書，只是擔心被外界批評政府想以教科書向學生
洗腦，但變相令當局無法制衡教科書出版商，可謂
顧此失彼，而學界亦可考慮組織牽頭，邀請內地出
版社協助出版教科書，價格自然可大大降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兩大教科
書出版商會近日突然公布新學年書價，部
分課本加幅驚人。對此，香港東區家長教
師會聯會主席趙明(右圖)坦言感到「驚
恐」，他指去年為就讀小五的幼子購買教
科書共花費4,000元，預期新學年有關開支
要達5,000元。對此。他大感無奈，坦言已
作好「荷包出血」的準備。

推行新制 課本難變「傳家寶」
趙明表示，教科書年年加價已非一朝一

夕的事：自10多年前、他的長女升讀小學
開始，已知悉部分育有多名子女的家長，
為了減省購書開支，實行「大傳小」機
制，將兄、姊的課本作業上筆跡擦乾淨，
將之留給弟、妹再使用。但書商動輒將教
科書改版，加上新學制推行、部分課本內
容確須修改，令家長無計可施，只能無奈

「捱貴書」。
他強調說：「在通

脹壓力下，相信一般
中、小學生新學年的
開學支出將增加 2
成，壓力沉重。」
教育局與書商多番

糾纏，雙方就分拆課
本一事的「共識」各說各話，變成了「羅
生門」事件，趙明坦言感到「失望」及
「心淡」，「3年前教育局成立小組，當時家
長覺得（降低書價）有一絲曙光，但今次
書商的舉動一舉吹走家長多年來的期望」。

盼加入家長代表商討
他期望在社會壓力下，局方與書商能盡

快重回談判桌，勿再「隔空傳話」，並考
慮加入家長代表一同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
課本分拆問題愈鬧愈僵，學界對此
表示關注，不少學校均贊同用者自
付原則，指由學校付費替教師買教
材也沒有問題，最重要是質素。另
有學校批評書商贈送的教材質素參
差，很多時甚至有濫送的情況，曾
有一本教科書附送13隻光碟給學校
做教材，但教師根本沒有時間看，
造成大量浪費。

指質素參差 倡電子化
鳳溪公立學校行政總裁兼校監馬

紹良表示，每年均會收到大批書商
送來的免費教材，質素參差之餘，
大部分都用不㠥，濫送情況嚴重。
他建議書商可以把教材電子化，不
要局限只給老師使用，若適合學

生，家長才付錢購買，這樣的模式
相對較公平。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全表示，現時

不知道教師用書的「價位」如何，很
難預計學校的額外花費，但認為學校
付錢時一定會比較審慎，視乎教材
的質素才決定是否購買。他指或有
出版商將教材綑綁式出售，故會比較
不同出版商，或由學校自製部分教
材。他指現時學校每個學科一般每年
有1千多元經費購買教材，若新教材
太貴經費不足，會跟教育局商量。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何滿添

認為，新教材質素最重要，「只要
做得好，學校不介意支付費用，費
用不應轉嫁家長」。他認為，書商應
提高教師用書標價的透明度，並不
應「改少少」又改版。

■石國基指教育局推行分拆定
價，只為博取巿民掌聲，卻置
書商於不顧。 資料圖片

■陳維安指，書商曾承諾今年
9月可以推行分拆定價，但現
時又指要政府對差價包底，他
認為十分不合理，政府亦不會
妥協。 資料圖片

■兩大教科書商會「搶閘」公布未有分拆的新學年書價，引起教育局強烈不滿，雙方更展開罵戰。圖
為學生及家長搶購教科書時的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