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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材恐「爛尾」三分一「失蹤」
數學走剩1開發商 教界憂損學界家長信心

電子書計劃波折重重，本報今年3月
前就率先披露當局於計劃內設有

「不平等條款」，在對商業機構「零資助」
下，仍要求開發商若未能在期限內完成項
目，就要把已開發內容全部「上繳」。當
時「教育網絡」已因不滿風險太高而退出
計劃，而有獲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城大電
子工程系，亦因資源問題撤回其兩個初中
數學科的申請，只剩初中電腦科的2個項
目。

30套獲批 僅20套簽約

事隔數月，又再有項目出問題。本報查
閱教育局提交立法會財委會的參考文件，
發現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已於電子書計劃名
單內完全消失，並確認已撤回申請；另
「毅恆教育」及與《明報》屬同一集團的
「世華網絡」也各有2個項目不見蹤影，另
一數學科開發商「智慧門」亦不在名單之
上（見表）。整體30套獲批開發的電子書
中，只剩下20套已簽約，其餘7套已基於
商業考慮確認撤回申請，另3套則仍「得
個等字」，遲遲沒落實。

批當局一直未釐清疑問

本報曾致城大電子工程學系查詢，但未
獲負責人回覆。「智慧門」代表謝先生則
承認計劃已終止，但強調並無主動退出，
「是教育局單方面告訴我們終止計劃。局
方指我們現在還未簽約，時間已經太久，
所以就終止計劃」。
謝先生稱，當局一直不肯釐清其疑問，

致令簽約事宜沒有落實，「如我們問『電
子教科書』是否包括教具、評估等，因這
些在傳統教科書中都不視為『教科書』一

部分，所以要問清楚，但當局卻只說『做
不到這個解釋』，原因是解釋涉及更改合
約」。另關於不符當局要求即「上繳」開
發內容，該公司也要求釐清「上繳」是否
也要包括操作系統，「這系統我們已用了
10多年，這樣風險太大，但教育局也不肯
說清楚。」

智慧門：現在中止「蝕少㝅」

就日前突然「被退出」計劃，謝先生無
奈指：「教育局招申請時說會幫忙，但一
些細節，又一直不肯說清楚⋯⋯」他又透
露，公司內部一直對計劃有意見分歧，認
為風險很大，勢必虧本，最終基於推動電
子書發展才決定參加，「現在計劃中止，
就會『蝕少㝅』」。他認為當局應作檢視，
要有更詳細部署才進行，否則對學校和開
發商都造成影響。

「平價」城大退出 或須檢視計劃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政府
當初以電子書去「擋架」書價、書包重
量等問題，但現時計劃籌備至中段已有
三分一項目「不知所蹤」，再加上原本標
榜「平價」的城大又退出等，會影響學
界和社會對電子教科書的信心，「當局
是否要重新檢視計劃，了解是甚麼原因
會出現這麼多波折？到底是技術、人
才，還是資源？」
教評會主席蔡國光則稱，早於當局擬推

出計劃時就曾提出質疑，「韓國也曾試過
要用電子書取代課本而失敗告終，當局要
用來取代傳統課本是『想得太快』，當中
的學習理念及學校條件等問題亦未釐
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電子教科書現「爛尾」危機。教育局

去年斥資5,000萬元推出「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首輪批出30項申

請。但事隔大半年、計劃正接受第二輪申請之際，原有30套擬開發的電

子書中，有三分一即已悄然「失蹤」，其中7套已確認撤回申請，另3套則

遲遲未能簽約落實。總計13個開發機構中，標榜平價的城大電子工程

系，及開發初小數學的「智慧門」和「教育網絡」陸續退出，只剩10個

繼續；數學科更是「重災區」，由本來有4個開發商劇減至只剩1位「生還

者」。有教育界人士直言，電子書還未真正推行已波折重重，影響學界和

市民的信心，也降低計劃的說服力。

次輪反應冷淡「洗濕頭」焗做

機場客貨運續增 雙跑道2015年飽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電子教
科書市場開拓計劃」首輪問題多多，開發機
構對正在接受申請的第二輪計劃亦是反應冷
淡。多個早前出席第二期電子教科書市場開
拓計劃簡介會的開發商均表示「無興趣參加
計劃」，有興趣考慮的亦對條款有保留，持
觀望態度。首輪計劃部分「生還者」雖表示
會考慮申請次輪計劃，但亦有開發商表示︰
「如果不是『洗濕㜴個頭』，也不會做下去。」

指限制多難面面俱圓

「興倫信息」就是其中一所持觀望態度的

公司，其外務經理廖令堅表示，初步看計劃
限制很多，要做到讀屏以方便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使用、又要「尖子學生」和「保底學生」
均適用，「要面面俱圓，非常困難」。她又
坦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硬件的改變對整
個開發都很大影響，要一直符合所有要求其
實很有難度，故未確定是否參加。

參加才有Q嘜 被批如壟斷

有正在參與首輪計劃的開發機構坦言︰
「如果不是『洗濕㜴個頭』，也不會做下去。」
該機構指，教育局要求多多，又要上線、下
線都能工作，又要不同平台均可使用，再加
上「不平等條款」，「（教育局）真的很嚴
苛，現時電子書的市場認受性不高，開發機
構做完後有沒有生意都成問題」。此外，也
有開發商批評，當局將參與計劃作為為電子
教科書蓋上「Q嘜」的唯一途徑，與「壟斷
市場無異」，「我們曾問過會否有其他方
法，讓計劃外的電子教科書也可加入適用書

目表，當局亦答不到」。
不過，也有部分開發商表示會考慮參與次

輪申請。目前數學科唯一開發機構「㟞朗資
源」董事黎永昌表示，有機構退出都對計劃
造成負面影響，學校也會因科目選擇不多而
對選用電子教科書有保留，但他表示自己並
無打算退出，會盡力按當局要求完成開發。
此外，該公司亦會研究是否申請現時無人開
發的數學科初小階段以及初中階段數學科中
文版。唯一英文科開發機構「聰穎教育」
指，會視乎競爭情況，考慮會否申請其他主
科的電子書開發；體育文化出版社負責人梁
家健亦表示，如果有能力應付，會申請初中
階段的體育科電子書開發。

智慧門首「被退出」 二輪獲邀

「智慧門」雖在首輪計劃「被退出」，合
作不順利，卻仍獲當局邀請申請第二輪計
劃，公司代表謝先生指︰「真係 晒頭，
我們會研究是否會再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
於「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再現問
題，教育局回應本報查詢表示，第一期
計劃的30份獲批申請來自13間申請機
構。在過去幾個月，當局已和其中10間
申請機構簽訂項目協議，涉及20套電子
教科書，但當局未有回覆另外10套情
況。至於3間未有簽約的申請機構，當局
則指當中涉及「個別原因」，詳情不便透
露。
不過，有關計劃的「督導委員會」其中

一名委員向本報表示，雖然開發的時間較
為緊迫，但為了可於開學時使用，開發機
構亦只可加緊進度。

委員：當局要求合理非「特辣」

他並不認為合約有「特別辣的條款」，
認為當局的要求合理，「我們都是希望可
『出街』的都是有質素的電子書」，又指個
別開發商退出，應該是一開始沒考慮清楚
能否達到要求，又指城大退出是該校的
「行政問題」，與計劃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國際機場客運
量日益趨增，在上月的夏季出遊高峰期更錄得560
萬人次，飛機起降量達32,395架次，按年增長8.2%
及6.3%，連續第二個月創下新紀錄。機管局指
出，香港機場的貨運量已連續5個月保持增長，機
管局會陸續新增28個停機位，以提升機場容量。
民航處處長羅崇文指出，雙跑道會在2015年飽
和，難以再增航班流量，認為若興建第三條跑
道，機場每小時將可處理的航班就會由現時68班
升至102班。

8月機場客運達560萬人次

今年首8個月，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較同期上
升5.6%至4,000萬人次，貨運量增加2.1%至260萬公
噸，飛機起降量則較去年同期上升5.6%至245,205
架次。單在過去的8月更錄得560萬人次，飛機起
降量達32,395架次，按年增長8.2%及6.3%，8月份
客運量增長主要受到訪港旅客及本地居民外遊人
數帶動，兩者分別較同期增長8%及13%；8月份的
貨運量亦較去年同期增加2.7%。

民航處：建第三跑道具迫切性

民航處處長羅崇文昨日出席一個電視台節目時
表示，目前兩條機場跑道接近飽和，難以再增航
班流量，若要發展經濟，需興建第三條跑道。他
指出，現時最多只能增加至每小時68班航班升降
的流量，不足以應付按年5%的增長幅度。他預料
兩條跑道會在2015年飽和，屆時航班的延誤情況
可能會更嚴重，安全系數亦有機會降低，民航處
不希望機場超負荷，認為興建第三條跑道具迫切

性。

處理航班每小時增至102班

他表示，目前機場雙跑道系統，每小時可處理
68班航班升降，而現時一班航班在跑道升降需要
50多秒，民航處為飛機盡快離開跑道已作多項改
善措施，惟即使可將時間減低，但每小時最多亦
只能增至70班次，對本港整體經濟格局沒大幫
助。不過，假如第三條跑道獲批准興建，機場每
小時將可處理102班航班的流量。
被問及為何當年興建赤㣂角機場兩條跑道時，

估計每小時可應付超過80班航機升降，但後來實
際只可容納68班升降，羅崇文解釋，因為當時的

地理環境、升降程序及周邊發展，考慮未夠全
面，強調並非存心誤導。他說，如果興建三跑，
以混合模式使用兩條跑道，跑道使用主要取決於
航機停留在跑道的時間，民航處亦有改善措施，
包括設置快速滑行道，及盡量要求航空公司，安
排客機盡快離開跑道。
機管局亦於昨日公佈8月份機場客運量，機管

局行政總裁許漢忠表示，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量
連續5個月保持增長，其中海天客運碼頭的客運
量於上月刷新單月紀錄，超過27.8萬人次，較去
年同期增4.8%。為持續提升香港機場容量，機管
局會於2014年年底，將28個新增停機位投入服
務。

未理順先推行 夥伴校批費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於首

輪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多次有項目「爛
尾」，有受影響的「夥伴學校」校長批評，
教育局未理順、先推行，打斷學校的行政安
排，浪費學校時間。另外，也有教育團體認
為，現時情況反映了推行計劃之初未作充分
討論和考慮，又指電子書只適合作輔助性
質，認為當局計劃將其取代傳統書本，做法
太急進。

突中止須向家長交代

有受影響的校長向本報表示，上周接獲
教育局方面通知，該校的先導計劃已告中
止，原因是開發商未與教育局簽約，並向
該校表示無法安排另一開發商繼續計劃。

校長坦言︰「消息非常突然，而且現在已
開學，早前已和家長說明學校有電子書的
教學安排，現在也要想想如何和家長交
代。」

質疑「板腦」配套是否須回收

該校長批評，當局在配對夥伴學校進行任
何活動之前，就應該已和開發商簽約，「我
們都是信任教育局才參加計劃。現在計劃
『爛尾』，那平板電腦那些配套是否要即時收
回呢？我們又和開發商做了這麼多溝通，內
部又要談教學策略等，這些時間都白費
了」。該位校長又表示，相信可能因為雙方
「傾唔掂數」，目前問題依然存在，相信計劃
未來仍是困難重重。

教局：已與10機構簽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最近已修
訂了小一統一派位的安
排，即在8個較鄰近邊境
的校網撥出部分學位，設
立「專網」給跨境學童，
以免跨境學童集中選擇北
區學校。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昨日網上撰文時表示，
會考慮加班、加派、借位
和利用空置校舍提供額外
學位等可行方法，處理跨
境學童來港上學的過渡性
問題。

吳克儉網談過渡期學位需求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網上撰文，指預計跨境學童
對公營小一學位的需求會持續增加至2018/19年，然後
將顯著下降至一個較為穩定的水平。為應付過渡期內
的額外學位需求，當局會考慮利用剩餘課室和把其他
房間改為課室開辦額外班級、向鄰近校網借調學位、
暫時增加學校每班派位人數、利用空置校舍提供額外
學位等彈性安排。教育局亦會同時為學校提供額外資
源，以保持教學質素。
吳克儉又表示，今年教育局已批准北區一所小學利

用毗鄰的空置中學校舍開辦附屬班級，而近日與多區
的小學校長代表會面時，了解到有部分學校會積極考
慮在有需要時增加臨時的額外小一學位，以應付需
求。他又表示，當局會探討其他可行的方案，強調會
確保提供足夠的公營學位予合資格的學童。
吳克儉強調，當局一直密切注視適齡入讀小一學生

的推算數字以進行宏觀規劃，故外界有意見指政府無
就跨境學童的教育需要及早籌謀的說法並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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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計劃10「失蹤」項目
科目 學習階段 開發機構

中文 初小 世華網絡

高小 世華網絡

英文 初小 毅恆教育

高小 毅恆教育

數學 初小 智慧門、教育網絡

初中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

（中、英各1項目）

電腦 初中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

（中、英各1項目）

資料來源︰教育局、立法會財委會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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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民炳認為，電子書還未真正推行就波

折重重，影響學界和市民對計劃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