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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号 : EDB(SES4)/IE/150/46(1)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9 / 2 0 1 9号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非 华 语 学 生 支 援 津 贴  

  

         【 注 ：本 通 告 应 交 －  
( a )  各 官 立 、 资 助 、 按 位 津 贴 及 直 接 资 助 计 划 （ 直

资 ） 中 、 小 学 校 监 及 校 长 － 备 办 ； 以 及  
( b )  特 殊 学 校 校 长 及 各 组 主 管 － 备 考 】  

         

摘 要    

 
  本通告旨在宣布，教育局由 2019/20学年开始提供「有特殊教育

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进一步协助学校加强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非华语学生的支援。  
 

背 景    

 
2.   教育局一直致力协助非华语学生 1尽早适应本地的学校制度和

融入社会，并透过不同的支援措施，提升他们的学习成效。同时，教育

局亦为公营普通学校提供额外资源、专业支援及教师培训，并推动学校

透过「三层支援模式」 2，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非华语学生既可获得为非华语学生提供的支援服务，亦可获得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的支援服务。尽管如此，他们仍面对不同的文

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加上本身的特殊教育需要，在学习和适应校园

生活方面会较其他学生遇到更复杂的问题。  
 
 
 

                                                      
1 「家庭常用语言不是中文」的学生均归纳为非华语学生。  
2 第一层支援是及早识别，并透过优化课堂教学，及早照顾所有学生的不同学习及适应

需要，包括有轻微或短暂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安排额外支援／ 提供

「增补」辅导予有持续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例如小组学习、课后辅导和抽离式辅

导；第三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及严重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提供个别化的加强支援，包

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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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行 细 节  
 
3.   在融合教育政策下，每学年教育局会按照学校呈交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学生人数，及学生所需的支援层级而为学校提供「学习支援津贴」，

以便学校运用额外资源支援有关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

生。为进一步支援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和顺

利过渡不同的学习阶段，教育局由 2019/20学年起，会向取录有关学生

的公营普通中、小学及直资学校提供「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

津贴」3，协助学校加强为相关学生提供情绪、沟通及社交方面的支援。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非 华 语 学 生 支 援 津 贴 」  

 
4.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是一项经常性的现金

津贴，它将按每所学校内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4的非华语学生人数分三个

级别提供。 2019/20学年的津贴额见下表，津贴额将每年按照综合消费

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  
 

级别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非华语学生人数  

津贴额  

1 1 至 9 100,000 元  

2 10 至 25 200,000 元  

3 26 或以上  300,000 元  

 

5.   学校应灵活运用这笔津贴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

生。如不敷应用，学校可运用其他政府拨款，包括「营办开支整笔

津贴」／「扩大营办开支整笔津贴」（资助学校适用）、学费津贴

（按位津贴学校适用）及直资津贴（直资学校适用）的盈余补贴。

如填补后仍出现不敷之数，学校则需以学校经费／非政府经费补贴。

官立学校可用「扩大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盈余补贴。  
 
 

                                                      
3  新措施待立法会通过《 2019 年拨款条例草案》后落实。  
4 特殊教育需要类别包括：特殊学习困难、智障、自闭症、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

肢体伤残、视障、听障、言语障碍及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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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的运用，请参

阅附录。  
 

津 贴 发 放 安 排  

 
7.   为让学校能预计每学年可得的「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

支援津贴」，以便及早计划及灵活地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

提供适切的支援服务，教育局会在每个学年开始前的 8月向学校发放

该笔津贴，津贴额会按学校于上一学年取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

语学生人数计算。  
 
8.   为此，学校须按时透过网上校管系统（WebSAMS）或电子表

格（直资学校如适用）核实及按需要更新非华语学生的资料，并

须在每学年的 11月 30日或之前，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

（ SEMIS）更新及递交非华语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资料。如经教育

局审视后，校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以致

学校在该学年应得的「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款额

需要调整至另一个级别，教育局会在 3月（适用于资助、按位津贴及

直资学校）或 4月（适用于官立学校）补足差额。   
 

评 鉴 和 问 责  

 
9.   学校计划运用额外津贴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时，

应与教师和家长商讨学生的需要，以确保资源得以有效地运用。在学

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学校应把如何运用「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

生支援津贴」，以及为这些学生提供的支援，纳入学校恒常的自评机

制内。学校亦应让不同持份者（包括家长）了解学校如何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以提高透明度。为此，学校须在学校报告及

学校概览内，阐述学校所获的额外津贴额和向有关学生提供的支援服

务等，并上载学校报告至学校网页。  
 

10.  为持续检视及优化学校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支援工作，包

括「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的运用情况和成效，学校

须在每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透过 SEMIS 向教育局提交「『全校参与』

模式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校层面的年终检讨表」。该检讨

表已上载到教育局的网页，并会按需要更新。教育局会安排专业人员



4 
 

透过定期访校，以及举行培训和学校之间的分享等，确保学校善用资

源以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  
生。   

 

会 计 安 排 及 保 留 余 款  

 
11.   学校须为津贴另设一个独立分类账，以记录「有特殊教育需要

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的所有收支。学校不可将这项津贴的拨款调往

其他帐项。资助、按位津贴及直资学校须按照教育局发出要求学校呈

交经审核周年账目的有关通函的规定，将经审核的周年账目送交教育

局查阅。至于官立学校，这笔津贴将会以预算拨款形式发放，官立学

校须从指定用户帐号中支帐，财政年度内的拨款开支亦不得超出预  
算。此外，学校须留意有关聘任、外购服务和账目处理等的现行条例、

规例及通告。  
 

12 .   学校应充分运用「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照顾

该学年有关学生在情绪、沟通、社交、转衔等方面遇到的适应和融合

问题，以及设立恒常机制定时检视这笔额外津贴的开支情况，因此，

学校一般不应有大量余款。资助、按位津贴及直资学校可保留津贴的

余款，上限为这津贴于该学年的 12 个月款额，并转拨到其后的学年

使用。任何超出上限的款额须归还教育局。教育局将根据学校经审核

的周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余款。官立学校的安排基本上是与资助

及按位津贴学校一样，惟以财政年度结算。其累积津贴余款不超过上

一财政年度「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余款会结转至

下一财政年度，任何超出上限的余款将会在财政年度完结时予以取  
消。  

 

查 询    

 
13.  如有查询，请联络负责贵校的相关特殊教育支援组别督学。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黎 锦 棠 代 行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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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的运用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必须运用于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非华语学生的措施上。学校应灵活运用这笔津贴及结合其他校

内资源，支援有关学生。具体来说，学校可：  
 

 因应需要增聘能说广东话、英语／少数族裔语言的教学助理，

协助教师为学生制定转衔计划（例如：由幼稚园至小学、小

学至中学），协助教师设计活动及教材，协助学生进行课堂学

习活动，为学生提供课后支援，或情绪、沟通及社交上的支

援；  
 

 透过外购专业服务，包括与非政府机构协作，引入其他专业同

工的支援；购买翻译服务以加强与非华语学生家长的沟通；购

买专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而设计的社交训练和情

绪管理训练，重点为他们提供情绪、沟通及社交上的支援；购

买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而设计的生涯规划服务，

让他们得到适合的性向评估、辅导和工作体验的机会。学校必

须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4/2013 号《资助学校采购程序》或教育局

内部通告第 1/2018 号及第 4/2018 号办理采购事宜 ;及  
 

 推动共融文化活动以建构共融校园，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促

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交流和建立朋

辈支援，一起学习成长，协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融

入校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