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运用推广阅读津贴的指引 

 

津贴用途 

1. 在校本管理的原则下，学校的法团校董会／校董会（资助学校、按位津贴学校

及直资学校适用），以及学校管理委员会（官立学校适用）应按学生需要选择配合课

程宗旨、目标和内容，并具质素的图书及参考资源，但有责任担任专业把关的角色。

学校必须依循教育局发出的学校行政和教育指引、课程文件和相关通告慎选资源，包

括学与教资源、校本教材、图书馆藏书及其他阅读材料，确保学与教资源配合课程的

宗旨和学习目标，内容及资料准确、完整、客观和持平，且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态度和行为。随着电子阅读的发展和普及化，学校亦须按同样原则，审慎检视、

选用、推介和采购电子阅读资源包括电子书、网上阅读平台、网上阅读计划等；同时

须避免订阅那些容让学生于其电子平台或附属的本地或海外平台自由阅览书籍或资源

的服务，以免难于保障学生阅读的质素。学校应善用津贴，为学生带来学习效益，并

根据订定的目标，恒常检视和评估资源是否有效运用。学校在制订阅读推广计划时，

应与各科组教师讨论如何运用有关津贴推广阅读活动，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让学生

喜爱、享受阅读，并进一步提升阅读能力。 

 

2. 学校可灵活运用有关津贴作以下用途： 

 

• 购买阅读资源，包括实体书及电子书 

学校可运用津贴购买不同种类书籍，包括中、英文实体书及电子书。由于部分

学生的阅读模式已转变，由阅读纸本图书转为网上阅读和阅读电子书，学校可

灵活运用有关津贴购买电子书和缴付电子书订阅服务的费用，以鼓励学生进行

不同类型的阅读活动，包括可以涵盖不同科目、不同主题的跨课程阅读活动。 

 

• 举办与推广阅读有关的学习活动 

学校除了获发津贴开展校本阅读活动及阅读奖励计划，以营造优良的校园阅读

气氛，加强学生的阅读动机和投入感，学校更可以善用有关津贴举办多元而有

趣的推广阅读活动，例如以 STEAM 教育、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

及健康生活为主题的阅读活动。学校亦可运用津贴外购服务，以举办推广阅读

的学习活动，包括参加网上阅读计划；聘用服务提供者，如作家，专业说故事

人进行讲座、讲故事、亲子阅读等，协作推广阅读。 

 



3. 学校可按校情运用津贴安排不同类型的推广阅读活动。由于这是一项特定用途

津贴，学校必须将津贴用于与推广阅读活动及相关开支。如不敷应用，学校可用其他

政府拨款，包括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的一般范畴／扩大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资助学校

适用）及学费津贴（按位津贴学校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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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立学校，如有需要，可调拨扩大的科目

及课程整笔津贴的余额以补贴该津贴。 

 

4. 符合津贴运用原则的例子：（以下例子并非详尽无遗，只供参考。） 

• 购买实体书、电子书，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阅读资源 

• 支付网上阅读计划的费用 

• 聘用作家、专业说故事人等进行推广阅读的学生或家长讲座 

• 雇用外间提供课程机构（例如大专院校／非牟利机构／学术组织／专业机

构），以协助在校内举办与推广阅读有关的学生学习活动 

• 支付推广阅读活动或比赛的报名费 

• 资助学生参加或报读由本地大专院校／非牟利机构／学术组织／专业机构

所提供与阅读有关的收费活动或课程（例如阅读营） 

 

5. 不符合津贴运用原则的例子：（以下例子并非详尽无遗，只供参考。） 

• 雇用外间机构的服务，以举办与推广阅读无关的活动 

• 购买器材或工具，以用于处理学校文书工作 

• 购买电子器材或电脑软件，以用于一般用途 

• 购买流动电脑装置 

• 聘请教学或非教学职员 

• 宴客开支 

• 资助教师参与本地、跨境及海外培训课程的费用 

 

 

津贴发放及会计安排 

6. 有关津贴由  2018/19 学年起向学校发放。资助学校及按位津贴学校会由 

2018/19 学年起在每年 9 月收到津贴。官立学校亦会于每学年的 9月及 4 月分两个时段

以预算拨款方式收到津贴，在前一个财政年度未使用的拨款余额（如有），将于下一

个财政年度开始时发放。 

  

 



7. 学校使用津贴时须依循教育局就学校运用公帑发出的既定原则与规定，其中包

括按现行教育局的相关通告及指引（如适用）以公平及透明程序雇用外间机构的服务

及采购物品、编制专项账目以妥善记录相关收支。资助及按位津贴学校须为津贴另设

一个独立分类账，以记录所有相关项目的收支，并按现行规定递交经审核的周年账目

予教育局审核。学校不可将这项津贴的拨款调往其他帐项。至于官立学校，津贴会以

预算拨款形式发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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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亦须留意有关外购服务和账目处理等的现行条例、规例及通告。学校亦

不可将这项津贴的拨款调往其他帐项。 

 

 

保留累积的余款 

8. 学校必须在有关学年以最有效方法运用津贴。因此，学校原则上不应保留津贴

的余款。然而，由于推广阅读的活动有可能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未能在有关学年／

财政年度内按原定计划使用所有拨款。因此，我们容许学校在有关学年／财政年度保

留合理数目的余款，并转拨到其后的学年／财政年度使用，有关安排阐述如下。 

 

9. 资助及按位津贴学校可保留的津贴余款，上限为 12 个月的津贴拨款额。学校

须根据经审核的周年账目，把超过上限的余款退回教育局。学校亦不可将这项津贴的

拨款／余款调往其他帐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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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超出上限的余款将会在有关财政年度完结时予以取消。 

 

 

问责 

11. 根据现行「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学校的法团校董会／校董会／学校管理委

员会须就此津贴能否按既定目标妥善地运用而问责。获发放津贴的公营和直资学校须

按年策划推广阅读活动，并把该学年的运用推广阅读津贴计划书载于学校周年计划之

内，提交法团校董会／校董会／学校管理委员会审批。学校须在计划书内简述推广阅

读活动拟达致的目标、举办有关活动的概况及津贴使用安排等。此外，学校应将曾举

办活动的详情和财政报告载于该学年的学校报告内，并提交法团校董会／校董会／学

校管理委员会批核。运用推广阅读津贴计划书及报告书毋须提交教育局。然而，为提

高透明度及根据一贯安排，学校须把经法团校董会／校董会／学校管理委员会审批的

学校周年计划及学校报告（分别载有运用推广阅读津贴计划书及报告）上载至学校网



页。有关运用推广阅读津贴计划书及报告的范本，学校可参阅附录一及二，或浏览敎

育局网页，路径为：敎育局网页（https://www.edb.gov.hk） > 课程发展及支援 > 跨学科

科目／范畴 > 从阅读中学习／跨课程阅读 

 

 

12. 学校须定期检视校内各学习领域及跨学科学与教资源的内容和质素，以确保图

书馆提供的优质课程资源（包括实体和电子版藏书、其他阅读及课程材料）内容及资

料准确、完整、客观和持平，且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以及没有

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及其他不适合学生阅读的内容。如发现当中有涉及严重罪行、道德

伦理不当、有机会违法或含有危害和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资料和内容，理应马上将它们

移除或停止使用，以免对学生产生坏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