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了解，浸大下學年將錄取約300名非本地生，約一
半為內地學生，數字與去年相若，發言人表示，該

校的非本地生學費過去幾年一直落後，為了與其他院校
看齊，才有加費之舉。他又強調，在讀學生未來每年學
費仍維持在7.5萬元，不會受影響，而下學年入學的非本
地生，其後4年學費亦將維持同一水平。該校將為即將入
讀、成績優異的內地生，頒發總額約港幣1,400萬元的入
學獎學金，以其高考及面試成績為評核基礎發放。

科大嶺大收費未定
理大、城大亦將於明年調高非本地生學費，由8萬增加

至10萬元。理大發言人表示，加費是為與其他院校看齊。
而該校來年取錄非本地生名額共300名，當中包括230內地
應屆高考生。而教院亦將上調非本地生學費，由7.5萬增
加13%至來年的8.5萬元，發言人指，由於來年校方將減
少為非本地生提供的補貼，故須將學費上調，以填補差
距，校方表示，現正研究提高獎學金金額，紓緩加費對
學生的壓力。

其餘院校方面，港大去年已加費至全港最高的11.9萬
元，而中大則緊隨其後收取10萬元學費，兩校下學年都將

凍結學費。至於科大及嶺大，則尚在釐定下學年非本地
生學費水平，稍後公布。由於各港校紛紛「與其他大學
看齊」而加學費，迄今至少5所大學的每年學費已達6位數
字，連同平均約4萬元的生活費，動輒要50多萬元才能在
港完成大學學位，非一般家庭能負擔。

內地尖子來港升學漸減
香港院校瘋狂加費，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執行副主

席李歡直言，已令不少內地生望而卻步，「以往入讀港
校的內地生，一般可獲全額獎學金，現時招生額多了、
學費加了，但領獎學金人數卻未見大幅度上升」。她表
示，近1、2年內地尖子放棄名牌大學學位，選擇來港升學
的個案越來越少，可見他們已漸「回復理智」，而港校學
費越來越貴，亦令未獲獎學金的內地生百上加斤。她稱
如未能提高獎學金計劃的吸引力，內地優秀學生來港的
意慾會進一步受拖累。

與理大城大調至10萬元 攻讀4年花50萬減吸引力

浸大增幅33％最高
4校加內地生學費

內地專家來港
促兩地科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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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首獲聯國教科文組織教席

國際大學生雪雕賽 城大奪優秀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為加強香港與內地
在科技及教育方面的交流，包括神舟飛船總設計
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原院長戚發軔在內的30
多位享譽國內外的院士、專家，將參與本周日開
幕的「『創新中國』2011中國院士香港行」活
動，他們將與約200名來自香港教育、科技、經
濟各界及企業高層代表交流。行程中，戚發軔將
分享其在航天科技方面的經驗，而其餘幾位院士
代表亦會作專題簡報，內容涉及能源、新材料、
環境、教育及電子等多個範疇。香港大學校長徐
立之、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城市大學校長郭
位、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及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
等亦會出席活動。

泛華語地區新詞榜
2010「貨幣戰」最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香港各大學陸續

展開新一年的內地招生工作。其中，浸會大

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及教育學院，分別宣

布來年將增加非本地生學費。其中以浸大加幅

最高，學費由10/11年度的7.5萬元，大增達3成

3至每年10萬元；理大、城大則將各加費25%，

由8萬元上調至10萬元。另外，教院亦輕微上調

非本地生學費，由今年的7.5萬元，增至來年的

8.5萬元。港校非本地生學費近年水漲船高，平

均水平已達10萬元，連同生活費，4年在港的本

科課程要逾50萬才能「埋單」。有內地生團體直

言，近年港校加費之聲不絕於耳，但獎學金比

例卻未有因此提升，無疑將進一步減低對內地

同學的吸引力。

本港各院校2011/12年度內地本科生學費
院校 2010/11年度學費水平(每年) 2011/12年度學費水平(每年) 加幅(如適用)

香港浸會大學 75,000元 100,000元 上升33%

香港理工大學 80,000元 100,000元 上升25%

香港城市大學 80,000元 100,000元 上升25%

香港教育學院 75,000元 85,000元 上升13%

香港大學 119,000元 119,000元 凍結學費

香港中文大學 100,000元 100,000元 凍結學費

香港科技大學 80,000元(環球商業管理/雙學位課程為100,000元) 將於2月公布 不適用

香港嶺南大學 80,000元 修訂中 不適用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香港教育學院獲得全港
首個教育領域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席」(UNESCO
Chair)。該校國際教育講座教授兼終身學習研究與發展中
心總監馬敬言(Rupert Maclean)，獲組織頒授「技術教育及
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教席」。為配合新教席，教院將致力
推動終身學習，尤其針對香港、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婦女
與青少年，以至偏遠地區的弱勢社群，向其傳授職業培
訓專業知識和終身學習技能。

張炳良：升教院國際地位
教院校長張炳良對馬敬言獲得有關教席感到光榮，認

為是對該校實力及影響力的肯定，能進一步推動教院教
育與相關領域的創新發展，「這個教席將提升教院的國
際地位，亦為我們提供絕佳途徑，從區域及國際層面更
深入了解中國國情，以推動終身學習及職業教育活動」。

與40國際組織合辦教育課
馬敬言則指，內地及其他東亞地區城市，都深受快速

的鄉村改革及城市化影響，對勞動技術有極大需求；透
過加強職業及終身學習方面的研究、知識分享及實際方
案，始能推動各地社群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他帶領下，教院將開拓更多相關研究、培訓及合作

計劃，又會建構網上平台，讓研究員、政策決策者等交
流意見與心得。該校又計劃開辦全民教育及可持續發展
的訓練課程、在各地舉辦工作坊等，及與國際間40多間大
學及組織包括牛津、劍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曼谷辦事
處與北京辦事處、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和北京師範大
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等緊密聯繫，合作推動相關項目。

教院昨起舉辦「國際終身學習研討會2011」，為相關計
劃揭開序幕。研討會邀得亞洲開發銀行教育部部長、
UNESCO辦事處主任等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專家，及超
過50位具影響力的教育政策官員、研究員參與，探討終身
學習的未來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丹 黑龍江報道）由中國哈爾
濱國際冰雪節組織委員會主辦，哈爾濱工程大學承辦的
第三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日前在該校圓滿舉行。是次
大賽以「追求與夢想」為主題，大會邀得來自英國、俄
羅斯、日本、韓國、泰國及香港等地的院校代表，連同
內地共51所高校參加，共頒發5個一等獎，由兩所內地
大學，以及英國、俄羅斯和泰國的雪雕作品奪得。

43隊入圍哈爾濱決賽
比賽初審共收到115件作品，經過專家委員會審核，

評選出43支國內外代表隊入圍決賽。根據競賽規則，各
參賽隊要在長3米、寬3米、高3.5米的人工雪塊上自行
創作雪雕作品，在歷時4天的決賽中，來自世界各地的
大學生冒 哈爾濱零下20多度的嚴寒，用手中的鐵鏟和

刻刀進行創作，並由評審團從創意新穎性、主題準確
性、藝術表現力、創作技巧成熟性等多方面作整體評
審。

最後，北華大學「時間的流逝」、大連理工大學「追
求夢想」、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價值」、俄羅斯遠東
國立人文大學「火鳥」，以及泰國Saowabha技術學校

「佛教四旬齋日的蠟像雕刻儀式」共5個作品獲得一等
獎。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代表，亦憑「香港的交通
工具」作品獲得優秀獎。

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透過冰雪及雪雕藝術文化，促進
國際大學生就具地區特色的文化進行交流，2009年由哈
爾濱工程大學發起並承辦。今年比賽的作品總用雪量為
1,356立方米，可說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生雪雕群
雕，大會將為此申請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近來，越來越多媒
體、網站、機構關注
新詞、熱詞和網絡詞
語 等 ， 這 是 個 好 現

象。「LIVAC漢語共時語料庫」自1995年起開始
搜集、分析泛華語地區包括港澳台京滬穗星等地
區主要中文報章上的詞語，並自2000年起，每年
公布港台京滬四地最新出現的新詞，為對各地社
會人文生態發展有興趣的人士提供一手資料。教
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2010年LIVAC泛華語地區
中文新詞榜」已於日前公布，一如以往，這些新
詞再次證實大部分均源自生活，與人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

2010年泛華語地區各媒體共同關注的最新話題
有哪些呢？據統計，在港台京滬四地都同時廣泛
使用的新詞中，名列前茅的有：

1.貨幣戰、2.犀利哥、3.嗚嗚祖拉、4.蒜你狠、
5.世博熱、6.動態版、7.詐捐門、8.紫蠶島、9.危
機稅、10.金豬四國。

「金豬四國」陷金融危機
過去一年，最牽動全世界人心的，莫過於經濟

金融市場的起起跌跌。美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引
發全球貨幣動盪，被形容是一場新的「貨幣戰」
及「貿易戰」，歐洲「金豬四國」(PIGS，即是葡
萄牙、意大利、希臘及西班牙)陷入嚴重的金融危
機，有些國家擬開徵「危機稅」、「谷歌稅」，以
圖削減財政赤字。

香港由於實施聯繫匯率，美元疲弱直接影響到
港人荷包，雖然人民幣對外升值，但內地物價飛
漲等於對內貶值，民眾深感壓力，網民於是創造
出「蒜你恨」、「豆你玩」、「薑你軍」、「糖高
宗」、「蘋甚麼」等一系列網絡詞語，諷刺大
蒜、紅豆、綠豆、黑豆等被商人囤積居奇、炒賣
漲價，這些生動的新詞語很快便廣為接受與流
傳，並登上各主要平面媒體版面。

南非世盃吹紅「嗚嗚祖拉」
南非世界盃是去年體壇盛事，讓人特別留下印

象的不多，卻意想不到捧紅了「嗚嗚祖拉」(嗚嗚
讚啦、Vuvuzela)，南非的這種長喇叭，發出高分
貝的震耳聲浪，在世界盃期間威風八面，但盛事
之後卻不見得流傳下來。

相比之下，上海世博圓滿成功，中國吐氣揚
眉，帶動全球「世博熱」，「紫蠶島」等展館爭
奇鬥妍。「世博學」成為當紅的熱門研究對象。
尤其是中國館的鎮館之寶、「動態版」的《清明
上河圖》世博閉幕後來港展出，令港人大開眼
界。

「犀利哥」潮爆鋒頭最勁
最令人不解的就是，有網民發表了一幅造型獨

特、表情冷峻的杭州乞丐相片，竟然引來網上熱
傳，相中人被稱為「犀利哥」，其「潮爆」形象
紅遍兩岸三地，各媒體廣泛報道，甚至對其身世
展開調查。「犀利哥」身不由己鋒頭一時無兩，
這可以說是後現代主義的呈現嗎？

下一期將分別談談港台京滬四地各自廣泛使用
的新詞。有興趣的讀者，可到教院語言資訊科學
研究中心網頁：http://livac.org/newword，瀏覽有
關資料。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鄒嘉彥主持)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校近年招
收的內地及非
本地生越來越
多，其收取的
學費亦水漲船
高，已達平均
每年10萬元之
數。圖為港校
的非本地生活
動。 資料圖片

■ 神舟飛船
總設計師戚發
軔，將參與本
周日開幕的
「『創新中國』
2011中國院
士香港行」活
動。資料圖片

■「犀利
哥」去年
熱爆泛華
語地區，
是港台京
滬四地都
同時廣泛
使用的新
詞。
資料圖片

■第三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上，香港城大專上學院的代表
隊在其作品「香港的交通工具」上合影。

■馬敬言(左二)，榮獲香港首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教育領域
的教席。圖為他與張炳良(右二)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合
照。 教育學院提供

■來自世界各地超過50位具影響力的教育家、教育政策官員、研究員匯聚教院，見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
個在香港頒授有關教育領域的教席。 教育學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