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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北大設諮詢點 家長關注獎學金

內地語言及體藝類大學簡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道）粵
港澳各高校間一年一度、最大型的商科學術比賽——

「畢馬威」第8屆企業文化案例分析大賽近日圓滿落
幕。香港中文大學最終獲得此次大賽的桂冠，該校學
生林靖怡與姜文鈺更獲得比賽最佳選手獎。

是次大賽由珠海市青年聯合會及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主辦，以「適者生存Evolution」為主題，共吸引了粵
港澳3地共10所高校同台競技，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均為港校代表，其餘參與
院校包括澳門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
師範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及中山
大學。

比賽增學生與企業聯繫
據悉，本次大賽旨在讓參與學生通過對具體企業的

案例分析，深入研究企業如何憑藉自身企業文化應對
社會變化。參賽選手可抓住這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
契機，啟發自身的經濟意識，增進優秀學生與優勢企
業的聯繫。除港中大奪冠外，大賽的二、三等獎分別
由中山大學及澳門大學奪得。

中大辦科學研討會
盼改善東南亞環境

語言類特別是外語專業
在內地是非常熱門的專
業，出路不錯，既可以投

身教育行業，亦可從商專攻國際貿易，不少外資企業都
喜歡聘請外語系畢業生。香港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就
是廈門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生；香港著名財經分析師陶冬
亦是畢業自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語專業前景好
幾乎所有大學都有外語專業，但語言類大學的外語專

業，實力一般公認比傳統大學好。北京外國語大學、北
京語言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都
是熱門的語言類大學，錄取分數頗高。北京外國語大學
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錄取分數高達500多分；廣東外語
外貿大學的錄取分數則只是400多分。對比起來，綜合
類大學外語專業的錄取分數較語言類大學低一些。有志
修讀外語的港生，可按自己的得分能力選報合適的大
學。

不少港生喜歡金融、經濟和會計等熱門專業，但這些

專業對數學的要求頗高，基礎較弱的港生較難應付大學
的數學課。筆者建議，數學基礎較弱的港生正好報讀外
語和法律等專業，這兩個專業的畢業生，將來要從商亦
機會處處。

除了修讀英、法、德、日、俄等外語專業外，港生亦
可考慮對外漢語專業，近年西方國家學習漢語的風氣日
盛，對漢語老師的需求急增，發展空間很大。

創意產業具潛力
港府近年致力推動創意產業，包括廣告設計、演藝娛

樂、展覽產業和出版等，在內地都很有發展潛力，例如
國內的電影票房就由2003年的10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100
億元，增速驚人。因此升讀藝術類大學，將來從事創意
產業，前景也不錯。中國的藝術類大學多是專科大學，
其中在美術設計方面有名氣的包括：中央美術學院、中
國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和廣州美術學院等；在音樂
方面有名氣的包括：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和星
海音樂學院等；在演藝方面有名氣的包括：北京電影學
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舞蹈學院等。

體藝校重專業試
體藝類大學通常設有專業試，考核考生的體藝水平，

反而對文化科成績要求不高，港生只要通過各校自設的
專業考試，而港澳台聯招試考到200多分就可獲錄取。
當然，一些名校如北京電影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
音樂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等的專業試競爭亦很大，部分
考生會在專業考試前，到目標院校找教授作私人輔導，
以提升入學機會。

除了專門的體藝類大學外，不少大學都設有藝術學
院，如全國頂尖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就在十多年前併入
清華成為清華大學藝術學院，汕頭大學聘請了香港著名
設計師靳埭強及一班香港教授開辦了長江藝術與設計學
院，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亦設有藝術學院，暨大還請來
著名演員張鐵林作為院長。

中國在創意文化產業方面近年發展迅速，潛力優厚，
體藝類院校畢業生出路相當不俗，值得港生考慮。

■羅永祥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京
大學和清華大學日前舉行校園開放日暨高招諮
詢活動，兩校今年將共招生逾6,000人。在同一
時間，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5所港校亦於
北大設立諮詢點，吸引不少學生及家長關注。
由於部分港校今年上調學費，到場人士紛紛追
問相關獎學金政策，作為考慮赴港升學的重要
考量因素。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5所港校日前在北
大同時接受家長諮詢。今年包括港城大和港浸
大等校均有增加學費，其中浸大上調額達每年
2.5萬元港幣，令更多家長關心港校的相應獎學
金政策。

港校加學費增負擔
有家長表示，希望日後送孩子到國外發展，

港校是很好的過渡平台，但今年各校上調學
費，4年共增加約8萬元港幣的負擔，因此獎學
金政策會是其關注焦點。

浸大招生負責老師表示，雖然該校今年學費
提至每年10萬元港幣，但獎學金金額亦相應提
高，其中包括全部學費和生活費的全額獎學
金，年均便將增加3萬元港幣，而獲頒獎學金比
率接近40%，相當部分為全額獎學金。中大今
年在北京共有4個全額獎學金名額，文理各2
人，獎學金總額約為50萬元港幣。

清華北大共招逾6千人
另關於內地兩大名校招生問題，北大招生辦

透露，該校2011年新增了3個專業，分別為化學
生物學、生物醫學工程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共
計劃招收2,650人。至於清華大學，今年則面向
全國招生3,360人，但各招生類別的數量結構有
所調整，招生計劃將重點向中西部經濟社會發
展相對落後和高教資源相對匱乏的甘肅、廣
西、湖南、青海、內蒙古、寧夏、山西和西藏
等8個省、自治區傾斜。此外，「清華學堂人才
培養計劃」亦首次面向高考招生，今年還新增
能源實驗班。

除了涉及龐大公帑，該批回流學生主要居於深圳，每
日需要跨境上下課，加上家長往往對本港教育制度

認識不多，盲目追求名校，有學童除了因為不適應影響
學習，有人更因為缺乏家人照顧，需要寄居校工的家。
教育界人士及社工均認為，就上述港童南下的趨勢，政
府應盡早制定長遠的人口及教育政策，在學校及相關配
套上做好規劃。

大量學童6歲前回港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每年有約34,000名至43,000名父母

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嬰兒在港出生。統計處去年推
算，該批龐大的「生力軍」有95%會於出生後離開香港，
約一半人會在21歲前返港，大部分更於6歲或之前回港。

事實上，這批學童不少會於幼稚園階段回流香港。根
據學資處的數字，在2010/11學年，申請學券資助的有關
學童人數達1,865人，較3年前升3倍；申請各項津貼的
中、小學生，與上學年相比同樣急升1倍（見表）。粗略估
計，「南下學童」於本學年領取的各項資助金額達3,000
萬元。

家長盲目追求名校
夫婦均為內地人的深圳居民林太，有一香港出生的7歲

女兒，幼稚園高班時已回港讀書，現時於上水讀小二。她
表示，雖早已計劃送女兒到港讀書，但她與丈夫對香港教
育制度、升學安排等都全無概念，甚至「買咩書、校服都
唔知」。但她自言比較「好彩」，女兒未有不適應，惟情況

與其相若的一名朋友，女兒便因無法追上進度，又不適應
每天長途跋涉返學，正掙扎應否返回內地讀書。

國際社會服務社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主任黃艷冰
指出，很多內地家長欲安排子女到港讀書時，均強調

「只要好的學校」，卻忽略學童之後能否獲適當照顧。該社
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總監張玉清稱，曾有一名來港
就讀九龍塘名幼稚園的學生，因為在港未找到「落腳
地」，結果要寄居校工家中。她認為，現時難以預測這批
學童何時來港，政府對他們來港後的支援亦缺乏規劃，
潛在極大問題，「由學校學額及生活上安排，到他們的
身份認同、如何融入社群等，現時都沒有長遠政策」。

專家籲及早規劃人口政策
南下學童湧港的現象牽涉社會多個層面，香港大學社

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認為，愈來愈多內地
夫婦在港產子，最重要是推算出這類嬰兒回流的百分比
及時間，以及早在人口政策上作規劃。香港教育政策關
注組主席張民炳亦表示，學童回流讀書成趨勢，港府應
提高敏感度及前瞻性，如針對該批子女是港人、現居於
深圳的家長進行調查，建立如學童年齡分布及來港意願
等數據，否則對本港學額、跨境交通和教育配套等方面
將衍生不少問題。

港中大深圳學院
深政府資助額未定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周婷）

香港中文大學
早前與深圳市
政 府 簽 署 協
議，籌建中大
深圳學院。中
大校長沈祖堯
昨與學生會成
員會面，討論
有關進展。中
大學生會會長
秦晞輝引述沈
祖堯於會面上
指，關於深圳
市政府對學院
的具體資助金
額，目前仍在
商討階段，但
中大會堅持學
院獨立運作，
不 會 受 到 干

預。他又表示，校方日內將與學生會合作成立全校諮
詢機制，收集中大教職員和學生對籌建分校的意見。

秦晞輝表示，雖然中大早前已經與深圳政府簽訂框
架協議，但內容並無提及深圳市投入資金的數額，令
部分學生及校友感憂慮，「我們一直不知道深圳提供
多少錢津貼，那牽涉到中大是否真有足夠能力支持籌
辦分校，並提供同等高質素的教學，實令人擔心」。他
引述沈祖堯回應指，由於中大與深圳市的商討仍在進
行中，具體資助金額不便透露。秦晞輝認為，有關情
況暫時可理解，但校方必須於掌握資料後盡快公布。
他強調，中大現有教學聲譽是幾經辛苦建立，必須保
證深圳學院的教學質素，否則便應該重新考慮，甚至
撤回籌建分校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高鈺）

香港中文大學
太空與地球信
息科學研究所
日 前 舉 行 了

「地球信息與地
球科學研討會
─人居環境」，
邀得3位本地及
國際頂尖科學
家包括美國普
林斯頓大學地
質科學系教授
劉雅章、美國
太空總署高達
德太空飛行中
心(Godd a r d
Space Flight
Center)教授劉
家銘，以及中
大偉倫太空與

地球科學研究講座教授徐冠華發表主題演講，而該校
太空研究所多位專家，亦藉是次參與研討會機會，發
表了多項相關研究成果。

是次研討會由港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致辭揭開序
幕，除主題演講外，中大多名專家亦以「步向更美好
的人類生活環境」為題，發表在「大氣/海洋/土地相
互作用」及「地理信息技術」兩大範疇的最新科研成
果。

中大太空研究所認為，大氣、生物圈、水圈以及
人類活動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構成當代主要的環
境問題，是次發表的成果，均是研究所採用先進的
衛星遙感和地理信息技術，分析複雜的大氣/海洋/
土地相互作用，以科學角度深入了解環境所得，希
望能藉以解決香港、珠江三角洲、中國南部，以至
東南亞面對的環境問題，提供改善人類居住環境的
方案。

故事

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潮，除了對本港醫療系統造成壓力，對教

育界造成的影響亦逐漸浮現。一批父母均為內地人，但於香港出生的學童，在本港幼稚園學券計

劃資助下，選擇回流本港讀書的人愈來愈多。資料顯示，此類學童申領學券的人數，自07年計劃

推行至今增加了3倍；而申請書簿及車船津貼等資助的中、小學生，亦在一年間攀升近2倍，顯示

這類「南下港童」已大批滲入本港學校各個級別，2010/11學年涉及的教育資助金額達至少3,000

萬元。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日前舉行校園開放日暨高招諮詢活動，兩校
今年將共招生逾6,000人。 新華社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與學生會會
面，討論深圳學院進展。

資料圖片

■中大日前舉辦「地球信息與地
球科學研討會─人居環境」，華
雲生(右)向主題講者美國太空總
署高達德太空飛行中心教授劉家
銘致送紀念品。 中大提供

父母為內地人的南下學童
申請各項資助情況
●申請幼稚園學券人數

2007/08學年：466人

2008/09學年：623人

2009/10學年：1,396人

2010/11學年：1,865人 (截至2011年3月中)

●申請書簿津貼的中、小學生人數

2009/10學年：304人

2010/11學年：809人

●申請車船津貼的中、小學生人數

2009/10學年：224人

2010/11學年：585人

以上3種資助於2010/11學年涉及金額：

約3,000萬元

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辦事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於香港出生、父母均為內地人的學
童，選擇在香港讀書的人愈來愈多，
涉及龐大教育資助公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南下讀書的學童多數居於內地，難
以參加香港的補習班或課外活動。圖
為內地家長在羅湖跨境學童中心接送
子女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