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境處在08年推出「非本地畢業生
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計劃，是推

動本地成為教育樞紐主要政策之一。香港
文匯報首次就計劃申請情況作追蹤性的統
計分析，資料顯示，2010年共有3,976名非
本地生參與計劃，較09年增加18%，而過去3
年累積參與人數共達10,101人（附表一）。
由於計劃期限為1年，所有非本地畢業生均需

要於翌年申請續期以繼續留港。然而，這群「港
漂」一族願意留下的並不算多，簽證續期的比率
只得60.4%，意味㠥在這批高學歷人才中，多達4
成人在留低1年後即選擇「棄港」，以人數計近2
年已有逾2,400人（附表二）。

赴港發展 未如理想
「港漂」一族都抱㠥莫大抱負來港升學，實際

境況卻未如當初想像般理想。去年畢業於浸大國
際新聞碩士課程的吳彤煒，可能是其中一個典型
例子。她2年前於內地大學修畢英文學位，希望
來港吸收不同人生經驗，「我對新聞行業感興
趣，而香港新聞自由度較內地高，覺得這裡是好
地方」。不過，後來她發現本地大學生就業競爭
激烈，且大部分媒體對聘請內地畢業生也有保
留，她隨即調整心態，到一所媒體投資公司當總
裁助理。
近日彤煒轉至一唱片公司任網絡宣傳，月薪9

千元。她坦言待遇並不理想，但已比之前8千元
高，而難以適應港人「工作狂」文化，則是其轉
職主因，「雖是行政職務，亦要不時加班，試過
至凌晨1時才下班，當時的工作量令我有很大壓
力，真的吃不消」。

殘舊蝸居 生活壓迫
因年幼已到廣東居住，能操流利廣東話，彤煒

慶幸自己溝通方面較大部分非本地生要好，但居
住環境始終讓她大感困擾。去年畢業後，彤煒與
朋友於黃大仙合租一400呎舊樓單位，面積只及
其內地舊居1/4。擠壓的感覺令房子內的問題加
倍放大，「就像廚房牆壁，即使不特別留意，也
總會見到其不時在剝落⋯⋯」她笑言，現時每次
回家鄉均特意買數支辣椒醬帶回港，一慰對老家
的懷念，說時卻閃過一絲落寞神情。

積極交友 融入社會
彤煒坦言，如靠父母人事關係，於內地找份理

想工作並不困難，但她不甘於一輩子留守在家
鄉：「如現時回去，我想該可以找到電視台新聞
工作，但是總不能一世留在內地發展，要到外面
世界闖闖，擴闊眼界！」為此她積極尋找更多
「留下來」的理由，包括假日與友人到郊外行
山，建立社交圈子；亦會多觀看本地電視節目，
融入香港文化。
彤煒並不打算短期內返回內地，無意成為「1

年棄港」的一分子，但到底會留下2年、3年或更
長時間，甚至會否「落地生根」，則是連她自己
也未想得清的「問號」，「香港的樓價太貴，只
是一直打工，不知何時才能擁有自己的物業；再
者這裡空間真的很小，居住環境不舒適，如果要
組織家庭，很希望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多達4成非本地畢業
生只願意試驗式留港1
年，拒絕長遠發展，多
名學者及專家都指，主
因是香港普遍工時過

長，經濟發展又過度集中於金融
與地產業，年輕人容易因欠缺足
夠發展空間而感到失望。另一方
面，香港在生活文化上亦存在一
定的排外心態，非本地生難以一
時三刻建立人際與社交關係，加
上內地經濟起飛，吸引越來越多
人回流。教育界則直言，政府有
必要正視問題，否則教育樞紐只
落得「為他人作嫁衣裳」。

建議改善勞工權益
曾深入研究香港與內地人才交

流的浸大傳播系教授馬成龍認
為，當局應先解決勞工權益問
題，始能阻止人才流失。他表
示，剛畢業的非本地生，本已面
對不會廣東話的障礙，求職不容
易，若工時太長太辛苦致令沒有

社交，回到家中又沒有親人，難
免很快覺得心灰。
他又指，曾有不少內地同學感

到被老闆歧視，很難擔任高職位
工作，「可能是他們自己未融入
本地文化，或老闆不信任外地
人；事實上香港不少工種均與外
界接觸，很講求人際關係，內地
生實很難一時三刻建立好」。

欠缺發展文化藝術
熟悉移民問題的浸大社會學前

講座教授陳國賁則稱，香港集中
於金融、地產「單一化」發展，
令大量具備其他才能的非本地生
苦無空間，「他們希望來港一展
抱負，如有志發展文化藝術和社
會人文等，卻久未找到發展機會
時，會感到失望，只得離港另覓
天地」。
中原人力資源董事總經理周綺

萍則提醒非本地生，香港的企業
文化，除了教師、分析及科研工
種外，高學歷對入職不但無優

勢，更可能是「負擔」，「畢業生
欠工作經驗，但對人工及晉升等
有期望高，僱主會多一重考慮」。
教協會長馮偉華則表示，港校

學費雖多次增加，但由於能為內
地生增值，始終仍有吸引力，不
過當局未有正視問題，培訓出來
的人才不能留為香港所用，只為
內地及海外社會「作嫁衣裳」，有
必要盡快正視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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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生申工作簽證 3年逾萬人 4成不續期

香港的國際化環境，對不少內
地生可說是一展抱負的平台，但
曾於南京大學修讀英語學士、08
年浸大傳理學碩士畢業的Emily，
卻最終加入「棄港」行列。現時
她已回流深圳，於一所英國公司
任職公關。她坦言，雖然現時月
薪只有5千元，但亦能夠應付日常

生活，感覺比在港時好，「香港
雖然很有活力，但亦太過緊張
了」。於浸大畢業後，Emily到本地
一雙語雜誌社任記者，但只工作
了2個月便離職，「名義上是記
者，但實際工作是與內地公司打
交道及聯繫，當時真的很失望，
本以為修讀傳理能做採訪工作，

但實際上有很大分別」。除對工作
內容不感興趣，薪酬水平亦讓
Emily感為難，「當時月入9千元，
在同學中算低。在香港生活指數
高，租房子用了3千元，交通費1
千多元，加上日常開支約2千元，
除了工作，便鮮有其他消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在港非本地畢業生甚多，當中
也有人覓得理想工作。06年內地
高考後毅然來港升讀理大物流系
的王小龍，去年畢業後到一人力
資源顧問公司任研究師，對目前
生活相當滿意，也對工作前景有
信心，「始終人力資源顧問這個
行業在本港已有30年，發展遠較
內地成熟」。
作為家中獨子，小龍曾猶豫是

否該返回內地工作，多與家人相
聚，但最後亦決定留港，他笑言
「現時工作很好，月薪約有1.3萬

元，不但學到很多新事物，同事
亦很友善」。
不過他承認，不少內地同學對

香港就業環境不滿，「高考後來
港的內地生均屬優秀的一群，幾
十萬人中考獲頭100至200名的學
生始能獲港校錄取，有些同學覺
得，除薪酬待遇未必太理想，香
港部分公司一年只有7日大假，加
上他們家庭背景較好，在內地有
家人可幫助找到條件更佳的工
作，所以不少人選擇回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王小龍滿意現職 對前景有信心

蝸居 孤寂 狂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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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龍心儀本港的英文教學以
及國際化課程，認為有助日後工
作發展，現於一所人力資源顧問
公司擔任研究師。 受訪者供圖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部分

內地生在港校畢業後選擇到海

外繼續升學或工作，乃其個人

決定，但這些學生與其他畢業

後選擇到海外發展的本地生一

樣，亦將成為各地了解香港的

橋樑，是宣傳香港的大使，長

遠對本港發展為區域教育樞紐

亦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高學歷人才流失 港府須謀對策

一年棄香江

■工時長，經常加班至深夜
■居住環境擠迫，難以適應
■語言不通，社交不能融入
■產業過度集中，欠缺發揮機會
■生活成本高，影響生活質素

■綜合學生、學者意見

非本地畢業生「棄港」主要原因 ■語言障礙是影響內地學生在本港
尋找工作主要原因之一。圖為內地生
學習粵語發音。 網上圖片

表一：「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計劃獲批數字
申請人學歷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總數

大學畢業 851 863 1,025 2,739

碩士畢業 1,604 2,004 2,444 6,052

博士畢業 242 471 494 1,207

其他 61 29 13 103

總數(按年) 2,758 3,367 3,976 10,101

資料來源：入境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表二：「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續期數字
項目 2009年 2010年 總數

續期獲批人數 1,369 2,328 3,697

合資格申請續期人數 2,758 3,367 6,125

續期比率* 49.6% 69.1% 60.4%

「棄港」人數* 1,389 1,039 2,428

註：*按入境處提供數字推算

資料來源：入境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即之前一年有參與計劃者)

相比彤煒，來自廈門大學、
去年於中文大學全球傳播碩士
課程畢業的陳蔚蔚，因不太懂
廣東話，其求職經歷出現更多
挫敗，「畢業後半年，求職面
試逾30次，都未能覓得理想工
作；其後試過到商業機構任
職，但每晚都要超時工作至晚

上10至11時，做了3星期已吃
不消」。

蔚蔚認為，因未能操流利廣
東話，即使擁有碩士學歷應徵
時亦不會「加分」，她說：

「與港生一同面試時，語言障
礙必然影響表現。除非工作性
質要長期與內地聯繫，否則僱
主多認定內地生不會長期留
港，只願意開放短期職位，即
使是大公司，亦多傾向選擇香
港學生⋯⋯」

雖然一直未能從事心儀工
作，但蔚蔚坦言早有心理準
備，現時她於語言學校任韓文
及普通話導師，對工作環境也
感滿意，「未來港前已聽說這
裡求職困難，但始終希望來見
識一下；本身我對不同語言感
興趣，未來2年應該會繼續留
港工作，其後再周遊列國，學
習不同語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陳蔚蔚不懂粵語難覓理想工作

■來自廈門的中大碩士
陳蔚蔚。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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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彤 煒 表 示 單
靠 父 母 人 事 關
係 ， 在 內 地 尋找
一份理想工作絕對
沒有問題，但是她
並不甘於一輩子留
守在家鄉，希望拓
闊視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來自廈門的中大碩士
陳蔚蔚。 受訪者供圖

香港銳意建構區域教育樞紐，成功吸引

大量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學生來港升學；

入境處更在2008年實施新安排，港校非

本地生甫畢業即可無條件留港1年，免

卻申請工作簽證的繁複手續。新安排實

施了3年，每年批出的留港人數約有20%

增長，累積申請者超過1萬人。但想像

與現實往往有落差，這班高學歷的「港

漂」（漂泊香港搵工）年輕人，畢業後即

使成功就業，也遭上重重問題，包括香

港的長工時、居住環境狹窄、語言文化

難融入社交圈子及生活成本高等嚇怕，

多達40%人在「試驗式」留港1年後，毅

然放棄為簽證續期，告別香江，令香港

原意吸納人才的如意算盤，響起警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Emily港消費水平高 生活緊張

旅遊業界表示，受日核威脅，部分

外國旅客「棄日選港」，歐美、新

加坡等訪港旅客上升，加上香港傳

統節慶吸引，全年訪港旅客量料增

10%。 詳刊A2

要
聞

歐美客「棄日選港」
訪港客料增一成

「中國首善」陳光標被內媒曝光多

筆善款摻假。陳光標稱報道內容

98%不實，指責有媒體為吸引讀

者，想在其身上找負面新聞，不排

除通過法律途徑維權。 詳刊A4

要
聞
遭質疑善款摻假
陳光標：報道失實

超強度工作導致「過勞死」時有發

生，內地40多家機構的聯合調查顯

示，製造業高踞「中國十大健康透

支最嚴重的行業」榜首，金融、教

育、傳媒亦屬高危行業。詳刊A8

中
國
最易「過勞死」
製造業列榜首

科技總是走在大部分人想像之先，

有科學家構想出十至百年的新科

技，包括隱形上網眼鏡、直通宇宙

的天梯、人機合一的身體，能否成

真要拭目以待。 詳刊A11

國
際

十大未來科技構想
百年內成真？

本港一個往廣東梅州的美食團，所乘

旅遊巴途至河梅高速公路時，疑因司

機瞌眼，旅巴狂撞前面貨櫃車尾，

41名港團員及兩名內地司機受傷，

內地女導遊當場死亡。 詳刊A16

港
聞

港團梅州車禍41死傷
疑司機疲勞駕駛肇事

版

面
4月23日(第11/049期) 攪珠結果

2 4 26 30 31 43 38

下次攪珠日期：4月26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110,470 (29注中)

多寶：$9,201,453

2011年4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4
港字第22337 今日出紙3㜫8大張 售6元

氣溫：19-27℃　濕度：50-85%
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

星
期
日

辛卯年三月廿二 初四立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