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敬言獲英女王AO勳章

收生靈活自主
利有專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真正能考
上北大、清華的學生，不太可能選擇台灣讀私校或科
大。」一名招生人員坦承，曾經和一批學生聊過，其
中幾名成績特別好的，首選是清華、北大或香港的大
學。但對於成績位居中上及在某一個專業具有特別表
現的學生，台灣高校靈活自主的招生方式往往較適合
這類學生。

綜合成績作品評估
正修科技大學的招生負責人告訴參加說明會的大陸

學生，無論是公立還是私大，均有專門的招生委員會
根據每名學生報考的專業，綜合其成績及相關作品進
行評估，「成績優異的學生並非絕對入選，與專業相
關的課程成績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同時例如報考動
漫專業的學生，我們建議他參加說明會時，可以帶一
份個人最好作品來，這是很重要的參考」。

逢甲大學大陸事務辦公室負責人黃信倫認為，從明
年開始面向大陸招收本科生極有可能增設面試環節，

「報考電聲專業，可以帶一份音樂作品來；報考廣告設
計，可以帶廣告作品來，以展示實力」。黃信倫指，台
灣學校珍惜每一個學生的才能，對於大陸學生亦一視
同仁。

根據台灣「教育部」公布的細則，今年共有134所
台灣院校計劃招收2,141名大陸學生，包括48所公

立院校和86所私立院校。其中，大陸學生較為熟悉的
台灣大學和新竹清華大學等一些公立大學只招碩士及
博士生；而就讀本科只能報考私立大學和離島的金門
大學及澎湖科大，有關學校今年計劃招收1,488人，且
僅限前述6省戶籍的學生。

台灣「大學院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簡稱「聯招會」)數據顯示，截至6月9日，完成本科招
生網上報名的人數依舊停留在600人以下，與一個月前
的數字相差無幾。

幅員廣闊難宣傳
樹德科技大學助理校長洪春棋表示，台灣私大已經

有50多年的發展歷史，「如樹德在德國IF概念設計大
賽中排名第14，85%以上的教師具有博士學位，實力
不差」。而收生最大的困難是「大陸太大了，大學想做
招生宣傳都不知從何做起」。

其實台灣高校多對自身實力充滿信心，但大陸學生
對他們的了解很少。自4月中旬台灣方面發布招收陸生
的訊息後，不少台校通過逐個拜訪大陸中學的方式進
行宣介，但收效甚微，故將重點招生範圍圈定在目前
報名人數最多的福建和廣東兩省，成為不少學校在期
限屆滿前無奈的選擇。

閩生望開拓眼界
廈門第六中學陳同學指，曾經嘗試上網搜集資料，

但多數台校網頁在大陸都無法開啟，要透過在香港的
朋友輾轉獲取資料。福建平潭城關中學的莊毅同學
指，想填報銘傳大學或是逢甲大學的財經專業。莊毅
估計高考成績在本科第一批次與第二批次之間，「到
台灣讀書，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經歷，開闊眼界」。不
過，對上述兩所學校的認識，莊毅坦言是參加了說明
會才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此前在網上查到的資料很
少。

家長擔憂遭歧視
房志超希望到台灣深造美術專業，家人並不反對，

房父指台灣學費比大陸貴一些不是問題，「唯一擔心
的是孩子到台灣會不會被歧視」。東海大學公關室主
任邱瑞忠指，不少前來查詢的家長均向他表達了同樣
的憂慮。家長擔憂台灣方面與招收陸生消息同步出台
的「三限六不」：即對大陸學生限校、限量、限專業
和不加分、不影響台灣本地學生招生名額、不提供獎
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繼續留台

就業。

料留學費每年5萬
邱瑞忠指，種種限制並非校方本意，「我們只能告

訴家長，政治因素不會影響孩子在台灣的安全。出行
食宿學校都會做妥善的安排」。

邱瑞忠說，根據台灣方面的「招生法令」，私大招收
陸生的學費最高能調漲50%，但多數學校都以台灣本
地生源標準收費，學雜費、宿舍費加生活費年均約合
人民幣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
學院國際教育講座教授、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技術教育及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教
席得主馬敬言，在澳洲政府昨日公布的
英女王官方壽辰榮譽名單中，獲頒授勳
章(Officer in the General Divis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簡稱AO銜)。

澳洲的英女王官方壽辰榮譽名單是由
1975年2月14日成立，以表揚傑出的澳洲
國民，馬敬言將於今年9月或10月，出席
在澳洲首都坎培拉總督府舉行的授勳儀
式。

教院：勳章肯定其教育工作
教院發言人表示，有關殊榮肯定了馬

敬言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方面的工作，表
彰其「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技術及
職業教育方面的傑出服務」，顯示其高度
的人文精神，及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教
育。

馬敬言在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領域
上，是世界知名的教育專家。今年初他
獲教院委任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席」
得主，帶領及開拓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
方面的研究、培訓及合作計劃等。

他目前為教院國際教育講座教授兼終
身學習研究與發展中心總監。在2009年
加入教院之前，他自2001年開始，出任
德國波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
中心總監。

計劃招收1488本科生 實際報名人數只達1/3

資訊不足報名冷清
台高校6省招陸生

戶籍學歷雙限制
碩博士缺額逾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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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在早前公布
的大陸學生赴台就讀碩博士錄取情況，同樣未如台灣
各院校預期：核定招收陸生名額635名，最後只錄取
248位，缺額高逾6成。與本科生相比，報考碩博士的
大陸學生除了要滿足戶籍要求外，本科學歷還需滿足
台灣「教育部」採認的41所大陸高校的條件。這樣的
雙重限制無形中排擠了不少有意赴台深造的學生。

就業前景不明朗
畢業於廈門大學的馬軍認為自己很幸運，09年畢業

後留在廈門工作，把戶籍從天津轉到福建，令他同時
滿足了兩個報考條件，並獲台北大學行政管理專業錄
取：「我已經工作兩年了，讀碩士之前自然要考慮未
來的就業，但是現在兩岸之間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了，
也許兩年後大陸學生就可以在台灣工作了呢？」

馬軍的另一手準備是返回大陸，繼續之前在教育機
構的語文教學工作，「我喜歡教書，但對行政管理也
感興趣」。

聯招會總幹事張鴻德強調，台灣的頂尖大學像台灣
大學和政治大學等都無法足額招收，很可能是各大學
招生的科系不對陸生胃口，或是今年首度招生，不少
陸生還在觀望，而各大學對招收陸生的條件亦各有不
同。他呼籲外界不要拿足額或不足額評判各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

內地應屆高考生本周起忙於志願填報事宜，

其中福建、廣東、江蘇、上海、北京及浙江

6省市戶籍考生今年較其他省份考生，多出

「台灣大學院校」這一新選項。據了解，首

度招收大陸學生的台灣院校叫座力只屬一

般，報名截止日近，完成網絡報名人數僅達

預定1,488名配額的1/3。部分台校為了挽回

頹勢，聯辦了「陸生入學聯合說明會」，約

400人入場，但多為陪伴同行的家長，實際

學生數僅有一百餘名，反應未見踴躍。

最近特區政府擬為香
港中小學開設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的必修課，引

起社會廣泛討論，爭議不在於是否應開展國民教育，
而是國民教育的內容。不少人認為，國民教育應當開
放及具有批判性，不應是歌功頌德式的教育。筆者認
同國民教育應該開放和有內涵，做幾天交流、參觀輝
煌建設成就不足以令學生深入了解國情；但另一方
面，簡單看幾篇批評文章，看幾個批判性的電視節目
亦未必能達到開放和公正探討國家存在的問題，達致
深入了解國情。

最有效國民教育
今時今日香港和祖國的發展已是唇齒相依、密不可

分，不了解國家、不了解中華民族的發展，我們如何
有歸屬感？如何會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筆者認為，年
輕人要深入了解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國情，最
切實便是到內地升學，接受幾個月以至幾年的教育，
所得到的才是最「原汁原味」的國民教育。

筆者到過不同的中學做講座，聽到不少學生的尖銳
意見，指出國家發展不能單看經濟和民生，還應看政
治發展，並質疑國家政治體制存在缺點，人權和自由
有待改善。那麼港生應否到內地升學呢？筆者對年輕
一代關心祖國社會發展深表欣慰，但個人認為，我們
和祖國的關係好比在家與父母的關係，我們對父母的
尊敬愛戴，是基於血緣、父母養育和愛護之恩，而並
非因為父母是完美無瑕的人。同樣，我們愛國，到內
地升學、了解國情和關心國家發展，亦毋須建基於內

地政府的完美無瑕。

自由學習零打壓
內地的高等教育，向香港、澳門、台灣、華僑和來

自全世界的近30萬留學生開放，正是嘗試毫不保留地
以真面目向世人展示中國的發展和成就。內地的高等
院校並沒有要求港澳台學生和留學生學習政治、參加
軍訓，亦沒有要求他們寫歌功頌德的論文才能畢業。
學生在內地學習期間，可以自由出入、自由選擇朋
友、自由到全國各地旅遊觀光、參加志願服務，他們
可以了解內地社會，自由吸收知識，很難有人能給予
控制和壓抑。

今時今日，內地高等院校的教授有不少是留學生，
校園內的開放程度亦不斷提高，批評政府施政和諷刺
時弊亦並不是甚麼大逆不道的事情。

其實，數十萬在內地工作的港人，不少都能找到良
好的事業發展空間和生活樂趣，近萬在內地就讀大學

的港生大部分都有良好的學習生活和發展空間，更重
要的是他們通過生活和學習，對國家的歷史、文化、
政治和經濟有了深入和多元化的了解，掌握到國家發
展的第一手資料，和清楚了解到國家存在的困難和問
題。

助落實一國兩制
年輕人對祖國的發展和社會狀況有深入了解，將來

在事業發展上肯定會享有先機和優勢。個人覺得，有
志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發展和推動祖國發展進步的年輕
人，更應爭取到內地升學和發展事業，而港府除了投
放大量資源去資助一些短期的內地考察活動外，更應
資助清貧港生到內地升學，接受廉價優質的高等教育
及國民教育，這對消除香港與內地的隔膜，落實一國
兩制有莫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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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升學了解祖國
內地升學秘笈內地升學秘笈

■房志超(右
二)正在聽取
輔仁大學老
師的介紹，
房父(左二)
卻擔心㠥兒
子在台灣會
受歧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舒婕 攝

■一對父女正「研究」在說明會現場取得的台灣高校資
料，因為網絡等諸多阻隔因素，大陸學生尚無法全面了解
台灣大學院校的教學理念和特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 台 灣 1 6 所
私立大學聯合
招生說明會現
場，兩名大陸
學生正在閱讀
台校簡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舒婕 攝

■馬敬言在英女王官方壽辰榮譽名單中，獲頒授勳章。
教院提供

香港大學與拉脫維亞大學於昨天簽署合作備忘錄，協議加強雙方在學
術及科研上的交流合作。港大校長徐立之代表香港大學主持簽署儀式，
拉脫維亞共和國總理Valdis Dombrovskis出席見證備忘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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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家長提出「孩子去台灣讀書會遭歧視」
的擔憂，東海大學公關室主任邱瑞忠有些無
奈，但他認為隨㠥時間推移，雙方的了解會
逐步加深。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