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
研

究院是培育科
研人才的基地，

教資會數字顯示，
過去10年港校研究院

研究課程整體學生人數
大增，惟港生數字卻

「每況愈下」，由2,744人逐
步跌至2,087人，累積大減

約25%。而與一眾「過江龍」
相比，港研究生更經歷「七三

逆轉」，比例由10年前的69：
31，變成本學年的32：68 (見表

一)。對有關情況，不論在港土生
土長，抑或來自內地的教授均認

為，港青對科學研究仍具一定興趣及
天分，但香港科研出路相當有限，理想

難敵現實，令不少人選擇職場，無奈放棄「任重
而道遠」的科研領域。

內地生為港科研主要生源
中文大學物理系今年有約90名研究生，其中港生

只20多名，其餘以內地生為主。該系教授朱明中
指，10多年前剛入職時，全系只有60多名研究生，
雖然10年間大增一半，但主要生源仍是內地生，港
生比例由約4成逐步縮減至不足3成。對於本土科研
人才漸少，朱明中坦言擔心將來「後繼無人」，且
問題其實已漸出現，「這一刻已不夠人才，學生未
必願意投放3年時間，從事出路未明的工作，而即
使有耐性，亦需面對社會帶來的壓力⋯⋯」

朱明中：外國發展機會多
朱明中認為，越來越少港生願意讀研究院，主因

是香港科研前景非常局限，科研單位很少，亦欠缺
工商業界支持，「研究生畢業後，反顯得『高不
成，低不就』，我們物理系，畢業生雖然可到天文
台或太空館工作，但機會不多」。他續稱，雖然內
地生能夠短暫紓緩香港研究人才不足問題，但並非
長久之計，「研究需要一直堅持，內地生的根始終
不在香港，未必願意長遠留港發展」。

朱明中又慨嘆指，香港社會「事不關己、己不勞
心」，忽視科研工作，例如發生了日本福島事件
後，才有人開始關注核電。他坦言，香港科研前景
問題，並非單純增加經費能解決，「如學生想讀博
士，我也建議應到外國試試，因為發展機會更
多。」

薛紅：港科研待遇不理想
來自上海，曾於加拿大、英國參與研究的科技大

學生命科學部教授薛紅表示，內地大學及學生數量
龐大，能專注學術的人也更多，香港院校自然錄取
較多內地研究生，不存在「搶學位」情況。她認
為，香港社會研究文化薄弱，從事科研待遇不算理
想，難以吸引本地年輕人投身，「例如我有一位很
能幹很出色的香港博士生，但因經費所限，只能給
他1萬多元月薪，比他那任職中學的女友還低；如
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目標，未必會留低」。

薛紅又指，錄取研究生時已盡量「港生優先」，
「如大家水平差不多，內地生需要適應新生活環
境，我一定會選香港同學」，但合適的港生人選往
往因家庭或其他關係另有打算，現今其團隊能維持
有一半本地人員，已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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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研挑戰之

青黃不接?

■中大物理系教授朱明

中認為，越來越少港生

願意讀研究院，主因是

香 港 科 研 前 景 非 常 局

限。 資料圖片

經費少 待遇差 前景局限 人才流失存隱憂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縱觀過往多年教資會數
字，部分學科的香港研究生人數及比例較為平穩，亦
有部分學科港生已減少至趨向「絕種」邊緣。以醫
科、牙科和護理類為例，在00/01年至10/11年度的10
年間，本地研究生比例雖由近7成減至約4成，但因人
數大增，實質港生其實亦增加140多名；不過工程科
技、商科管理範疇，港生比率除已跌至只得或少於
20%，以人數計更大減5至7成，「本地薑」買少見

少，情況叫人慘不忍睹。

工程類港生人數跌逾5成
8大院校本地/非本地研究生整體已成三七之比，部分

學科更是「去本地化」的重災區。今學年工程科技類香
港研究生只得350人，佔整體20.1%，人數比起10年前的
700多人大跌逾半；而商科管理類更只有47名香港研究
生，不足整體1/6，人數較10年前的160名大跌7成（見表

二）。

張雅賢：港缺資源難留人才
在各學科類別中，醫護、牙科是唯一港生人數有增長

的範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張雅賢認
為，始終香港醫療科研在過去十數年極速發展，人才需
求很大，需要吸納各種研究生，所以港生比例雖跌，但
人數仍有增長。但她亦坦言，自己過去數年間指導的研
究生中，非本地生特別是內地生仍佔大多數，而這些學
生順利畢業後，陸續獲得內地、外國頂級學府提供博士
後職位甚至教席，留港發展者少之又少。

張雅賢指，不論非本地、本地生，在港完成研究學
位後都面臨前景問題，「香港研究生態存在根本問
題，對人手需求大，但學者往往欠缺資源，想吸納都
吸納不了；培養出人才後只能『為他人作嫁衣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香港科研前景欠佳令不
少港生卻步，能堅持下來的，往往因擁有一個「科研
夢」。去年開始其博士研究的中大物理系研究生譚耀豪，
大學畢業後亦曾因社會、就業等壓力，轉到中學教書，但

因從小已深愛物理學，最終決定重拾昔日目標，重回校園
攻讀博士學位。

阿豪自小喜愛物理學，入讀中大物理系後，亦有繼續
升讀同系碩士課程，「小時候看很多有關物理的書本，
如《十萬個為甚麼》等，更立志要完成物理學哲學博
士」。雖然從小立定志向，但阿豪完成碩士課程後，卻
到了一所中學教書，「當時希望嘗試一下，但任教一年
後發現工作很困身，而且只是按既有課程教學，並非自
己想做的事情」。

多番掙扎終棄高薪厚職
至去年阿豪終決定重拾昔日的目標，升讀博士學位。他

坦言，放棄月薪2萬多元的中學教席，換成每月僅萬多元
的研究生津貼，曾經歷過多番掙扎；而由於香港院校教
席、業界提供職位均非常有限，阿豪也曾不禁擔心：「難
道完成博士後，又要返回中學教書？」不過阿豪已學懂樂
觀面對，他笑言，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希望留港發
展，將盡力爭取本地大學教席，「幸得家人支持，本身亦
無經濟負擔」。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卻

有多所大學於國際及區內大學排名榜

屢創佳績，學術水平享負盛名。近10年來，港

校研究院急速擴展，成功吸引大量「過江龍」非本地

尖子入讀，人數激增達1.6倍，然而，發展當中卻暗藏本土

科研「青黃不接」的挑戰。在00/01年度，港生和非本地生人數

是「七三之比」，隨整體研究生名額急增，入讀研究院的港生卻反

而「買少見少」，今年只剩不足2,100人，比10年前大減2成半，幾已

逆轉成「三七之比」。有資深教授慨嘆指，科研是「長期抗戰」，如缺乏

本地青年加入，恐有「斷纜」危機，且當下香港科研出路有限，也易令

非本地研究人才白白流失，實為科研發展的一大隱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就香港本地研究
生越來越少，科大副校長、香港學者協會主席
黃玉山坦言有一定隱憂，他表示，早年香港院
校研究機構不多，發展未成熟，但青年參與科
研風氣不俗，積極到海外攻讀博士學位，美
國、英國和加拿大都是熱門地點。但時移世
易，現今80後、90後港青對從事研究漸不感興
趣，「始終比較現實一點，畢業後一般都是找
工作賺錢，想做研究的人越來越少」。他不諱
言，現時香港院校研究生中，以內地生佔最大
多數，但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會返回內地任
教，留港往往只得少數。

黃玉山：研究生比例應平衡
黃玉山認為，雖然大學國際化十分重要，但

長遠而言，香港仍需要一批熟知本地中學制
度、社會環境的學者，本地研究生的人數和比
例應達一定水平，「有人認為香港應制訂有利
港生及本地學者的政策，但亦有人認同要公平
競爭、全球招聘，兩者皆有道理，最重要的是
取得平衡」。他續稱，香港長遠應制訂多元化政
策，吸引港青參與科研之餘，亦確保有一定國
際化元素。

教資會重申不干預院校收生
教資會發言人回應指，錄取研究生事宜屬院

校自主範疇，各校會根據既定政策及程序，公
平及嚴謹考慮港生或非本地生的入學申請，教
資會不會干預。至於港生是否有興趣升讀研究
院課程，則屬其個人選擇和決定；不過教資會
亦強調，對港生在港修讀博士課程萬分支持，
自09年推出「香港博士生獎學金」以來，已吸
引350多個港生申請，相信此計劃能吸引本地
優秀學生留港讀博士。

發言人又表示，教資會及研資局積極推動及
鼓勵本地科研氣氛，如定期舉辦公眾講座，向
市民介紹本地大學卓越研究成果；另研資局的
定期通訊《研究新域》，也以全港中學生為其中
一個對象群，深入淺出介紹本港研究發現，藉
以啟發年輕人對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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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類港研究生跌7成重災

學者：80後港青無心科研
■黃玉山認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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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港大病理學教授張雅賢指出，不

論非本地、本地生，在港完成研究

學位後都面臨前景問題。 資料圖片

不同科別研究生數字與十年前比較
學科 00/01年港生人數 10/11年港生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商科和管理 160 (62.3%) 47 (15.5%)

工程和科技 713 (64.6%) 350 (20.1%)

理科 909 (70.3%) 643 (33.4%)

社會科學 285 (71.4%) 247 (34.2%)

教育 97 (75.2%) 93 (40.1%)

醫科、牙科、護理 253 (69.7%) 400 (40.6%)

文科和人文科學 327 (78.4%) 308 (50%)

總計 2,744 (69.3%) 2,087 (31.9%)

註：個別研究生可能涉及不止一類學科，分科人數以4捨

5入，與總計或有輕微偏差。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難捨多年理想 教師重投科研路

■譚耀豪坦言，放棄月薪2萬多元的中學教席，換成每月

僅萬多元的研究生津貼，曾經歷過多番掙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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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香港學生

●總數

●非本地生

表一：8大研究院研究課程本地/非本地學生人數（比例）人數

學年

31%
34%

37%

39% 42%
46%

51%
55%

59%

65%

68%

32%35%
41%

45%49%

54%58%61%
63%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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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研臨「斷纜」

■科大生命科學部教授薛

紅認為，香港社會研究文

化薄弱，從事科研待遇不

算理想，難以吸引本地年

輕人投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