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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資歷獲承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跨地域的互動協作，對人才的培育與發展極之重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上周

訪港時正式宣布，內地將承認香港新高中學制及文憑試資歷，明年起港生將可免試報考更多內地高校，擴闊其

升學途徑。事實上，港高校近年大規模招收內地生，均主要以內地高考為標準；另一方面，港生參與內地高考

港澳台聯招試也越來越多，以報考人數計較6年前上升1.2倍，其中獲取錄者更激增逾2倍。香港學界認為，「免

試」新措施將進一步為港生帶來便利，預期北上升學人數將持續增加，加強推動兩地教育交流。

香港考評局數字顯示，今年報考內地普
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

及台灣省學生考試（港澳台聯招）的港生
有935人，去年急升2成，比起05年更大增
1.2倍；期間港生成功獲內地高考取錄比率
亦由約45%增至逾6成，今年共599人獲取
錄，比6年前的189人多出達2.2倍，港生北
上升學趨勢明顯。

顯示國家重視香港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

自06年港澳學生到內地升大學學費與內地
生看齊後，每年學費由3萬大減至1萬元，
港生內地升學即持續增加，他表示，是次
由李克強公布新高中下的「免試」措施，
反映中央全面確認了香港的中學文憑試，
顯示了國家對香港教育發展的重視。
身兼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的黃均瑜

又稱，該校每年有約4至5位畢業生選擇到
內地升學，「免試」可為港生提供更大便
利，預計北上升學人數會進一步增加，特

別是經濟環境未必太富裕者，更是一個好
選擇，「留港讀副學位課程，單是學費一
年至少要3、4萬元或更多；若到內地升讀
本科學位課程，即使包括食宿開支，所費
也不比留港高」。
事實上，近年掀起的內地生赴港校升學

熱，就一直採用近似「免試」取錄安排。
今年港校取錄逾1,500名內地生，均主要以
內地高考成績報讀，部分另加面試及其他
評核。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更
直接參與內地統招，與其他內地高校一同
招生。

每年3千港生內地升學
目前，在內地高校中，北大、清華及復

旦設有免試招會考4優以上尖子，而暨南大
學、華僑大學也有免試招生制，以會考或
高考成績直接取錄港生，另該兩校連同中
山大學，也設有獨立招生試讓港生報考。
熟悉兩地升學情況的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
永祥指，港澳台聯招加上其他升學途徑，

現時一年到內地升學港生約有3,000人，每
年有近1成增長，而新高中明年文憑試的免
試安排更是絕佳契機，吸引更多港生北上
升學。

新制下升學前景更緊張
羅永祥解釋，過往香港學制有兩重篩

選，會考後只約4成人能升預科，當中近一
半能通過高考成功升讀大學，但新制下只
剩一次公開試關卡，整體升大學比率「數
字上」急跌至不足2成，部分人對升學前景
必更緊張。他舉例指月前中山大學在港舉
行的招生簡介會，便有不少首次參與的本
地第一組別名校到場，可見不同類別學校
已對內地升學更為重視，視為學生主要出
路。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認

為，「免試」安排已為港生提供清晰方
向，不過仍需要待各內地高校公布文憑試
收生門檻，才能估算明年有意到內地升學
的港生人數。

聯招試收生6年增2倍 「免試」進一步帶來便利

內地聯招港生報考及取錄人數
年度 報名人數 文科/理科 錄取人數 (比率)

2005 417 212/205 189 (45.3%)

2006 518 293/205 271 (52.3%)

2007 627 379/248 374 (59.6%)

2008 699 443/256 467 (66.8%)

2009 830 534/296 500 (60.2%)

2010 778 482/296 526 (67.6%)

2011 935 629/306 599 (64.1%)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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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升學勢大增

新高中生：
內地免試增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由於明年是香
港首屆文憑試，又與原
有的高考同步舉行，延
至7月20日才放榜，時間
較內地高考遲。香港教
育界人士都認為，兩地
教育部門應盡快商討如
何解決有關收生操作的
困難，專家又提醒有意
返內地升學的港生，事
前必先做足功課，如了
解各地天氣、擬修讀專
業的資格認可及日後事
業發展等，而內地學生
一般也很勤奮，港生亦
要有刻苦的心理準備。

內地生勤奮
港生需刻苦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表

示，內地高校學額安排
是其中先要解決的問
題，「以現有時間表
看，如收完內地生去為
港生提供餘下學額，剩
下的院校及課程相信很
少港生會感興趣；如預
先留位予港生，亦要考
慮港生最後可能放棄學
位，否則便會浪費。」
他又提醒港生內地地大
物博，北上升學前應做
足功課，「如哈爾濱工
業大學工業及軍事均非
常有名，但學生應先了
解當地冰天雪地環境，

考慮清楚能否適應；而且內地學生
很勤奮，與其一同學習，港生要有
刻苦的心理準備。」
福建中學(小西灣)升學及就業輔導

主任許振隆則指，學生選擇到內地
升學時，亦應考慮自己的志向及日
後前景，「如內地修讀考古學，回
港除博物館外工作機會不多，留在
內地發展較有優勢。」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

章亦認為，當局應盡快公布各內地
高校具體收生標準，讓考生有清晰
目標及準備，他提醒學生考慮到內
地升學時，需仔細了解本港與內地
學歷及專業資歷認可，會否或影響
日後考取專業資格。

■福建中學(小西灣)每年約有4至5位畢業生選擇
到內地升學。圖為該校「備戰」文憑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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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

環）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六生
黃金燕明年將參與首屆文憑
試，但她坦言，對部分學科如
英文及通識科信心不大，內地
升學可為她提供另一出路。她
表示，雖然港校已列出4個必
修科「3322」的最低要求，但
一般估計實際收生成績必定更
高，甚至英文科可能要4級才
有保障；相反內地高校有關方
面彈性較大，對有意讀醫科的
她是不俗選擇。
於廣州出生的金燕中一時來

港，她表示，文憑試始終是全新考試，特別是較欠把握的英
文及通識科，難保不會失手，「如未達港校要求，我亦不想
留港讀副學位，始終學費不便宜，而且銜接大學亦不容易。」
她又表示，自己一直心儀醫科，廣州暨南大學是其目標之
一，可望受惠於明年的「免試」措施，「如要確保本地升大
學，英文或要4級，但內地大學彈性較大，現在更可免卻花一
年時間準備聯招試，將會更便利。」
同校中六的施偉鴻則表示，有意到內地大學修讀歷史，認

為內地的史料更豐富，「曾在網上看到內地教授歷史很生
動，加上不少重要史事均發生於內地，資料相信更整全。」
他又認為，內地高校認可文憑試，對不少港生都應更有利，
「現時的港澳台聯招試，聽聞數學科程度對港生來說頗深，如
能改用文憑試成績，相信更容易入到心儀學科。」他指自己
認識不少於內地就讀的大學生，不擔心適應問題，更希望畢
業後有機會於內地工作，日後可從事考古學相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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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現年19歲的巫詩麗，09年會考得20分佳
績，但卻未獲原校中六取錄，熱愛藝術的她在當年暑假參與美國交換生計
劃，從而萌生「一定要出外見識」的念頭，毅然放棄留港升學。但考慮到海
外留學負擔龐大，而內地藝術水平亦高，她遂報讀香島專科學校港澳台聯招
試預備班，去年成功考入中國美術學院造型藝術系，主修版畫。

苦練普通話 口音變地道
詩麗認為，香港雖是現代化城市，但卻很容易令人精神停滯不前，不思進

步，與自己對藝術追求格格不入，來到位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修讀藝術，
她認為學習環境遠比原先她預期的好，內地同學的學習態度尤值得學習：
「他們很有抱負、性格刻苦，很早為自己定下明確目標。」不過，不諳普通
話就成為她剛開學的困難，她堅持「頂硬上」多說多練習，首學年完結口音
已變得頗為「地道」，她笑言：「竟然有人問我是否溫州人。」
她認為，在明年「免試」安排落實後，港生不論成績好壞都不妨到內地走

走，更可加深對國家的了解，希望自己將來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藝術教育
家，推動藝術交流。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勞雅文）會
考只得 1分的成
績，升學前景本應
困難重重，但今年
21歲的楊輝，仍能
憑努力考入北京體
育大學，成為國家
奧運金牌運動員李
小鵬、張怡寧等的
小師弟，將於9月
入學的他舉起大拇
指稱：「我對將來
好有憧憬！」回想
起放榜後的心情，
楊輝搖頭苦笑輕

嘆：「我以為一生的讀書生涯就此完了」，結果他
用一年時間發奮苦讀，克服港澳台聯招試的關卡，
證明機會仍會給予肯付出的人。
出生於陝西的楊輝7年前隨父母及兄長來港定

居，因家中經濟困窘，中四起他為減輕家庭負擔，
把握所有放假的機會做兼職，「麥當勞、惠康，甚
至地盤工人都試過，希望能應付自己生活開支，不
再向家人要錢。」換來的是難以兼顧學業，去年會
考只有1分。

日讀5小時 聯招試過關
前路茫茫之際，他獲同樣在內地進修的兄長鼓

勵，報考港澳台聯招試，更變得專注學習，除了上
預備班，每日放學後都會花3至5小時溫習，他形容
「從未試過這麼用功」，今年6月終獲確認，得北京
體育大學取錄。他稍後將前往北京升學，楊輝雙眼
充滿希望說：「好有憧憬！」一身黝黑皮膚的他喜
愛運動，有意修讀籃球、足球及羽毛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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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生黃金燕考慮到內地
升學，旁為同學施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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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詩麗去年到中國美術學院修讀
藝術，每日都花很多時間畫畫。

■福建中學(小西灣)每年約有4至5位畢業生選擇
到內地升學。圖為該校「備戰」文憑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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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免試」後，將吸引更多學生到
內地升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