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紀的
首十年，泛
華語地區包
括 兩 岸 四
地，新詞、

新語出現得特別多，它們來自報章、微
博、短訊等，有些生命短暫，有些則變
成長春樹，並進入詞典。若以各種不同
標準來挑選，數量高達好幾萬個。筆者
所屬中心由1995年至2011年期間定時定
量分析報章，從搜集到的資料顯示，兩
岸多地在過去16年以來出現的新詞有約
8萬個。通過這些新詞，我們不但看到
琳瑯滿目、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湧現，同
時也反映當中所展現的深層社會文化意
義。從本期開始，我們將就兩岸四地共
同關心的話題，以及若干高活躍性和有
代表性的新詞語和其衍生情況，作為詞
例作初步探析。

反映官民共同關心議題
千禧年以來，兩岸三地都同時湧現許

多新詞，集中反映當局和民眾共同關心
的問題。我們把2000年後在兩岸三地同
時出現、具高使用率的一批新詞，分為
衛生、政治、經濟、科技、文體及民生
6個類別，分別選出最有代表性的各5個
新詞作出分析。

本期先談衛生安全方面的5個代表新
詞。
1. SARS（包括沙士、非典）：2003年間

發生的沙士一疫，對兩岸三地的民
生、旅遊造成空前衝擊，至今令人記
憶猶新。

2. 豬流感：2009年間，繼沙士後發生的豬流感，在
世界蔓延並造成很大影響。

3. 安監：隨㠥改革開放的深入，內地重大事故包括
煤礦礦難等經常發生，安全監督成為首要問題。
內地成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推行安全
監督，但多年來事故仍時有所聞，安監工作任重
道遠。

4. 塑化劑：內地在2005年間已關注到塑化劑問題。
2008年爆發的「三聚氰胺事件」轟動一時。今年
台灣市面上部分食品也被檢出含有塑化劑，食品
安全再次引起關注。

5. 亞健康：隨㠥科技進步，更多人把眼光放在疾病
預防上，亞健康也應運而生，並漸得到關注。
其他領域的新詞，下期續談。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鄒嘉彥主持)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院校趕工迎新制 史美倫料能妥善處理

中四貧生成績差 獲資助赴美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內地發展

一日千里，北望神州的港生有上升趨勢。

有調查顯示，有多達67%香港大專生曾經

或願意到內地工作及實習，較兩年前同類

調查上升7個百分點，主要因為他們認為內

地經驗有助事業發展及晉升。另外，雖然

近年更多港生願意回內地嘗試發展事業，

但其「跳板式」傾向亦越趨明顯。在有意

返回內地工作的受訪者中，多達8成半明言

只願意逗留3年以下，期間累積經驗，長遠

會回港或到其他地方發展。

香港人才交流中心今年7至8月以網上及電話形式
向500名香港青年進行調查，當中絕大部分為18

至30歲的大專生；結果發現，51%人曾到內地工作或
實習，連同其餘有意北上就業者，總數有67%人有內
地工作經驗或意向，較09年的同類調查大增7個百分
點，主要是他們認為內地工作有助事業發展，且待遇
及晉升機會較佳，亦有不少人認同北上發展是社會大
趨勢。不過，認同內地經驗有助日後發展者，則由09
年的逾9成下降至8成。中心總幹事孫澎解釋說，主要
與09年時金融海嘯影響全球經濟，內地發展潛力卻一
枝獨秀，令港生信心更大有關。

3成人僅願用1年作嘗試
雖然更多港生願意到內地工作，但調查亦反映普遍

人對長遠發展有保留，該批有意回內地的港生中，8
成半人明言只願意北上最多3年，更有3成人指希望以
1年為限於內地作短暫嘗試，較09年調查高出8個百分
點。孫澎指出，雖然港生認同內地發展機會大，但隨
㠥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日趨融合，令港生視內地工作為

「跳板」，認為有關經驗對其日後回港或到其他地方發
展亦有很大幫助。

金融地產酒店較受歡迎
內地近年積極發展金融及房地產業務，在是次調查

中，有42%受訪者稱願意到內地發展金融業，較09年
增加14個百分點。而地產業及酒店業亦是較受港生歡

迎的行業，分別有10%及6%港生願意到內地從事相關
業務。孫澎分析指，近年傳媒集中介紹內地的金融及
房地產發展，港生能掌握更多相關資訊，不少人已看
準發展機遇，「有港生到內地實習後，見到有銀行金
融機構在同一條街已有多所分行，發展潛力明顯；加
上內地投資銀行業務發展屬起步階段，發展空間也較
大」。

薪酬與現實存落差
另外，調查又發現，港生對回內地工作的薪酬待遇

與現實仍有落差。62%港生指期望月薪可達1.1萬元以
上，較09年調查上升15個百分點。孫澎指出，由於港
生主要仍視內地工作為次選，大多只以本地水平衡
量，不會刻意調低期望；但現實中，即使是大城市如
南京，聘請技術開發人員月薪約6千元人民幣，與港
生期望差距大。他認為，港生若真心考慮到內地工作
時，應具更長遠目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就香港文
匯報日前推出的「迎戰新學制系列」報道
中，有大學校長及高層投訴政府給予大學
改革的資源不足；加上工程延誤，趕工中
的大樓未必能趕及應付明年9月的開學需
要，情況嚴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
史美倫昨日回應指，教資會設有專責小組
定期跟進各院校的最新情況，她有信心各
大院校明年開學前能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教資會設專責小組跟進
教資會主席史美倫昨連同候任主席鄭維

新與傳媒茶敘。大學4年制明年9月推行，
大學界積極備戰，卻遇不少困難。史美倫
表示，教資會一直有專責小組跟進各院
校，由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中大公
共衛生學院助理院長楊永強擔任召集人，
從中協調及提供幫助，小組要求各院校要
有「後備計劃」，若設施未能趕及於新學年
啟用，院校需負責處理。據她了解，有院
校考慮租用鄰近商廈作課室、調整上課時

間至周日上課或延後開學2個月，她有信心
院校會作適當安排。

史美倫在教資會做「義工」4年，她指開
會前需要翻閱大量文件，會後要走訪各大
院校解釋每項措施，「試過一星期有8成時
間都在處理教資會事務」。令她印象深刻的
工作包括去年發表的高等教育檢討報告，
以及成功爭取180億元的研究基金，為院校
打好穩定的研究根基。她認為香港高等院
校基礎很好，希望各界人士可繼續齊心合
作，推動高等教育。

候任鄭維新允與8大「有商有量」
候任主席鄭維新將於本月20日正式上

任。他表示，教資會繼續落實先前訂立的
發展方向，包括高等院校國際化、研究海
外學分轉移制度等。

他強調在發展過程中，會在科研和人文
兩者取得平衡。面對「334」學制，他認為
機遇巨大，會和8大院校「有商有量」，共
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一定只
有家境富裕的人才能出國留學，獲取獎學金
也並非成績優異生的專利。坊間就有團體設
立一項與眾不同的獎學金，指明資助5名「以
為自己讀書不成」以及「家庭經濟有困難」
的中四學生，參加為期一年的美國中學交流
計劃，每個名額涉款逾10萬港元。學生若在
當地成績優異，更有可能繞過新高中文憑
試，獲得升學資格，就讀當地或本地大學。

名額5個 齡15至18歲半
5個獎學金名額由「我都得」教育基金設

立，包括88,500元的交流計劃費用以及12,000
元的生活津貼，對象為年齡介乎15至18歲半
(以2012年8月1日計算)、有意到美國交流的中
四學生。獎學金只要求參加者中三全年成績
不多於3科不合格，有基本英語的日常溝通能
力，活躍於校內外活動就可申請。

教育基金主席馬曼霞表示，是次獎學金的
甄選重點，在於學生是否積極及有領導才

能，「特別是為那些以為自己讀書不成、家
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而設，希望讓他們看到
有其他出路」。

不過，在是次5個獎學金名額中，其實只有
2個是公開申請，另外1個只提供予佛教徒、1
個給鮮魚行學校舊生、1個給參與昨日介紹講
座的學生。

馬曼霞表示︰「受益學生的條件由捐款人
指定，其中2個更是剛才確定，希望還會有更
多人捐款，讓更多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參
與計劃。」

為期一年 可升當地大學
參與交流計劃的學生將獲安排入讀美國的

11班或12班，隨後可升讀美國的大學，以往也
有部分學生循非聯招回流香港的大學，意味
參加者也可能跳過文憑試升學。馬曼霞指
出，若學生完成一年計劃後沒有升讀大學，
則可回港升讀中五，學生應仔細思考自己是
否適合參加。

當跳板儲經驗 長遠仍想回港發展

8成半最多留3年
港生願北上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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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到內地工作意向調查比較
項目 2011年 2009年

比率 比率

曾經或有意到

內地實習及工作 67% 60%

願意在內地工作

3年或以下 約85% 約75%

期望內地工作

月薪達1.1萬元以上 62% 48%

認為內地工作經驗

有助個人事業發展 80% 91%

資料來源：香港人才交流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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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逾半
參與是次調查的受訪者具備在內地實習
或工作的經驗。但調查結果亦反映，當
中約24%稱，對重返內地工作有保留。
在剛過去的暑假於浙江一間銀行實習的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學系3年級生李
嘉恩便是其中之一。她表示，雖然內地
發展潛力非常大，但對人才要求亦高，
剛畢業的港生實無優勢，所以自己打算
畢業後先留港工作累積相關經驗，待數
年後打好根基，才考慮轉投內地發展。

工時短福利好 發展空間較大
李嘉恩表示，內地企業一般工時較

短，且每日約有2小時午休時間，工作
壓力較香港小，福利也較理想。

但她認為，雖然內地工作環境吸引，
發展空間較大，但對港生來說，一畢業
就到內地工作並不是最合適時間，「因
為內地好的職位要求很高，人工甚至比
香港更高：如果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很難
勝任，故我打算畢業後會先留港工作，
累積經驗」。

文化差異容易適應
同樣來自城大、就讀金融學系3年級

的黃德正暑假亦到浙江一間銀行實習。
他認為，內地銀行業發展比想像中更
快，「當地的銀行很有規模，聘請的員
工也很多，發展空間很大」。他直言，
自己當初亦曾擔心與內地的文化差異很
難適應，但實習後發現問題不大，「內
地公司無論任何階層的管理人員，都會
與下屬一起打球，工作氣氛很好」。他
有意畢業後到內地工作，但亦要視乎機
會而定。

■黃德正坦言內地銀行
業發展比想像中快。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淑環 攝

■教資會主席史美倫有信心各大院校能於明年開學前妥善處理課室、宿位
等問題。左起：候任主席鄭維新、史美倫及秘書長史端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馬曼霞(前左一)指目前有5個獎學金名額。梁紀昌(前左二)任校長
的鮮魚行學校獲商界捐贈1個專屬舊生的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調查發現，67%港生曾到內地工作及實習，較兩年前同類調查上升7
個百分點。圖為內地機構在港招聘人才。 資料圖片

■孫澎表示，內地近年積極
發展金融、房產等行業，令
更多港生願到內地從事相關
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李嘉恩認為內地的筍
工要求較高。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淑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