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8月中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訪港後，2012年
內地高等院校對新高中
畢業生如何實行免試錄
取，成為教育界關注的
熱點。由於本學年第一

屆高中文憑試開考，很多中學都提早開學，並積極為學
生進行升學輔導工作。不少學校已將內地升學作為其中
一個介紹項目。
最近更有教育界人士了解到新消息：文憑試放榜較遲

(2012年7月20日)，內地可能會考慮讓香港新高中生以校內
考試成績，免試申請入讀內地的高等院校。究竟這個方
案可行性如何？筆者接觸過一些內地高校及本港中學校
長，討論有關方案的可行性，及計劃可達到的規模。

學術水平不同欠標準
當國家教育部去年透露考慮免試錄取方案時，有香港

的中學校長及教育團體亦表達意見，建議內地院校可以
學生校內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但以學生中學校內成績作
為免試錄取的標準有不少技術問題，首先是香港近500所
中學，當中的學術水平是有一定差異的，若無參照標
準，內地院校不容易確定報考學生的學術水平。
筆者亦向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老師查詢，以往英美澳

等地一些院校也有用校內成績來預先錄取香港高考生，
而一些進取的中學更會為學生準備參照資料，如學校畢
業生以往的香港公開試表現、升大學率等資料，以協助
外國高校參照報考香港學生的學術水平。

可能小規模試行
即使如此，一般外國院校發出的錄取通知都是有條件

錄取，會要求被錄取港生後補香港公開試成績及附加相
關的基本分數要求。對內地的高等院校來說，內地的高
校一般每年在7月中完成錄取工作，如能在7月前可完成
對香港的招生工作當然最好不過，故用中學校內成績進
行預錄會是一個可考慮方案，但在缺乏參照標準下卻不
易執行。因此，即使此方案實行，可能是小規模試行及
要求報考學生的校內成績要較突出。

暨大華大續推聯招
上述預錄方案若可及時推出，能惠及的將會是成績優

秀的一群；對成績未達優秀行列的學生，聯招試仍是報
考內地大學的合適途徑。兩所招收較多港生的內地大學
—暨南大學及華僑大學，最近率先向香港一些教育團體

和中學披露2012年招生的構思：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生考試
會繼續舉行，新高中畢業生和舊制高考生仍可通過此考試報考暨大
及華大。
兩校參照香港各大學的最低錄取標準(中、英、數、通識成績不低

於3322)，將新高中畢業生免試錄取的標準初步訂為5科12分。暨大
和華大預計，2012年由於有舊制高考生和新高中畢業生同時畢業，
報考兩校的港生人數會大幅增加，競爭會較以往激烈。
國家教育部會安排多所高等院校於本月底來港進行調研及了解情

況。屆時，相信能收集到教育界的意見，為2012年地高等院校在港
招生提供更多建設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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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所加)

港生北極證暖化 籌建網站推環保

以成績為派位依據 「海外聯招會」料生源至少增1成

港生升大免聯招
台擬承認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台灣
公私立大學多達逾150所，整體大學
學額供過於求。有香港的教育團體認
為，在新學制下，雖然全民升讀中
六，但入讀本地資助大學的比率只有
18%，認為台灣升讀大學是另一可行
升學出路，預計在台灣「免試」下，
以往受歡迎的醫科及獸醫，競爭情況
勢必更加激烈。但有熟悉兩岸三地的
升學專家指出，台灣學額充足，估計
5科2級的成績已可穩奪大學學額，但
他提醒考生，當地大學質素參差，需
對當地大學及課程預先了解，切忌只
當「救生圈」。

料9月底公布收生詳情
台灣方面表示，計劃在新學制下，

免卻港生參與聯招考試，改以參考中
學文憑試成績，據了解，當地收生詳
情將於9月底會公布。

「拉曲線」派位 不設最低標準
曾多次到台了解當地高校情況的教

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初步了
解，台灣計劃參考文憑試5科成績的
總分，再以類似「拉曲線」的模式分
派大學學位，基本上不設「最低標
準」，故認為可為港生提供另一升學
選擇，「新高中實施後，升讀大學變
成人人有希望，個個無把握；如不用
參加台灣聯招考試，一試無妨」。
熟悉內地及台灣升學的香島專科學

校校長羅永祥表示，台灣近年積極
處理學額過剩的問題，故計劃向港
生提供「免試」優惠，但他認為免
試有實際的操作困難，「大學學位
的標準不能定得過低，但太高又
『盞搞』，故當地亦計劃參考校內成
績以及校長推薦，為學生提供更多彈
性」。

學額充足 質素參差
他坦言，台灣在學額充足的情況

下，「全民取錄」的機會很高，估計
考獲5科2級已能穩奪大學學額位，即
使未獲大學取錄的考生，亦可入讀先
修班。不過，他提醒考生，台灣院校
數目眾多，質素參差，入讀前須仔細
了解學科的內容及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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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每年約有1,000名學生前
往台灣升學，當地主要分別為中

五及預科學生提供兩條升學途徑：中五
畢業生可修讀為期一年的「僑生先修
班」，銜接至台灣的大學，去年取錄800
多名港生；至於中六及中七學生，則可
參與台灣「海外聯招試」，今年亦吸引

逾550名預科生參加，較早年200、300
人大幅增加。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校長、「海外聯

招會」主任委員許和鈞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隨 明年香港推行
首屆中學文憑試，台灣計劃利用有關
的中學文憑試的成績，作為收取港生

及派發大學學位的依據，並估計有關
的免試措施可為香港文憑試考生提供
赴台升學的誘因，「如明年落實新措
施，方便性增加，赴台讀書的學生亦
有增長」。

明春接受報名 7月放榜
許和鈞對新制下的港生赴台升學人數

感樂觀；但他坦言，首屆增長幅度仍很
難預測，認為存有變數及落差，但估計
1、2成的增長不會有問題。台灣方面計
劃明年2、3月接受報名，並於7月中放
榜。

保留「僑生先修班」鋪後路
在新學制下，一般香港學生會讀到中

六才畢業，並無中五畢業生，但許和鈞
指出，台灣會保留「僑生先修班」，為
未能考獲心儀院校的考生提供「補救」

機會。

收生標準因應表現調整
收生門檻方面，他表示，台灣收生與

本港有別，台灣的大學會按整體成績排
序及分派，故無絕對標準，每年均會因
應學生表現而有所調整，「每年考生的
表現均不相同，舉一個例子，有一位同
學物理考獲5**佳績，但地理0分，香港
的大學應該不能取錄，但台灣的標準是
如他入讀物理系，以他的成績，為何不
可？」
香港現時的適齡青少年升讀教資會資

助大學的比例僅有18%，相比台灣的
100%有很大差異。許和鈞指出，台灣
高等教育資源豐富，故非常樂意為港生
提供升學機會。他表示，現時台灣獸
醫、新聞、金融等學系均較受港生歡
迎，為港生提供更多不同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淑環）在新高中學制下，本地大學學額競

爭加劇，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除可報讀本地副學位課程外，台灣升

學亦是另一選擇。目前，有意赴台升讀大學的預科生可透過台灣

「海外聯招」的成績分派到不同大學，但隨 明年首屆中學文憑試

實施，台灣「海外聯招會」主任委員許和鈞指出，台灣擬利用香港

文憑試成績作為分派大學的依據，意味文憑試考生赴台升學將獲

「免試」安排。許和鈞認為，新措施有助吸引港生到台升學，估計

明年「1、2成增長應該不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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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在兩岸三地都
同時出現、且有很高
使用率的一批新詞。
先看政治方面：

1.反恐：「911事件」導致全球人民共同重視反
恐，但近10年來，恐怖主義仍困擾各國人民，反
恐仍是前路漫漫。
2.倒扁：台灣政局是兩岸三地最關注，從陳水

扁的戲劇性經歷帶出藍綠爭鬥，至今鹿死誰手仍
未可知。
3.問責制：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問責

制，是否成功仍見仁見智。
4.八榮八恥：針對內地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現實

現象，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6年3月提出「八榮八

恥」，目的在於引導中國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
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為
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
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
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
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
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5.反全球化：近年，越來越多人認為全球化為

當地社會及全球帶來惡果，反全球化行動越來越
激烈。

兩岸三地交流趨密
踏入21世紀，世界經濟有極大發展，但同時也

爆發過數次危機。以下5個有代表性的新詞基本上

可概括過去1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特點：
1.自由行：內地對香港及台灣先後開放自由

行，內地民眾可到港台旅行，既密切了解兩岸三
地的經貿關係，也帶動彼此的文化交流。
2.CEPA(包括ECFA)：兩岸三地的兩項重要經濟

交流協定為兩岸三地的經貿交流帶來深遠的影
響。
3.金融風暴(包括次貸)：由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

讓全世界的經濟經歷一次洗禮，造成的嚴重後果
至今仍未完全恢復。
4.團購(網購)：新的購物方式改變人們的傳統購

物習慣。
5.軟實力(硬實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除較令

人注意的經濟、科技及軍事實力方面的「硬實
力」，近年，人們也開始重視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
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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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政經 嶄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來自香
港國際學校的學生龐傑，與來自加拿大、美國和
香港等15個國家及地區的約70名學生，在暑假隨
科考專家遠赴北極探險。在為期兩周的考察中，
大隊到過冰島、加拿大和格陵蘭島等地考察，發
現受溫室效應影響下，北極許多冰川已經融化，
北極熊、藍鯨和海豹等數量大幅減少。為引起全
球青少年對環保的關注，龐傑將與參與是次北極
考察團的學生合力籌資建設宣傳環保的社區網
站，將在今後1至2個月內推出。

格陵蘭島9成冰川融化
正唸高中的龐傑表示，因他選修的環保科學成

績特別優異，在此次活動的多層選拔中終獲選為
北極學生科學探險隊隊員。大隊從加拿大出發，

開始為期兩周的北極考察。龐傑指出，在丹麥的
格陵蘭島，探險隊發現30多年前該島南部一直被
冰川覆蓋，面積達100平方公里，但現在受溫室效
應影響，已有90%的冰川消失。

7成北極熊消失
此外，北極本是北極熊生活棲息的地方，但探

險隊在行程上只看到5隻北極熊。據加拿大和俄羅
斯等地的居民表示，受到氣候暖和影響，已有
70%北極熊消失，部分則住在加拿大北部山地。
科學家曾警告，全球暖化對北極附近居民有很

大影響，但對全球影響更大，北極冰川融化令海
平面上升，若格陵蘭島的冰川全部融化，全球沿
海地區將有數億人被淹，中國沿海的上海、天津
等地將有4,000萬人受到影響。

為推動全球青少年關注環境保育問題，參加上
述活動的70名學生將一起建立環保社區網站，性
質類似facebook，預計1至2個月內推出。

■許和鈞表示，台灣計劃利用中學
文憑試成績作為分派台灣大學學位
的依據。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現時每年
約有1,000
名港生前往
台灣升學。
圖為港生出
席台灣升學
講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淑環 攝

■龐傑(左)和一名香港女同學共赴北
極作環保考察。圖為他們在北極展示
香港特區區旗。 受訪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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