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初，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公布
一項調查，對象為
本港53間中學的升
學輔導老師。整體

而言，輔導老師並不熱衷推介內地升學。調查
發現，本地政府資助大學的學位課程是他們推
介學生升學的首選，其他依次為本地私立院校
學位課程、本地副學士課程、本地高級文憑課
程、海外大學、內地大學及台灣的大學。

內地升學方面，最多人想了解的是內地院校
的收生要求，其次是內地院校的申請、招生、
放榜程序，及內地學歷在本港是否得到承認。
教聯認為，缺乏清楚的收生要求和報考程序的
資訊，是輔導老師不傾向推介內地升學的主
因。

筆者認同，雖然近年大家都親身體驗到國家
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教育界對內地高等教育的
發展，特別是對港生的收生要求及報考方法等
確是了解不多，教師、家長都仍擔心內地高等
教育的水平和認可程度等。

學費較低 專科眾多
其實內地升學是有很多優勢值得推廣的。首

先是學費便宜，港生在內地大學升學享國民待
遇，每年學費只是約5,000元人民幣，而住宿費
也只是每年1、2千元。內地院校另一優勢是提
供200多個專業/學科，其中有不少學科如獸
醫、汽車工程、航天工程、中國法律、漁業、
園藝、考古等是本港大學沒有提供的。

內地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並將為港人
提供廣闊的事業發展空間，內地升學可為港生
擴闊視野、拓展內地網絡，搶佔事業發展先
機。

免試招生試點 仍在構思階段
教育部9月底組織多所內地高校赴港拜訪香港

教育局、考評局及幾所中學，並進行調研，為
明年免試招生的操作制訂可行方案。初步構思
是2012年參與免試招生的試點高校將達到63家
左右，主要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
大、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等「985工
程」及「211工程」高校，暨南大學、華僑大學
兩所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高校以及一批省
屬高校特別是廣東省的高校。

末屆高考生亦可參與
免試錄取途徑不單面對新高中畢業生，亦會

同時開放予參加末屆高考的中七學生。不過，
細則如63所院校的名單，免試錄取的基本標準
(各院校的要求可能不同)及是否需要面試等仍有
待確定。如能在短期內公布對港生免試錄取的
詳細訊息，將對推動港生到內地升學有很大的
正面作用。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港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張永珍捐400萬 資助少數民族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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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育學院大中
華研究中心、香港國際
問題研究所及民間國際
主辦的「從21世紀多角
度剖析中印關係」地區
會議將於本月29日舉
行。屆時主辦單位會邀
請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
專家發表演說，亦設有
小組討論環節。會議將
以英語進行，歡迎公眾
人士參加。

上述會議於10月29日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
午6時，假教院大埔校園
A座行政大樓4樓校董會
會議廳舉行。會議將就
中印之間的關係、戰略
和合作進行深入探討。
有興趣參加的市民可致
電2948 7384（李小姐）
查詢及報名。

留港發展豐富人力資源 4成大專生恐拉低平均工資

助港競爭力「升呢」
7成港生讚內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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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是
次浸大的問卷調查設自評部分，要求
內地生及港生評估自己的能力，包括
工作表現、專業技能、語言能力、團
隊精神、忠誠度、其他正面特質及整
體能力等項目，以5分為滿分。結果顯
示，內地生在各方面的自信心都比港
生更高一點，平均達4.06分，比港生高
0.21分。其中兩者差距較大的項目為語
言能力，港生自評值3.53分，內地生自
評值3.98分。

港生薪金期望較低
整體而言，內地生比港生傾向於認

為自己比他人優勝，有37%內地生認為
自己比港生優勝，但認為自己比內地
生優勝的港生則只有29%。由於本身自
信心較高，故內地生對自己的預期薪
金也比港生高，假設雙方都在香港工
作，31%內地生認為首份工作每月薪金
會高於15,000港元，但只有21%的港生
有這個想法；25%港生預計首份工會低
於10,000港元，但只有14%內地生有此
預期。

內地生英語進步 思考靈活
浸大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葉月

瑜表示，近幾年的內地生水平越來越
高，「早期招收的內地生，他們的英
語能力可能及不上港生，思考模式也
較僵化。不過近年很多內地生的英語
能力都有所提升，特別是英文寫作方
面也很強，思考模式也比以往的學生
活潑，他們的成績大多數在全校前
10%」。

葉月瑜建議，港生若要保持競爭
力，要努力擴闊自己的國際視野，

「內地生很努力爭取機會到外國交流，
回來後自信心又進一步增強」，她認為
港生在這方面應好好向內地生學習。

研究員：直接比較不公
不過，資深研究員郭中實補充說，

將港生和內地生作直接比較並不公
平，他笑言︰「可以到香港讀書的內
地生，可能不到千分之一，他們都是
從眾多內地學生中挑選出來的一小撮
人，一般成績都非常優異，所以他們
一直以來都很自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目前每年約有5,000名內地生來港

求學，當中約2,000人能成功留港發展，這豐富本港人力資源的同

時，也為港生帶來競爭。一項調查顯示，近8成受訪本地大專生感到

內地生的出現，會增加自己找工作的難度；逾4成人更擔心這會拉低

整體畢業生的平均工資。不過，亦有7成港生承認，留港工作的內地

生能提升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
究中心，於今年6月15日至7月10日

期間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香港浸會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嶺南大
學及香港教育學院5所本地大專院校共
2,423名學生，以了解本地及內地大專生
的就業意向，及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能
力進行自評。受訪者均為於2011年或
2012年畢業的全日制學生，其中本地生
佔75%，非本地生佔25%，後者以內地生
為主，逾7成受訪者修讀學士課程。

8成非本地生 選留港工作
調查顯示，有8成非本地生選擇留港工

作，當中26%受訪者表示這是因為香港的
薪金較高，也有近2成非本地生認為香港
發展機會多，所以想留港工作。其他較
多內地生選擇留港工作的原因還包括：

「有家人/朋友在港」、「生活環境好」、
「就業前景好」以及「國際化城市」等。

逾3成願北上 男比女多1倍
另一方面，有意回內地工作的港生也

有36%，對自己的「普通話能力」、「全
球視野」、「抗壓性」或「積極參與各類
活動」方面較滿意的港生，意向更明

顯，其中願意北上的男生比女生多1倍。
逾6成港生預期，北上首份工作薪酬將有
5,000至10,000元人民幣。

港生願意到內地發展，原因有很多，
如逾7成認為內地市場大、機會多，也有
17%港生認為曾到內地工作有利他們將
來事業發展。此外，有67%本地生和64%
非本地生均表示有興趣到外國發展，另
有51%本地生及72%非本地生以美國作為
到外地發展的首選。

對於內地生留港工作，逾7成港生認為
這會帶來競爭，近8成港生更認為這會增
加他們找工作的難度，逾4成港生甚至認
為，內地生留港就業會拉低整體畢業生
的平均工資。不過，也有7成本地生認為
內地生有助提升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嫌申簽證麻煩 避聘內地生
雖然有高達8成的內地生有意留港工

作，但浸大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
心研究幹事江詩琪指出，每年約5,000個
來港求學的內地生中，最終只有約2,000
多個能留在香港，主要是因為內地生比
較難找工作，「部分僱主不懂得替他們
申請工作簽證，又或是嫌麻煩而不想為
他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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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本欄曾
介紹新詞中衍
生詞的現象。
其中「族類詞」

是數量較多的一個。「族」本意指種
族、民族、家族，但近年也可指具各種
共同屬性的類群，如「語族」、「芳香
族」等。

日本廣傳 港台流行
「族」字源於漢語，反映華人一向有

宗親認同的族群傳統。日本千多年來吸
收漢字、漢語，千禧年後，日語「××
一族」開始在台灣及香港流行，如「開
車一族」、「近貧一族」」、「單身一
族」、「搶錢一族」等，把「族」字延
伸到泛指無宗親關係、具有某一共同特
徵或共同意願的群體，並由此誘發演變
大量「××族」新詞的出現。以下略舉
數例：

1.上班族（Salaryman）：泛指受僱的
受薪階層人士，也指在辦公室內工作的
中產人士，如白領階級。

2.地鐵族：泛指依靠地鐵為主要交通
工具的人士。內地有一個名為「地鐵族」
的網上論壇，主要供網民討論和交流內
地地鐵的各項相關信息。

3.鐘擺族（Pendulum clan）：意指打
破單一城市生活、工作模式的人群，他
們突破城市界限，工作在A城，生活在
B城，在兩地都置業，婚姻周末化，社
交網絡多城交叉。此外，也有穿梭在農
田和工廠之間的「鐘擺族」農民。

4.蝸居族：比喻居住在狹小住所的人
群，反映當代白領供房艱難。

5.追星族：崇拜某些明星的人或群
體，也可稱為「粉絲」、「擁躉」。

6.網購族：隨 互聯網的普及，網上
購物逐漸成為人們新的購物方式。這些
習慣於網上購物的人被稱為網購族。

7.悲催族：「悲催」意指悲慘得催人
淚下。有網民用「悲催」一詞形容自己
的生活狀態：在大都市謀生艱難，「待
不住」，想回家鄉，但二線城市生活成
本也不低，也「回不去」，處於一種煎
熬的狀態。

此外，尚有「受薪族」、「北漂族」、
「商務族」、「納稅族」、「兼職族」、
「弱勢族」、「腳車族」、「候鳥族」、
「早起族」、「追車族」、「賞櫻族」、
「血拚族」、「搶鹽族」、「退鹽族」、
「蹭涼族」、「電腦族」、「快閃族」、
「單車族」、「背包族」、「隱婚族」、
「麥兜族」、「新銳族」、「衝浪族」、
「步行族」、「偷供族」、「套現族」、
「哈台族」等。

從這些眾多的「族類詞」，可見過去
十數年華人社會對群體或組別的自我認
同，有新的趨勢或定義，有關的群體種
類數量也迅速增加。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蔣震

（語言科學）講座教授 鄒嘉彥主持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族」類大變身 新義反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為支持內地偏遠地
區少數民族優異學生升學，城大「賢達會」創會成
員張永珍特別捐出400萬港元，在香港城市大學成立

「張永珍民族團結獎學金」，資助最多5名新疆少數民
族學生修讀城大本科基礎年課程及本科學士學位課
程。

5名優秀生獲獎學金
今年共有5名學生獲得上述獎學金，他們分別來

自蒙古族、維吾爾族和錫伯族。各人全是優秀的少
數民族學生，通過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報讀城
大。據了解，每名學生每年可得到16萬港元資助，
當中包括學費、住宿費及生活費，亦設有款項資助

學生到海外交流。

勉努力學習 回鄉傳揚港文化
張永珍表示，希望藉獎學金為少數民族的教育出

一分力，培養新一代人才。她亦提到自己曾離鄉別
井到英國留學，生活大小事務都要獨自處理，讓她
成為刻苦耐勞的女強人。她勉勵5名獲獎學生要在
香港好好學習，要跟同學們融洽相處，將來更要返
回家鄉新疆，向新疆人傳揚香港優良的文化。

城大安排「導遊」助適應
其中1名獲獎學生巴雅爾，來自新疆烏魯木齊蒙

古族。她於今年9月開始在城大的科學及工程學院

就讀基礎年課程。
巴雅爾指出，校方為他們安排1名「學生融和大

使」，當他們的「導遊」，故這2個月間她已完全投入
香港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問到未來的目標，巴雅
爾希望完成基礎年課程後，可在香港升讀市場學學
士課程，未來她會將學到的知識回饋家鄉，又承諾
不會辜負捐款人的期望。

張永珍是在改革開放後首個到內地投資房地產的
港商，亦為前全國政協常委。她多年來捐款總額以
億元計。

張女士和城大一直建立深厚友誼，早於1994年捐
1,800萬港元予城大興建張永珍學人樓，又在2010年
參與創立城大「賢達會」。

張永珍（左四）
捐400萬元予城
大成立「張永珍
民族團結獎學
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攝

得獎學生送民
族帽予張永珍
（前）以作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攝

▲

▲

■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院長兼
傳理調查總監
趙心樹（左）
指出，雖然內
地生的信心比
港生高，但港
生的信心也不
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攝

■有8成內地生有意留港工作，但近8成港生認為這會增加他們找工作的難
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