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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辛卯年十月廿六

1. 根據表二，描述本地大學招收非本地生的趨勢。

2. 表三反映何種現象？

3. 你認為表五提供的資料，能否足以說明本地生更難入讀大學？為甚麼？

4. 參考以上資料並就你所知，有何原因導致非本地生不願留港工作？試舉例說明。

5. 綜合上文並就你所知，你是否同意當局應限制招收非本地學生？為甚麼？

6. 綜合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本港大學國際化會否犧牲本地生利益？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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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的國際化水平高過耶魯大學。 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增收內地生會減低本地
生升讀大學的機會。 資料圖片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本港大學近年不斷銳意推動國際化，除聘請

海外學者來港任教外，亦積極招收非本地學生，務求躋身國際一流大學

之列。政府亦有意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為非本地生來港就學，以

至畢業後留港就業「大開綠燈」。有人認為，此舉可提高本地的高等教育質

素，並吸引外地人才來港；但亦有人認為，這只為他人作育英才，減少本地學生

的入學機會。究竟本港大學國際化是利己或利他？下文將作探討。 ■簡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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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研究生獲優待
為吸引內地生，本地大學出盡法寶，以諸多優惠以招徠。目前大部分研究

生來自內地，他們只需繳付與本地生相同的學費，便可入讀，且可申請各類
獎學金及津貼，優惠基本上與本地生相同。內地的本科生需繳付較高學費，
以香港大學為例，一年學費接近12萬港元，遠高過本地生。不過，港大特別
為內地的本科生設立高額獎學金，高達每年14萬港元，內地生獲錄取後毋須
申請，便可被自動納入考慮之列。若取得獎學金，完全可抵銷學費的支出，
且尚有餘額可作生活費。至於本地生便沒有這種優待。

表四：港大學費、獎學金及津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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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大學國際化
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各地，人才不斷流動，各

地都推出措施以培育更多本地精英及吸引外地專

才。在這個背景下，大學為提高競爭力，亦必須走向國際化，一方面聘請海外

頂尖學者來校任教，另一方面招收海外優秀學生，以求締造國際一流大學。對

高等教育素有研究的程介明教授，曾以8個層級量度大

學國際化程度，並認為本地的大學得天獨厚，除未必達

到最後兩階外，基本上已攀上第六階。

大學國際化8階
1. 靜態對外：如設英語網頁、建立外事辦公室、印刷英文簡章及接待外賓來訪等。

2. 單向交流：教職員及學生參加對外交流或學術會議。

3. 雙向交流：設立長期接待外地學者來訪的項目，招收外地學生(但以當地語言學習)。

4. 國際參與：學術人員參與國際網絡、團隊及活動，並擔任當中的主要成員。

5. 國際課程：在大學內開設以國際語言授課的獨立課程或建立以國際語言授課的獨立學院。

6. 國際團隊：大學部分重要學術領導崗位可由海外學者擔任。

7. 國際融合：大學師生不分國籍，能夠真正國際融合，即國際語言已在大學校園成為學習

及工作語言。

8. 國際校園：大學除工作和學習以外的其他活動，不同國籍的學生可打成一片。

資料來源：程介明：《大學國際化八階》

兩個較易觀察的大學國際化指標是非本地科研人員及非本地生佔整體的比例，由此觀
之，本地大學的國際化水平不俗。以香港大學為例，以上兩項指標均與國際享負盛名的牛
津大學及耶魯大學不遑多讓。(表一)

表一：大學非本地生比率
大學 非本地生 非本地生(學士學位) 非本地生(高等學位) 非本地科研人員

香港大學 28.9% 18.8% 39.9% 55.4%

耶魯大學 17% 10.9% 34% 54.2%

牛津大學 >33% 15% 61% 40%

資料來源：各大學網站

非本地生回歸後激增
本地大專院校一向有聘請外地學者來港任教的傳統，殖民地時期的港大從英國招請學者

來港自然不過，即使是早期的新亞書院亦經常從台灣邀請學者來講學。相反大量招收非本
地生是近10年才發生的事。表二可見，入讀政府資助本科課程的非本地生比率已從2000/01
年度的0.8%激增至2010/11年度的9.9%，而入讀研究課程的增幅亦快，從33%倍增至
69.2%，即目前7成研究生不是本地生。

港大學「內地化」？
表三顯示，近10年來非本地生的原居地狀

況，絕大部分來自內地，由2000/01年度的約8
成升至近年的9成。海外高等院校的「非本地
學生」一般指非本國公民，香港則將非香港居
民的學生演繹為「非本地學生」。有人認為，
與其說本港大學國際化，不如稱之為「內地化」
會更合適。

表三：非本地生原居地統計
年度 內地 亞洲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總計

2000/01 1,463 170 148 1,781

2001/02 1,911 184 159 2,253*

2002/03 2,230 204 170 2,604

2003/04 2,849 197 158 3,204

2004/05 3,362 211 156 3,728*

2005/06 4,370 244 160 4,773*

2006/07 5,754 292 171 6,217

2007/08 6,751 347 195 7,293

2008/09 7,713 418 262 8,392

2009/10 8,429 596 308 9,333

2010/11 8,756 950 400 10,106

* 註：教資會所列數字較總和少1。

資料來源：大學教資會

http://www.ugc.edu.hk/big5/ugc/index.htm

表二：非本地生佔資助學額總數比率
年度 本科學額 非本地生 百分比 研究學額 非本地生 百分比

2000/01 45,645 362 0.8% 3,695 1,218 33%

2001/02 46,148 536 1.2% 4,033 1,469 36.4%

2002/03 47,201 676 1.4% 4,207 1,646 39.1%

2003/04 48,094 908 1.9% 4,995 2,062 41.3%

2004/05 48,830 1,378 2.8% 4,971 2,202 44.3%

2005/06 50,009 2,144 4.3% 5,208 2,520 48.4%

2006/07 51,221 3,199 6.2% 5,465 2,920 53.4%

2007/08 52,315 3,979 7.6% 5,627 3,225 57.3%

2008/09 53,992 4,790 8.9% 5,743 3,539 61.6%

2009/10 55,514 5,191 9.4% 6,169 4,083 66.2%

2010/11 56,442 5,598 9.9% 6,412 4,438 69.2%

資料來源：大學教資會，http://www.ugc.edu.hk/big5/ugc/index.htm

4成外地生工作1年「棄港」
內地來港就學的學生大多在內地高考名列前茅。吸納這批精英，不但提高

本港大學的素質，他日學成，更可貢獻香港。港府更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回港就業安排」，讓他們畢業後毋須僱主聘用，亦可申請留港12個月，方
便他們留港作出貢獻。根據浸會大學近日公布的調查，8成非本地生有意留
港工作。事實上，每年亦有約3,000宗申請，不過當中約4成在一年後便離
港。究竟有多少人願意長期留港？實在是未知數。有人認為，招收非本地
生，尤其是內地生正為香港輸出軟實力，即使他們不留港，但他們所感染的
香港工作方式、生活模式及價值觀等，長遠而言多少會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
式回饋香港。

本科生
．非本地生每年學費：HK$119,000

．非本地生每年獎學金：HK$140,000

（可發放3年，內地生錄取後獲自動納

入考慮名單）

．本地生每年學費：HK$42,100

研究生
．非本地生每年學費：HK$42,100

．本地生每年學費：HK$42,100

．非本地生每月津貼：HK$13,600

．本地學生每月津貼：HK$13,600

犧牲本地生升大機會？
港府在近10年增加資助學額，首年本科學額由2000/01年度的15,139增加至

2009/10年度的16,425，增加1,286個學額，同期高考考生人數則增加3,675。若
對比首年本科學額及高考考生人數的比率，近10年一直維持在2.2至2.4之間，
即每一個學額有2.2至2.4個考生競逐。不過，由於近年越來越多非本地生加入
競爭這些政府資助學額，實際情況有所變動。由於沒有公布第一年非本地本
科生的數字，表五以整體非本地本科生人數的1/3作為首年非本地本科生人
數的估計數字，在扣減這批學生所佔用的學額後，考生/學額比率便有很大
的變動：以2009/10年為例，由原來的2.42上升至2.71。換言之，由於非本地
生增加，令本地生更難考進大學。而隨 大學不斷增收非本地學生，大學資
助學額又不會相應增加，估計本地生將越來越難獲得資助大學學額。

表五：高考人數/本科學額比率
年份 高考報 首年本 考生/ 估計首年非本 扣減非本地生後

考人數 科學額 學額比率 地本科生人數* 考生/學額比率

2000/01 36,099 15,139 2.38 121 2.40

2001/02 36,999 15,231 2.43 179 2.46

2002/03 36,660 15,729 2.33 225 2.36

2003/04 36,004 15,554 2.31 303 2.36

2004/05 33,829 15,525 2.18 459 2.25

2005/06 34,977 15,292 2.29 715 2.40

2006/07 36,608 15,769 2.32 1,066 2.49

2007/08 38,263 15,986 2.39 1,326 2.61

2008/09 38,647 16,299 2.37 1,597 2.63

2009/10 39,774 16,425 2.42 1,730 2.71

* 由於缺乏首年非本地本科生的數字，此處以該年非本地本科生整體數字1/3

作為基數。

資料來源：1.大學教資會 http://www.ugc.edu.hk/big5/ugc/index.htm

2.香港考評局 http://www.hkeaa.edu.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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