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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描述香港升大的競爭情況。

2. 承上題，內地免試錄取港生對這種情況有何影響？

3. 舉例比較中國內地和英美澳的教育制度的優劣。

4. 在內地高校免試錄取港生的機制上，有何地方需作改善？試舉
3例並加以說明。

5. 假設你是今屆高考生或文憑試考生，你會否考慮去內地升讀大
學？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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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早前正式公布，今年將有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等63所內地高等院校，以免
試錄取方式招收本港高考及文憑試學生，院
校來自11個省市，廣東省佔27%，每間大學提
供30個至50個專門錄取港生的學位，學額最
多3,150個，每年學費最高9,000多元人民幣，
只是本地大學學費的兩成。這項政策的推出
無疑給港生提供一個很好的選擇途徑。因為
以往高考失利的大學生，通常會轉投自資大
專課程先修讀副學士課程，但副學士的教學
素質參差不齊，而且最後能否轉入大學也無
法有保證。如今內地大學開放給港生的求學
機會，不僅給學生提供另一條出路，更可在
客觀上促進香港大專院校與內地高校的互動
和進行優勢互補。具體分析港生去內地求學
的優勢有以下3點：

學費比英美低 素質獲得保證
根據香港統計處2009年底至2010年初的調

查顯示，當時香港共有7.5萬名25歲以下的港
生正在外地讀書，英國佔25.9%，澳洲佔
23.7%，美國佔19.6%，中國內地則有9.2%(即
約7,000人)。由此可見，不少香港家長會選擇
送子女去外地讀書，而去內地升學也是港人
的其中一個選擇。相比英美等國，雖然教育
制度和教育方式存在差
異，在內地求學除可增
強中文底蘊和加深對中
國的了解外，求學成本
比英美遠低很多。

不少本地家庭因無法承受極昂貴的外國求學
學費，只好被迫將子女轉投本地的自資副學士
課程，但這些學位質素參差，學費也不便宜，
不少學生畢業後債台高築，學歷又不獲認同，
被視為「次等大學生」，導致他們對教育制度的
怨恨極深。能去內地求學無疑為本地學生開創
一種「價廉物美」的求學方式。

離開父母庇蔭 鍛煉獨立自主
不少港生都嬌生慣養，獨立生活能力很

差。而若離開生活的家庭獨自去一個陌生的
環境讀書生活，勢必要求港生在適應內地教
育和生活模式的基礎上，更鍛煉自己的獨立
自主性。從客觀上來說，這是一種磨煉的機
會和考驗。

經歷終生受用 開拓就業機會
對港生來說，4年甚至更多時間的高等教育

在內地接受，同時也通過日常生活和接觸更
易掌握普通話和深入了解中國社會，這對他
們未來的就業途徑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不必僅限於本港的就業市場，內地也有大量
的國際市場可去開拓。另外，即使這些學生
以後回港工作，內地的求學經歷對他們而言
也會是一段珍貴和有用的財富。

．8大外地生比例持續上升，其中科
大由去年的16%增至今年的18%，
幾乎接近政府規定上限的20%。

．港府並無規範副學士與高考生的升
大比例，大量副學士報考大學學
額，對應屆高考畢業生構成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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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生升大提供另一

條出路。圖為香港城

市大學畢業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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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遠較英美低廉　品質比香港副學士更有保證
．鍛煉獨立自主能力
．學習經歷終生受用　開拓海內外就業機會

．招生條件與港看齊　部分名校甚至要求更高
．部分學歷可能未必獲港認可
．學生孤身赴內地　易因適應問題而受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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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63所高校免試錄取港生

充分提供課程內容細節

港府協助措施

原因

入讀大學一直是無數中學生和家長追求的目標。功
利角度而言，不少學生勤奮苦讀的最終目的就是為考
進一所好大學，因為名牌大學意味㠥光明的前途和容
易找到一份收入可觀且有保障的工作。香港的8大主要
院校中，不少是享譽國際的高等學府，如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等。而由於本地競爭的
激烈，加上近年越來越多內地學生也在爭取來港讀書
的名額，令最終成功進入大學深造的本地中學生比例
越來越小。

科大外地生比例趨升
以香港科技大學最近公布的數字看，該校招生越趨

國際化，非本地學生佔整體學生人數的比例由去年的
16%增加至18%，接近香港政府制定的20%上限。在非
本地生中，內地及外國學生約各佔一半，令該校成為
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香港高校之一。
這種非本地學生日趨增加的狀況，不可避免給香港

中學生造成更大的學業壓力和心理壓力，甚至是未來
的就業壓力。

大量副學士畢業生爭位
在香港，除應屆中七畢業生通過高考爭取入大學

外，每年還有大批修讀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

的學生畢業，他們期望通過副學士的部分課程成績，
獲得直接轉入大學的機會。一般學生完成副學士課程
後，可銜接申請升讀大學二年級，而由於港府沒有規
範副學士與高考生入讀大學的比例，因此大量副學士
報考大學所佔的名額，勢必對同樣爭入大學的應屆畢
業生更是另一打擊。

雙軌年大學學額供不應求
香港向來大學學額不足、自資大專教育素質參差，

考獲符合入大學資格但未獲本港大學聯招分派學士課
程者，2010年就有6,000人，而明年本港將有近4萬名學
生在高考或文憑試考獲符合入讀大學的基本資格，但
全港政府資助或自資大學學位只有約3萬個，學位供不
應求。因此，如何緩解這種競爭極激烈的入讀香港大
學的局面，值得引起社會關注和政府的政策引導。

當然在優勢之外，能去內地求學也非輕而易舉的事情，仍存在一些
需要考慮的問題和存在的挑戰：

招生條件 與港看齊
除少數如一直錄取港生的福建華僑大學，稱只要符合成績要求都會

錄取外，其他如北大、清華均要求報考生要取得文憑試或高考的6科4
級或以上成績，當中包括中、英、數及通識教育科；而一般的大學亦
要求中英文達到3級，及數學與通識教育科達到2級的成績。因此，港
生必須符合成績要求，才能被錄取。
其次，香港本地學生從內地獲得的學位文憑在回港就業的時候是否

會遇到困難或限制？特別如醫學、教育等專業，回港後能否在香港的
公私立醫院進行醫學實習和工作？而若獲得內地師範大學的學歷，但
無香港的教師資格證書，估計在港同樣不可任教。

孤身外闖 情緒易受困擾
最後，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點，以內地赴港的學生為鑒，他們不少出

現很多情緒困擾，抑鬱、沮喪、壓力暴大、精神失常，最極端的也有
自殺，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過往都有內地學生自殺的案例。其
中除學業壓力和文化環境造成的差異和不適應外，孤身在外求學的
學生亦需要照理自己的一切生活。因此，同樣地，對要去內地求學
的港生，特別是之前從未去過或不太了解內地情況的，也要考慮到
將會出現的問題，以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抗逆和適應一個不同的環
境。

香港的大學學額一直被指供不應求，雙軌年

情況更甚。早前，中央宣布內地63所高校從今

年起可免試錄取港生，政策一出隨即引起本地學界

以至整個社會的討論。有人支持政策，認為能紓緩香港

大學學額不足的困局；不過，亦有人質疑內地的學歷是否

全部獲得香港認可。下文將會就以上看法作出深入淺出的

分析。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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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夾擊「煲大」港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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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高校齊撐 失手港生有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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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府而言，能與內地的相關部門合作，
協助本港學生解決升學與日後就業的各種事
宜，是一個很好的計劃，特別可讓家裡經濟
條件較差的學生也可到高等學府深造。而更
應做的，是如何通過政府或是與內地政府和
高校合作，設立一些獎助學金，資助和支持
港生順利和安心地讀書。
另外，由於內地的院校數量繁多，教學品

質也相差甚大，特別是有些文憑學歷不獲本
地認可的，港府應做到資訊透明化，讓報讀
的學生在申請前，清楚了解課程的內容和一
些細節，以及獲得學歷的情況，如是否被本
港接受和承認及能否銜接相關專業資格考試
等。這可避免家長和學生浪費時間與金錢。
整體而言，這個新出爐的政策值得支持。

對港生來說，除通過以往的交流和就業可與
內地互動，現在有了一種最直接的深入內地
的方式─學習和生活。而且通過這樣的經
歷，港生的眼光不會只停留在香港，眼界和
視野都會擴大。更重要的一點，港生到內地
升學有助建立與內地的人脈關係，特別是同
學關係和朋友關係，甚至可選擇直接在當地
就業，在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不失為
一條好出路。

資訊應該透明
免「撞板」耗時

■在高考獲得佳績的學生，肯定

可升讀本地大學，歡天喜地。圖

為高考放榜當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