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大非本地生額未超上限
署理教育局局長陳維安昨日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

指，8大院校錄取非本地生一向設有20%上限，故在學額上不
會與港生構成直接競爭。而事實上，今學年8大的政府資助
課程共有10,768名非本地生，雖然比兩年前的9,333人增加1成
半，但仍只佔總學生人數14%，未達上限。

本地生宿位 建議最少1年
宿位問題是兩地大學生競爭其中一個尖銳點，教育局資料

顯示，在港沒有家庭住宿的非本地生，過去3年申請宿舍成
功率維持在70%至80%，餘下兩成只能在校外自己安排居
所。至於港生申宿成功率則維持於約6成。陳維安補充指，
考慮本地生需要，教資會已建議院校讓所有學位課程學生住
宿舍最少1年，即「三年／四年一宿」。

而獎學金方面，旨在吸引全球優秀研究人才、總額高達75萬元的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港生獲獎比例過去3年一直高於非本地
生，今年成功申請的本地生比率高達10%，而非本地生只有4.4%，
相差甚遠。負責管理的研資局指，對所有申請一視同仁，並不為本
地或非本地生設限。另由政府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獎學金」，
今學年港生及非本地生成功申請比例均逾4成，非本地生只領先不
足4%。

專家：政府投資少致宿位缺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指，大學宿位兩地學生間雖有存

在競爭，「但矛頭不在非本地生，而在政府，政府多年來都說要國
際化，吸引非本地人才，但在資源上卻未大幅增加」。他又指，政
府若要發展教育，理應照顧非本地生住宿需要，但同時亦要保障港
生的1年住宿體驗。他又認為，數字已反映兩地學生於獎學金方面
未有不公平競爭，「而且若沒有了非本地生，獎學金總額也會減
少。加上非本地生不能申請學資處的獎助學金，對港生的影響其實
更加小」。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亦指，教育局的數據似推翻了非
本地生「侵佔」本地生獎學金之說，「其實香港學生不用恐慌，應
該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獲得獎學金」。

內地有數以千
計的大學，但港
人較為熟悉的只
有暨南大學、中
山大學、華僑大

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少數幾所。筆者
今次集中介紹中山大學。

專設獨立試 收半百港生
中山大學是華南最佳學府，在華南特別是

廣東省擁有強大的政商網絡，在位置上又毗
鄰港澳，自港澳台聯招試開辦以來，一直是
港澳學生報考的首選大學。國家教育部一向
要求中山大學在培養港澳學生方面發揮積極
作用，故該校近年每年均錄取逾100名港生。

以往報考中山大學的唯一途徑是港澳台聯
招試，錄取分數一般在450分至480分之間

（總分為750分），由於港澳台聯招試的考試大
綱與香港中學課程內容有一定分別，在港完
成高中的學生，參加港澳台聯招試並不容易
考上中山大學的錄取分數。過去在港澳台聯
招試中，考上該校的考生大多是在內地修讀
高中的港生。

為了給香港高中生提供便捷的升學途徑，
教育部於2003年批准該校在港舉辦單獨招生
考試，招收在港完成高中的學生，名額為50
個，報名工作由香島專科學校負責。

新高中學生 合資格報考
2011年以前，該校規定單獨招生考試的報

名條件為：考生須在港完成3年高中學業，中
學會考6科包括中英數3科達18分或以上，15
分至17分學生可通過校長推薦獲得報名資
格；考試科目為中英數3科，考試大綱與港澳
台聯招試相同，每科考試時間只為1小時。

2012年新高中文憑試開考，國家教育部啟
動63所內地高等院校對港免試招生計劃，中
山大學位列63所院校名單之中，會通過免試
錄取計劃招收35名港生；同時，校方繼續保
留單獨招生考試招收港生。由於單獨招生考
試毋須以公開考試成績作為報名資格，所有
持有回鄉證、高中3年學業在港完成的港生都
符合資格報考。

醫科名氣大 全國排前五
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的報名期為3月1日

至5月20日，考生需通過網上平台報名，再到
報名點交費確認。考試日期則為6月2日。考
試科目維持中英數3科，考核內容在以往大綱
的基礎上，再收集了香港新高中的教材作參
考。中山大學醫學院全國排名前五，名氣非
常大，約300位校友在香港通過考試成為執業
西醫，歷年該校單獨招生考試最多考生選報
的專業是臨床醫學，獲錄進入這門專業的考
生考試成績比基本錄取線要高好幾十分，
2011年有3名港生通過單獨招生考試獲臨床醫
學專業錄取。除了醫科外，經濟、金融、工
商管理、法律、會計和文學等，都有不少學
生報考。
■羅永祥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大準記者赴日 親訪災區錄實況

獎學金比例相若 僅宿位不足存競爭
推翻「資源侵佔」論
教局兩地生數據

中山大政商網絡強
毗鄰港澳受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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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學生

與非本地生相互爭奪大學教育資源一說，早前

被鬧得沸沸揚揚。但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香

港的非本地生，除了在宿位申請成功率方面佔

優之外，在政府設立的獎學金中，獲獎機率幾

乎與本地生相若，甚至比本地生要低。有教育

界人士指，大學宿位方面港生與非本地生固然

存在資源爭奪，但矛頭並不在非本地生，而在

政府宿位供應不足；起碼在獎學金方面，非本

地生「侵佔」港生資源並不成立，勉勵港生應

對自己有信心。

本地生及非本地生資源分配比例
2009/10年 2010/11年 2011/12年

港生/非本地生 港生/非本地生 港生/非本地生

成功申請宿位比例 62.9%/74.7% 59.7%/73.8% 59.9%/79.4%

香港博士研究生 6.6%/3.2% 4.9%/2.7% 10%/4.4%

獎學金獲獎比例

香港特區獎學金 33%/51% 37%/61% 40.8%*/44.3%*

獲獎比例

*2011/12年起，特區獎學金受惠範圍擴闊至副學位學生，有關數字為
總獲獎比例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有關香港學生與非本地生的「資源爭奪」一說，早前引起不少社會爭議。根據教育局資

料顯示，本地生與非本地生獲獎學金機率相若，反映非本地生「侵佔」本地生獎學金的說

法並不成立。圖為本地與非本地大學生的合照。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3．11」日本大地震對很
多港人而言，只會聯想到「核輻射」、「食品安全」、「頹垣
敗瓦」等。香港大學新聞系師生一行9人，於本月7日至12日
特意遠赴日本親自感受當地的真實情況，並用文字與錄像一
一記下「劫後重生」的日本。有隨隊日本裔學生指，雖然從
未長居日本，但這次訪日變成了自己的「尋根之旅」，在深入
災區的一刻，目睹當地人家園盡毀的慘況，強烈感受到自己
與國家那種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感情與連繫。

報道登國際媒體興奮
在訪日期間，一眾新聞系師生每日平均只睡5小時。各人掛
黑眼圈，在東京以至重災區宮城縣東部的石卷市，奔波勞

碌地四出採訪，中間還有1天實習。這6天的「特訓」變相令
這批還未畢業的新聞系學生提早嚐到記者生活的苦與樂，他
們更有7篇報道登上了法新社、CNN、南華早報和香港電台等
國際及本地媒體。

食物合格 粉碎謠言
文章獲得刊登固然令他們雀躍萬分，但最令他們難忘的還是

採訪及觀察過程。隊員之一的林思華負責日本飲食的報道，清
晨3點至4點已趕到築地魚市場（Tsukiji Fish Market）採訪，

「由於那個市場有入場人數限制，故一定要早一些到達」。雖然
辛苦，但她認為自己獲益良多：「網絡、媒體有很多關於日本
食品輻射超標的傳言，但我到一些檢測中心採訪，發現當地食
品其實很安全，有時真的要親身到訪，才能知道事實。」

在學校與傳媒機構的溝通下，學生還有機會到日本的路透
社、美聯社等當1天的實習生。獲分派到美聯社實習的蘇昕琪
表示見識到大機構的運作方式：「實習當中很多時候只是幫
忙搬運器材，拍攝一些現場環境，雖然工作十分細微，但其
實很重要。看 這些新聞機構的工作人員如何一邊抬 攝影
機、一邊做街訪，還要在採訪途中將資料傳回公司，這些在
課堂上不可能學到。」

日裔港生 災區尋根
若論感受最深的，可算是一年級生奴賀春香。她本身是日

本人，但一直在香港生活，從未在日本居住過，這次她就下
定決心，要深入到石卷市，親眼看看災後的日本。結果，她
發現當地還未從地震中恢復過來，「可說是甚麼都沒有，也
不知道當地居民可以做些甚麼」，看 眼前頹敗的景象，一種
鄉土情悄然冒上心頭。她打算之後要努力學習日文，期望以
後再到日本時，可以派上用場。

內地有網站評選出內地互聯
網2011年的年度漢字為「限」
字，原因是去年內地不少省、
市出台各種各樣限制性政策、
條文。例如為嚴控樓市過熱，

推出住房「限購」措施。銀行以上調貸款利率等方法
「限貸」，限制購房者借貸能力。為調控市場，某些部門
對若干商品實行「限價」。以致有些網民戲稱，內地已步
入了「限時代」。

在LIVAC語料庫的限類新詞中，有3個較為引人注目：

1.「限車令」衝擊汽車銷售
內地經濟發展迅速，越來越多人買得起私家車。為了

限制私家車增長過快，紓緩交通堵塞，有些省、市部門
發出指令，限制個人購車、限制車輛出行，或限制車輛
上牌。這些舉措雖然有助減少塞車，但對內地乃至香港
的汽車銷售、金融市場都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2.「限娛令」減港台藝人出鏡
針對內地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有關部門發出通

知，對婚戀、涉案等7類節目的播放作出限制。來自港、
台的藝人在大陸電視的演出受到衝擊，有些人擔心因而
減少「掘金」機會。

3.「限廣令」港觀眾深感羡慕
有關部門決定，自2012年1月起，全國各電視台在播出

電視劇時，每集電視劇中間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廣
告。此舉受到廣大觀眾拍手叫好，香港觀眾也深感羡
慕，但有不少電視台卻擔憂影響廣告收入。

本來，這3個新詞都關乎內地經濟民生，與香港並無直
接關聯，但從LIVAC的統計中，卻出現有趣的結果：在
香港及京滬的新聞報道中，「限車令」、「限娛令」兩詞
出現的總次數，香港都佔了6成，京滬佔了4成，而「限
廣令」則各佔一半。

香港媒體熱衷報道內地的「限車令」、「限娛令」等有
關事件，或可理解為：內地某些政策、指令或訊息，因
為間接影響到香港的民生，受到香港人更大的關注。同
時說明近年兩地的經濟、文化活動聯繫更為緊密，交流
合作也更為密切。究竟這是單向還是雙向的影響及交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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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內地「限時代」 香港「超」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幾位新聞系學生此次到日本採
訪，除了人生路不熟、語言不通
之外，原來還經歷了6級地震、凌
晨採訪下雪及生病等「阻滯」，但
反而激發了自己在體力、工作能
力等方面的潛能。他們均表示，
行程並不輕鬆，但所學所感，都
令他們對日本，以至平日的生
活，有 全新的體會。

「到日本做採訪，有一種被推
進大海裡的感覺，迫 你要學會
游泳。」林思華以這句話總結這
次日本之行。要出席日本經濟產

業大臣枝野幸男的記者會、在眾
多日本反核遊行人士中尋找採訪
目標、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做訪
問，也難怪他們會有一種被推進
大海的窒息感。

不過，正因行程密密麻麻，除
了全力以赴，根本無時間去為自
己憂慮。成員之一的陳建成指，
大家早上四出採訪後，晚上回到
酒店還要寫稿，曾經有一晚發生
了6級地震，他卻因為太集中精神
在寫稿、有同學亦累得進入「昏
睡」狀態，而毫不察覺。

其中凌晨到魚市場採訪的林思

華，等待訪問時還遇上一場雪。
結果採訪過後就開始發燒，令之
後的行程更加吃力，但也令她學
會了「記者裝備需有防水功能」。

體驗另類示威文化
「劫難」重重，但他們覺得一

切都很值得。蘇昕琪指，在學習
上，實習期間不少前輩都對他們
傾囊相授；在感受文化上，日本
人強烈的自律也令她深感震撼。
採訪了反核人士集會的陳建成也
指︰「日本人示威時很平靜，過
程中會有些演奏時間，然後輪流
發言，其他人也會在別人發言時
靜下來，大家都只為表達意見，
這讓我體驗到另一種示威文化。」

■(左起)奴賀春香、蘇昕琪、林思華坦言，6天密集採訪行

程令她們獲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集中寫稿 不覺6級地震

■這就是奴賀春香在石卷市所看到的景象，這

片頹垣敗瓦勾起了她的家國之感。受訪者供圖

■在港大準記者眼中，日本人的自律同樣反映

在示威當中，既平靜且有秩序。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