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後內地與香港學歷認證急速發展，獲認可情況大
有改善，但一切「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多位熟悉兩地
學制專家表示，兩地學歷認證未來仍有不少進步空間，
他們期望並相信終有一日兩地學歷制度發展成近似「英
聯邦」形式，達至「直接互通」水平，即不用審批就
完全互認。有專家又認為，在未來過渡階段，應讓
負責認可學歷的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先定下

一張公開「認可名單」，推動兩地學術更緊密交流。
對於未來學歷互認發展，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學術與培

訓部部門主管鄒重華認為，隨 內地學術水平日益提升、
院校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相信香港毋須審批而直接承認內
地學歷是早晚的事。

教聯會：334提供便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 (左上圖)

指，過往香港的大學實施3年制，難免較難與內
地4年制銜接，但隨 「334新學制」全面落
實，兩地在高中與大學修課年期與制度都能看
齊，為教育銜接與互認提供莫大便利。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左下圖) 也認同以
上觀點，他指撇除「直接互通」願景外，香港
當局亦有更急切工作要做，例如學評局可按過
往評審經驗，向市民公布「認可內地大學或課
程」清單。他表示，常有港生向該局查詢內
地某校某課程學歷是否獲香港認可，但當局不
會作清晰答覆，只表示待學生畢業後可提交有
關學歷證書及相關資料，審核後才有具體答
案，「但是否每個學歷都要評審呢？目前內地學
歷審批成功率已達九成，應可以有一些基本指引，
甚至一張『認可院校清單』，讓有意到內地求學的人參
考，這樣能增加港人北上升學動力，推動兩地交流」。

羅永祥：CY上任新契機
羅永祥更斷言，如果兩地學歷不完全互相認可，香港肯定是受影響較大一方，「內地發展得

很快，香港不同專業人士都要搶攻內地市場，學歷互認是先決條件」。他認為，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7月上任後，會是一個新契機，「梁先生是專業人士出身，也曾在內地發展，相信會更明
白箇中重要性」。

3位專家分別指出，一些還未「開發」的資歷認證範疇，包括中學學歷認證，如何讓兩地學生
就讀對方中學、大專副學位能否到內地銜接升學等，都需要日後由兩地社會作深入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學術資歷往往與專業發展息
息相關，所以回歸後香港與內
地之間，不同學歷及專業資格
方面的認證同樣急速發展。透
過《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兩地多個專業範疇包
括建築及相關工程、證券及期
貨、保險、專利代理、會計師專
業、地產代理等，都先後簽訂資
歷互認協議。

至於其他不同行業專業考試
中，內地學歷通過比率也越來越
高。

教學專業方面已見平等
教學專業方面，現時內地師範本

科學歷基本上能獲評為等同香港教
育學士學位學歷。另一些需要通過
考試來取得執業資格的專業如醫科
等，內地學歷近年成功通過情況越
來越多。

專家：內地醫科有水準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舉例

指，例如暨南大學醫學院畢業生，
考到香港西醫執照的已有約150人；

中山大學更已超過300人。他補充
指︰「這類專業考試並不容易通
過，你看香港要引進數名外國醫生
也不容易，可見內地教育具有一定
水準。」

另內地與香港部分專業系統截然
不同，例如內地法律屬大陸法系，
香港法律是普通法系，執業資格難
以互通，但隨 兩地緊密聯繫，有
關人才亦具發展前景。羅永祥稱，

「香港不少大律師樓其實設有中國
部，很需要了解內地法律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回歸15年，兩地生交流經歷多個里
程碑。無論是來港求學的內地生，或

是北上升學的港生，人數都以倍數增長。
談到兩地學歷發展，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學
術與培訓部部門主管鄒重華指，回歸前的
香港，與內地在學歷問題上接觸不多，只
與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英聯邦」地區
有「學歷互認」。即使在回歸初期，有關發
展仍然緩慢，「雖然已經回歸，但礙於對
內地教育制度不了解，香港有關部門在處
理內地學歷評審時，總會評低一級，學位
會被視為文憑。在內地完成碩士課程的學
生，若選擇來港進修，也會被要求『重讀』
碩士」。他又表示，「降級」情況不單出現
在知名度較低的內地院校，即使是名牌大
學學歷也難以倖免。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
祥也曾目睹不少不公平事例，「有華南師
範大學碩士畢業生，曾於香港公開大學執
教，後來本地一所津貼中學想聘請他教中
文科，要求他先去評審學歷。結果他的碩
士學歷不被考慮，學士僅被評為高級文憑
程度」。

「學歷互認」程度逐漸提高
不過隨 兩地教育界加深認識與合作，

「學歷互認」程度逐漸提高。2004年，香港
教育統籌局（現教育局前身）與國家教育
部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
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從體制上確立方
向。此後香港院校與教育部轄下院校，均
於學術上互相承認學士或以上程度學歷，
為兩地本科畢業學生跨境申請對方院校研
究生課程奠下全面基礎。

雖然有關學術認證不會於職場自動生
效，但間接推動兩地學歷交流，令內地學
位成功獲認受情況較以往樂觀。羅永祥舉
例指︰「近年像南海師範學校這類非名校
學歷，都可獲評為等同香港教育學士學
位，可見現在認可遠比以往廣泛。」

鄒重華：了解正在加深
鄒重華認為，香港整體社會對內地教育

了解正在加深，令學歷評審更客觀。根據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字顯示，近
年內地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成功獲認可
為等同香港學歷比率達九成，比起英、
美、加、澳以及台灣等地高，可見學歷認
證已告「平起平坐」。

63所內地高校免試招港生
至於港生北上升學認證及相關安排，身

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的全國人大代
表楊耀忠，2006年成功爭取港生於內地院
校就讀可享有國民待遇，即與內地學生繳
交相同學費。他表示，配合今年香港3年制
新高中完成首循環，國家教育部推出「63
所內地高校免試招收港生計劃」，直接以文
憑試成績招生，更是兩地中學學歷認證一
大里程碑，「學歷認證是北上升學必要配
套，所以未來兩地學歷會越來越見互相認
可」。

香港與內地人流互通，年輕學子為求學「北上南下」絡繹不絕，但兩地學歷制度認證之路，

走來其實頗見曲折。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教育制度尚未互相充分了解，內地學歷

在港往往被評低一級，「學士變文憑」、「碩士要重讀」情況屢見不鮮。

但經社會不斷努力，回歸15年後的今日，除了兩地教育部門成功簽署

「高等學位證書互認備忘錄」外，個別內地新舊學位在港評

審認受率超過九成，屬最高水平，反映兩地學歷認證

已告「平起平坐」。

CEPA成就專業資歷互認協議

無論是港生北上升學，又或是
內地生來港攻讀本科，回歸前後
人數變化甚大，近年留學數字仍

在不斷上升。

北上升學 錄取率升至64％
在港生到內地升學方面，即使

不計算「直接招生」及「免試招
生」的多所大學，2005

年到2011年間，報考內地
高考港澳台聯招港生人
數，由417人上升逾1倍
至935人；錄取人數亦
由同期189人上升了2
倍至599人。整體而

言，港生到內地升
讀本科錄取比率節
節上升，從2005
年45%，至去年
已升至64%。

至於港生到
內地修讀研究

生課程方面，過去10年亦增加逾1
倍，2002年只有143人報名，到去
年升至321人；錄取人數亦從64人
上升逾2倍至206人。無論是本科
或研究課層面，內地升學在港生
眼中均越來越有吸引力。

上限年年寬 內地生激增
至於內地生來港方面，回歸時

本科只有7名學生，研究院課程亦
僅約900多人。隨 香港政府逐年
放寬非本地生上限，以及港校到
內地招生活動增加，到了今學
年，來港修讀本科課程內地生已
上升至4,582人，研究院學生人數
亦增至4,353名，甚至較港生更
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北上南下留學 人數續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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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香港推出試驗計劃，8大院校首次有系統地經內地院校

每年招收150名內地生來港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2003  國家教育部允許港校自行到內地收生

2004  兩地教育部門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

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兩地學歷在學術上互認

2005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次免試招收香港會考尖子

港校內地招收非本地生比例上限，由4%提高至10%

2006  港校招生範圍增加到20個省市

復旦大學加入免試招收香港會考尖子

港生到內地讀高校，學費享國民待遇

2008  港校非招收本地生比例上限，由10%提高至20%

2011  港校內地招生範圍增加至全國31個省市及自治區，

包括新增的內蒙古、青海、寧夏、甘肅、新疆及西藏

2012  63所內地高校以香港公開試成績直接招收港生，免

除應考內地高考港澳台聯招，計劃首次推出即有逾

4,000名港生參加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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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去年訪港宣布「免

試收生」措施後，今年初「2011內地高等教

育展」隨即吸引大批港生到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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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兩地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相

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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