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代高考上
月 底 已 經 放
榜，筆者近日

收到不少高考生的查詢，主要是關於內
地升學問題。有些同學已報考免試錄取
計劃或港澳台聯招試，想了解一下各種
升學途徑；有些則未有報考任何內地招
生途徑，在放榜後才考慮內地升學。

今年的高考生中，有不少同時報考63
所內地高校免試錄取計劃、港澳台聯招
試或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等多個內地
院校的入學試。聯招試和中山大學單獨
招生試已經放榜，免試錄取計劃的預錄
名單亦已公布，選擇實不少。

獲多校錄取 應 眼專業
有不少成績優異的考生，除了高考取

得佳績，在港升大無難度外，可能同時
獲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預錄取。他
們應當認真思考如何選擇，因為北大、
清華等名校畢業生將來在內地或香港的
就業前景，以至到英美頂級名校進修的
機會均相當不錯，而且還可獲發每年數
萬元的獎學金。筆者認為，這些學生在
考慮時宜多 眼於專業選擇方面，如果
香港的大學能提供心儀或熱門學科，如
醫科、環球商業學、精算等，在港升學
是理所當然。不過，若在香港未能獲心
儀專業錄取，而內地名校卻能為港生提
供志願專業，港生值得考慮到內地升

學。

選報自資課 需考慮學費
一些高考成績不甚突出，不一定能考

獲資助院校學位者，則應考慮是否在港
升讀自資學士、副學士或職訓局等課
程，又或到內地或赴外升讀大學。即使
高考生未曾報讀內地的招生考試，本周
內仍有機會報考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的
免試錄取計劃，兩校估計會提供數百個
學額。多個選擇中，當然還要平衡興趣
及家庭經濟。香港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課程可能偏重商科科目，內地院校則可
提供不少香港欠缺的特色學科或香港很
難取得學額的熱門專業。至於到外國升
學，經濟和外語能力是重要考慮因素，
如果高考成績不太突出，在英美等地不
容易進入知名大學，需由基礎班或社區
學院起步。

最後還要注意的是，如果考生同時獲
香港及內地多所院校錄取，可能要面對
繳交留位費的財政壓力，不少自資院校
學士課程和副學士課程均會要求獲錄取
者於8月中前交留位費，63所內地院校免
試錄取計劃於8月初公布錄取結果後，亦
會要求獲取錄考生於兩周內交留位費，
初步意向不超過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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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統計處去年公布的數字顯
示，約有17.5萬香港居民曾在

內地工作，佔平均總就業人數約
5%，顯見北上工作已成趨勢。中國
問題專家、科大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
崔大偉（David Zweig）年前獲教資會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資助近80萬
元，進行「香港人在內地：融合的動
力？」項目，訪問248名於北京、上
海及廣東工作的港人，分析他們的身
份認同、生活模式及心態等。

15%人不再自視為港人
是次研究將身份認同感分5類設

定，包括：「（完全）香港人」、「港
人為主、中國人為副」、「港人/中國
人各半」、「中國人為主、港人為副」
及「（完全）中國人」。結果發現，北
上工作後的港人，75%有 較強烈的
國民身份認同，包括45%人屬「港人
/中國人各半」、約15%屬「中國人為

主、港人為副」，更有15%人認為已
完全融入內地生活，不再自視為港
人，徹底成為「中國人」，比例甚
高。

15%同化 13%強融合
此外，研究又要求受訪者回想自己

到內地前的身份認同感，並比較有關
變化。崔大偉指，受訪者當中有逾
82%人成功在北上工作的過程中融
合，以程度劃分，約54%人是「弱融
合者」、13%為「強融合者」、15%為

「同化者」，至於餘下近18%人國民身
份認同感較低，或在北上工作後有所
下降，則屬於「排斥者」。

薪高厚職 生活舒適
參考是次研究者主要為公司的中高

管理層及專業人士。崔大偉引述有關
內容指，普遍人認為內地在多方面包
括衛生、空氣質素、交通及醫療配套

等仍然比不上香港，不過亦有多達
83%人稱喜歡住在內地。

他解釋，港人在內地職位高、薪酬
優厚，加上內地生活開支較低，如有
個案指在內地成功買到一所在香港難
以負擔的大房子，足證他們享有更高
的購買力及生活水平；亦有個案覺
得，內地生活節奏較慢和舒適，令他
們有多些時間和家人相處，康樂設施
亦比香港更好，對內地生活印象加分
不少。

內地與香港在政
治、經濟、文化、
民生等方面的交流
越來越頻繁，其中
作為溝通工具之一

的語言就反映了當中變化。多年以來，兩地均有
不同的詞語分別南下、北上，相互交融。一葉知
秋，一詞知變，這些詞語見證了兩地文化相互交
流融合的結果。

大中華地區一向存在詞匯轉移，上世紀80年代
內地改革開放，大量香港詞語通過影視、流行歌
曲、新聞媒介等進入內地，典型例子有「埋單」、

「的士」、「寫字樓」、「老闆」、「卡拉OK」、
「理念」等。

網絡助交流 南下詞較多
同時，不少內地詞語亦通過新聞媒介出現在香

港媒體上，例如「落實」、「確認」等。九七回歸
後，兩地交往更見直接和深入；互聯網的普及，
亦使兩地交往更為快速直接。過去15年，每年均
有數以千計的內地詞語南下進入香港媒體，同時
有數以千計的香港詞語北上進入內地。整體而
言，南下詞比北上詞數量較多。內地詞語南下以
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為高峰，而香港詞語北上
則以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為高峰，箇中原因值
得探討。

最具代表詞「微博」居首位
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之際，教院語言資訊科

研 中 心 以 「 L I V A C 漢 語 共 時 追 蹤 語 料 庫
（http://livac.org/）」過去17年的資料為依據，對香
港回歸15年內的內地與香港北上南下詞語作了統
計分析，並於日前公布了10個最有代表性和使用
頻率最高的內地南下詞語：

1.微博、2.維權、3.黃金周、4.減排、5.自由
行、6.提速、7.經濟體、8.國足、9.博客、10.高
新。

從以上香港常用的10個內地詞語可以看到，過
去的變化不只是新詞代替舊詞，如以「落實」代
替「Confirm」、以「確認（機票）」代替「Confirm

（機票或ticket）」、以「悉尼」代替「雪梨」、以
「聖迭戈」代替「聖地牙哥」，而是採納了一些多
方面的新概念，如科技方面的「微博」、「高
新」；經濟方面的「經濟體」、「黃金周」、「自
由行」；環保方面的「減排」；民生方面的「提
速」、「維權」等。在香港，這些概念在1997年前
均比較陌生，但現在卻已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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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北上工作後身份認同感
身份認同感 比率

中國人 14.9%

中國人為主、港人為副 15.7%

港人/中國人各半 44.8%

港人為主、中國人為副 18.5%

香港人 6.5%

資料來源：崔大偉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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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指待遇佳增好感 祖國經濟起飛添自豪
75%認同「我是中國人」
打工仔北上好景

兩地詞匯轉移
見證文化交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除北上工作外，是次科
大的「香港人在內地：融合的動力？」研究也訪問了219
名於北京、深圳及廣州升學的香港學生，了解其生活狀
況。結果發現，「難以進入香港有質素的大學」是港生到
內地讀書的首要原因，而比較上述3個城市，於北京就讀
名牌大學的港生壓力遠比其他人高，建議特區駐京官員應
盡快展開評估，及準備支援對策。

負責研究的崔大偉表示，到北京升學的港生多就讀北
大、清華等名校，學業競爭大，加上對自己的要求亦高，
又計劃再出國留學，令他們讀書時間普遍很長，有三成在
京港生每天讀書至少3小時，比率遠高於廣州港生（15%）
及深圳港生（2.9%）。

近半盼畢業回港發展
另外，研究又問及內地求學港生對前景的看法，發現多

達49%人希望回港發展，27%則仍未決定，只有19%學生
有意留在內地發展，值得關注。

港生上京讀名校
壓力特大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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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回歸15年，越來越多港人選

擇北上工作。作為兩地融合的「先行者」，他們的生活狀況備受關

注。香港科技大學研究發現，超過八成港人在北上工作後，展示出

顯著的融合動力，其中28%港人的融合程度極高，甚至趨向全面同

化。參與研究的北上港人國民身份認同亦強烈，約45%有 「港人

/中國人」各半的「雙重身份認同」，三成人的「港人」身份更逐漸

淡出，主要或完全認同自己屬「中國人」。負責研究的學者分析

指，港人在內地生活待遇佳，大大增加好感，加上近年國家經濟起

飛，令更多人對國民身份感自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際高等
教育研究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
日前推出2012年度的世界大學分科排
名，其中香港大學在今年新增的教育範
疇排第八位，創出香港院校歷來最佳成
績。

另外在化學範疇方面，香港大學及香
港科技大學分別佔全球第九位及第十一
位，亦為香港整體表現較佳的學科。

29學科範疇 港校整體表現佳
是次QS世界大學分科排名收集超過5萬

名學術人士和僱主的回覆，規模為同類
調查最大，並就共29個學科範疇，依據
各大學學術聲譽，僱主聲譽以及論文引
用率作出排名。香港院校整體表現出

色，以港大為例，除教育及化學外，亦
有多個範疇打入全球二十大，包括土木
工程（第十四位）、現代語言（第十五位）
及統計與營運研究（第十六位）。

其他院校方面，港科大也分別於統計
與營運研究及電子工程範疇佔全球第十
四及第十七位；而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
中文大學，分別於數學範疇列全球第十
九，及於哲學範疇列全球第二十一，為
該校最高排名學科。

以全球排名榜計，則以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及哈佛大學表現最突出，兩校各在
11個範疇膺最佳，而英國牛津大學（3個
範疇最佳）、美國史丹福大學（3個範疇
最佳）及英國劍橋大學（1個範疇最佳）
緊隨其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一屆兩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
研討會」由昨日起至本月6日在香港舉行，主題是「學校輔導的發
展：回顧與前瞻」。

是次研討會由教育局及香港浸會大學合辦，並獲華東師範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和澳門大學支持協辦。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謝凌潔貞昨於研討會的開幕禮上致辭。據了解，首屆研討會於
香港舉行後，將會每隔兩年在兩岸四地其他地區舉辦。

逾700學者出席 200人發表論文
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和專家逾700人，約200位來自各地的學者、專

家及前線同工發表論文，以文獻及實戰經驗從不同角度探討和剖析
學校輔導的實踐與展望。研討會會進行約120場講座及工作坊，內
容豐富及多元化，包括輔導課程、輔導服務評估、歷奇輔導、關愛
校園文化、朋輩輔導、精神健康，以及其他輔導領域的探究等。

末代高考生升學途徑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於研討會開幕禮上致辭。

■在QS的

大學分科排

名中，香港

大學在今年

新增的教育

範疇排第八

位。

資料圖片

■調查發現，超過八成港人在北

上工作後，展示出顯著的融合動

力。圖為上海外灘。 資料圖片

■崔大偉認為，北上工作的港人待遇甚佳，加上近年中國經濟起飛，令更多人對於中

國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回歸15年，港人北上工作已成大趨勢。圖為香港市民過

關北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