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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身份證 求學分水嶺

經過在內地成長、求學的10多年，張躍早已融入內地
文化，說 流利的普通話，偶然才到香港逛逛街，旁人
大概看不出他的港生影子。他說：「我和同學唯一的區
別，大概就是擁有一張香港身份證。」然而，這張身份
證，也決定了他和深圳同學在未來的求學路上出現分水
嶺的局面。

畢業前，張躍曾與同學相約，報讀附近的公立學校，
「繼續做同學」。但在深圳嚴格執行規定下，張躍只能跟他
們分道揚鑣。為了實現對同學的承諾，張躍和媽媽走遍了
區內所有公立學校，原來準備保底的一家學校預計有學
位，於是他們就趕緊去申請了。剛開始時，招生辦教師得
悉張躍的成績和所屬小學，顯得十分熱情，趕緊拿了表格
讓他填寫，「但一聽到我們是香港籍，老師表情立刻就變
了。很無奈地跟我們說，現在收不了港澳籍學生」。

感覺受排擠 搖頭想不通

父親張先生為此懊惱不已，在深圳打拚20多年，算是安
家落戶，沒有讓子女出國或返回香港的打算，只希望他跟
其他深圳學生一樣，踏實地讀書就業。如今卻反而耽誤了
子女前程，「深圳已經逐步對農民工子女入讀公立學校放
寬限制。我在這裡工作、納稅20多年，卻受這城市排
擠。」張先生搖頭，連聲感慨：「想不通，想不通。」

早期惠港生 求學路平坦

相比之下，在深圳居住了近20年的章太就幸運一點。
按照早期深圳教育政策，若有學位房產，港生就學待遇
視同深戶學生，且大學普遍錄取門檻較低。因此，章太

決定讓大女兒在深圳接受教育。「當年我們看好內地發
展前景，就讓女兒在內地讀書。」這個決定，為大女兒
回港就業奠定基礎，成為章太一直引以為傲的「戰績」。

為了讓大女兒在深圳讀書，章太在福田區購買了一套
集重點中、小學學位的房產。儘管學位十分緊張，但只
要擁有附近學區房，港生排位等同無房產的深戶學生，
順利入學沒有問題。章太大女兒從小學到高中，均在重
點學校就讀。考取大學時，為港生而設的「高考」內容
相對簡單，內地多年學業基礎，令大女兒脫穎而出，進
入內地一流名校，並輕鬆選取了香港高校暫未開設的精
算師專業。畢業後回港找工作，正值金融危機，各行業
北上擴展市場，大女兒內地教育背景和獨特的專業頗受
歡迎，最終獲一家知名保險公司高薪聘任。

如今行新政 輸在起跑線

大女兒的成功令家中振奮，二女兒小欣本以為可循
姐姐的足跡順利走完求學路，但在新政下，這一目標突
然變得遙不可及，令她大呼「太不公平！」從重點中學
轉到民辦學校，小欣對於學風和成績都感到不滿意。姐
姐就讀的重點高中，往年高考達到內地重點本科大學的
學生，有八成左右。而自己就讀的學校，卻僅有兩成左
右，這讓準備衝擊重點大學的小欣日漸心灰意冷。

名校已無望 被迫降要求

章太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跟廣州親友多番打聽下，
章太乾脆把小欣送到廣州專門為港澳台學生開設的培訓
班，專攻港生「高考」。目標則從博入內地生趨之若鶩
的知名大學，降到在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專招外籍學生
的聯考中，期望贏得較有利的入場券。

子女難進深公校
北上港爸　 前程

香港文匯報訊 為了解決
數量居高不下的港生教育問
題，不少人呼籲在內地增設
港人子弟學校，或向深圳現
有港人子弟學校購買學位，
以紓緩港生壓力。不過，有
教育界人士認為，鑒於港府

「福利不過境」原則，擔心計
劃難實現。即使增設學校，
在學校管理方面，仍有諸多

問題需兩地政府合作解決。

目前5校設港人子弟班

記者注意到，2008年以來，深港教育局高層
就解決跨境兒童就讀問題，先後進行了多次會
談。目前，深圳共有5所學校設有港人子弟
班，可直接參加香港「中一派位」，以升讀香
港中學。記者採訪時發現，不少家長認為，在
深圳學校內開設為數不多的港人子弟班，反而
容易令學童有被孤立的感覺。

5所學校中，招收港人規模最大的羅湖港人
子弟學校，校園用地已沒有拓展空間，難以擴

大招生規模。對不少家長而言，增設民辦港籍
學校，也沒有太大意義。

用地和管理 屬兩大難題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翔顯認為，若
要增設港人子弟學校，要解決用地和管理兩大
問題。他指，目前深圳城市發展迅速，土地資
源十分緊張，增設專供港人的教育用地，有一
定困難。此外，學校開設後，隸屬哪邊管理，
也是一大難題。「如果由香港政府管理，香港
要付錢，就要解決『福利不可外攜』的問題。
如果香港付錢，學校卻位於深圳，亦不太可能
不受內地管理。」

他表示，學校雖是港人子弟學校，但深圳教
育部門其實已給予諸多便利，譬如校舍租金給
予極大優惠，「若按照正常市場價格，學校根
本無法經營」。此外，深圳對於民辦學校教師
有部分津貼，該校亦享此優惠。廖翔顯認為，
目前跨境學童主要面對雙非問題，既然已經實
現零雙非，那僅有中間6年的這批學生需要解
決。兩地其實各有難處，希望兩地政府能妥善
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 是次深圳教育新
政下，拒絕港澳生入讀公立學
校，但台灣學生卻仍在受惠之
列，這讓民間紛紛揣測，新政旨
在遏制雙非超生。因此，不少跨
境家庭把矛頭指向超生雙非家
庭。然而，在內地香港雙重教育
阻力下，這些家庭亦是「啞子吃
黃連，有苦說不出」。

寧內地超生 交罰款上學

家住寶安區的雙非兒童家長袁
太倍感委屈，「我也是受害者」。
袁太說，大兒子是深戶，順利在
某公立初中就讀；港籍小兒子剛
滿5歲，準備升讀小學，但即被告
知不能入讀公立小學。袁太承
認，二胎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
策，但若當時知道港澳生無法讀
公立學校，寧願繳交超生罰款仍
在內地生育。

赴港產子費用跟內地超出計劃

生育罰款金額相近，袁太指，當
年並不是付不起超生費用，而是
考慮到既然兩邊政策都允許，寧
願選擇讓孩子有正當身份。「如
果香港願意給這些孩子戶籍，同
時內地又願意接納港籍孩子，大
家肯定願意往香港生育。」

如今小兒子在深圳接受教育被

限制，袁太表示十分後悔。在內

地超生交罰款，還能讓他享受深

戶待遇，現在即使想交罰款也無

處交，反而令小兒子面臨比外來

工子女、超生戶更尷尬的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為何突然推
出新政策，限制港生就讀公立學
校﹖記者向深圳市教育局查詢，
負責人回應說：「該政策只是按
照國家有關政策執行。」寶安區
教育局一名副局長曾在網上回應
家長質疑時稱，「小孩戶籍為港
澳籍，不在深圳市義務教育免費
對象範圍內，財政不能撥付學雜
費用補貼，公立學校又不能收
費」。

不在「1+5」政策難享補貼

記者致電福田區教育局，查詢

港澳學生入讀問題，工作人員亦
表示，在深圳入讀公立學校的非
深戶籍學生，需要有「1+5」號文
件，即關於在深居住證明、繳納
社保資料、計劃生育證明等。

「香港學生沒有辦法提供計劃生育
證明，也就沒辦法讀公立學校」。
無獨有偶，今年4月，深圳宣布為
深圳幼兒園在讀兒童發放健康成
長補貼。家長被告知，港澳籍孩
童不在「1+5」政策內，不能享受
補貼。

7年前有餘額仍可入學

許多港生家長反映指，以往在
深圳求學，根本沒有該項要求。
記者了解到，7年前（2006年），
深圳本地媒體曾就港澳學生入學
問題採訪當地教育局，工作人員
明確表示，可上深圳公立學校，
只需提供父母和子女港澳身份
證、回鄉證、房產證或者購房合
同、租賃合同。有公辦小學校長
透露，深圳市公辦學校對港澳籍
生報名政策，自數年前已開始收
緊，但以往學校有多餘學位，仍
可讓港生入學。不過，近一兩
年，深圳市政府曾發表文件指，
嚴格要求港澳籍生報讀民辦學
校，學校只能遵守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在深圳求學
的港生中，為數不少來自雙
非家庭。他們或是超生子
女，或是父母對香港高福利
和國際化曾懷有無盡希望，
但因為文化差異、社會輿論
和教育壓力「夾擊」下，令
這些家庭醞釀 離開香港的
念頭。深圳教育新政一出，
這些家庭只能尋求重回內地
戶籍一途。然而，香港戶籍
擁有後，即永遠不會喪失。

內地不允許雙重戶籍的規定，讓雙非家庭進退
兩難，悔不當初。

父調返深圳 子變跨境童

香港入境處表示，今年以來，該處接到多宗
雙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香港永久居留身份，
以取得內地戶口」的求助，陳先生正是其中一
位。10多年前，陳先生被公司調派至香港工
作，看到香港國際化教育的光環，於是決定讓
兒子在香港出生，成為香港居民。然而，不久
之後，他被調返深圳，兒子頓時變成跨境學

童。他看 兒子來回奔波將近4小時，在教育
質量並不算好的北區參與激烈的學位競逐戰，
遂決定讓兒子返回內地讀書，但現時卻被告知
無法入讀公立學校。

曾經被高看一眼的香港身份，如今反而成為
累贅。陳先生現在萌生退意，希望讓兒子轉回
內地戶籍，卻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難題。前往派
出所查詢，被告知要為孩子上戶口「必須放棄
香港身份」。而香港入境事務處答覆是「香港
現行法例，並無放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條
款」，意味 轉成其他國籍，甚至是台灣籍，
也仍然無法消除港籍。倘若要循正規途徑當回
內地人，幾乎沒有可能。

大嘆「做回內地人好難！」

內地流行的涉港論壇上，各種轉回內地戶籍
技巧的討論熱度，甚至蓋過了赴港升學的帖
子。然而，網友曬出各種灰色手段中，至今尚
未有成功個案。陳先生甚至想過找個鄉村醫院
做出生證明，為兒子製造虛假身份。然而，

「做得了出生證明，後面一系列的入學證明、
個人檔案也做不出來。」無論如何，總有紕
漏。陳先生一聲慨歎：「做回內地人好難！」

港身份跟一生 雙非進退兩難

須入師資較遜民辦校 嘆港人未獲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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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紙入學指引，關閉了港生入讀深圳公立

學校的大門。 李望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上世紀90年代初，港人張先生獲深圳獵頭公司招攬北上工作，從此定居深圳。

深圳發展初期，引入許多先進技術，張先生和同一批北上的港人功不可沒，隨他一起在深圳生

活的兒子張躍也一直為之自豪。不過，去年底當地推出的一項新政策，卻讓張躍的香港身份成

為升學路上的一道障礙，再難和內地生享有同等待遇。

深教局：港澳生非義教對象

疑遏雙非超生 台生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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