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年底，深圳市教育局

頒發一張入學指引，明確要

求港澳籍學生入讀民辦學

校。留深讀書難，許多家庭

選擇讓孩子回到香港求學，

誰知卻要面對「逼爆」的學

位競爭以及對跨境學童政策

上的種種限制。「在這邊沒

學（公立學校）上，回香港

又要受排擠。」一位跨境學

童家長道出了滿腹心酸，

「求學之路上，香

港成為回不去的

『故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A 9 ■責任編輯：孫君犖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3年7月4日(星期四)題專
深
圳
港
生

系

列

二
之
二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學
求 居深港童回流

跨境限制撞正

香港「小一」派位結果甫揭盅，就成了深
港跨境家庭和雙非家庭討論的熱門話

題。「太火爆了！」除了學位激烈的競爭，港
府新推出的「返回機制」卻沒有跨境學童的
份，讓一幫家長更加倍感不公。

提早報港幼園 遇「叩門」激鬥

深圳人鄧先生育有兩子，小兒子是雙非兒
童。鄧先生說，原本計劃小兒子跟隨哥哥在深
求學，但之前聽聞深圳公立學校可能不招收港
生，和周邊朋友商量後決定，提前讓兒子入讀
香港幼稚園，盡快適應香港課程。記者了解
到，與鄧先生一樣，部分雙非家庭計劃讓目前
就讀深圳公立學校的孩子提前轉至可以「升中
派位」的港校，為孩子未來赴港讀書做好準
備。
回憶起當時報名的情景，鄧先生「心有餘

悸」。由於不熟悉香港教育體制，待準備報名時
才知道都是提前一年就開始籌備報名，只能去
「叩門」。打聽一下，鄧先生才知道「叩門」的
競爭更加緊張，「10個位，至少會有100多個人
在排隊」，他指自己在工作之餘，熬夜看了200
多間學校的材料，又在網上查詢各種資料，最
終為兒子準備了1,000多條問題，幸好兒子「一
擊即中」，鄧先生形容感覺「像中六合彩般」。
目前，鄧太每天從深圳龍崗區的家帶兒子乘

坐將近1小時的地鐵前往羅湖口岸過關上幼稚

園，單程接近2個小時。「實在太過辛苦。」鄧
先生說，家裡原計劃今年前往口岸周邊居住，
以方便兒子赴港讀書，然而大兒子在龍崗就
讀，不方便轉學，兩頭難兼顧。

僧多粥少 嫌辛苦打退堂鼓

看㠥香港「小一」派位的激烈狀況，鄧先生
不禁打起退堂鼓。「僅僅報名比自己當年參加
高考還辛苦，實在不想再來一次！」想到兒子
每日奔波，又享受不到香港真正好的教育資
源，鄧先生也是十分茫然，小兒子未來究竟要
回深圳，還是繼續在香港熬？
數據顯示，2009至2010年度，跨境學童的總

數為8,038人，2012至2013年度，跨境學童更超
過1.6萬人，比2009年翻了一番，未來還有可能
持續增長。港府表示，今年或開始限制跨境學
童數量，鄧先生怕未來港府的政策又有變數。
更令他擔憂的是「香港社會對於雙非兒童的

種種議論和排擠」。鄧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當年
赴港生子時合理合法，雙非兒童如今卻比在內
地超生的孩子受到更多不公的待遇。「擔心兒
子長大，有一天拿㠥報紙來問自己，為何不能
和哥哥在家附近讀書，為何在香港會受到同學
的排擠？為何會受歧視？」他說。

難入英中 寧讀內地國際校

小學如此，中學派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在

內地生活20多年的港人張太，兒子在深圳升讀
小學六年級，由於深圳招生新政強調拒絕港生
入讀公立學校，一家人一度生起回港的念頭。
然而，常年離開香港，又極少香港親友，張

太對香港的教育資訊不甚了解。上網查閱香港
新聞，張太嚇了一跳：雖然去年香港升中人數
大減5,000人，但元朗、北區等4區派位爭入英
中卻比往年都激烈，平均要約5.9人至7.5人爭1
學額。
張太盤算了一下，內地和香港課程大相逕

庭，不僅是繁體字認讀，還有通識等課程兒子
都沒接觸過，勝算幾乎為零。自己勞心勞力去
打聽學校不打緊，但兒子還要準備內地升學考
試，實在不忍心再給他加壓，讓他成「風箱裡
的老鼠般，兩頭受氣」。張太說：「就勉強爭取
到香港差一點的學校，還不如在內地讀國際學
校。」

近年來物價上漲，尤其是內地租金持續
上漲，早令跨境家庭大嘆「壓力大」，而子
女無論跨境求學或者在內地求學都要面臨
的各種高昂開支，更令這些家庭不勝負
荷。去年6月深圳保姆車大幅加價甚至引發
了約百名跨境學童家長組成的「反對跨境

學童保姆車加價申訴組」，多次從深圳前往香港
各個部門遞交請願信，希望對市場進行監管。

內地房租直逼香港

家住福田口岸的港人孫太指，港元和人民幣的
匯率已經破八，相當於丈夫收入打了八折，而數
年來，內地租金以每年數百元的速度上漲，如今
58平方米的兩房一廳居屋租金已經在4,000元人民

幣左右，80平方米左右的甚至可以達到6,000元。
「原來是想㠥內地租屋更寬敞又便宜，如今租金
水平很快逼近香港。」孫太感嘆，不到10年間，
僅靠丈夫工資的家庭收入縮水至不足一半，感覺
比一般的深圳家庭更為拮据。
孫太原來和丈夫終於下定決心讓女兒轉到內

地就讀，但因為深圳拒絕港籍學童入讀公立學
校的新政出台而破滅，若入讀民辦學校則一個
學期需要近萬元人民幣的花費，也讓孫太望而
生畏。她甚至計劃過搬離口岸讓小學3年級的女
兒乘坐保姆車上學，卻碰上保姆車大幅加價及
港府表示要控制禁區紙發放數量，孫太的「B
計劃」也因此取消，「只能多熬幾年，等個女
大了再說」。

雙非學童跨境求學辛苦奔波，不少學生其
實學習仍非常認真，成績令人驕傲，得到不
少香港學校的認可。但目前，雙非兒童只能
在「接受跨境教育」或是「內地的高昂學費」
中二選一，有教育界人士呼籲，兩地應該給
雙非兒童再次選擇身份的機會，從而有機會
名正言順地接受香港或內地的免費義務教

育。
香港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此前接受媒體訪

問時也呼籲，對於雙非兒童的教育問題，
港府與內地政府不應「耍太極」或者採取
單方面限制的態度，應該更多地合作和溝
通，對在內地就讀的港人子弟提供合法的
跨境支持。

教界籲讓雙非重選身份

匯率破八租續漲 港人居內地叫苦

在返港的路上，跨境學童能否適應兩地教育，
是跨境家庭的巨大挑戰。而這些學童當中，雙非
學童返港求學面臨的問題更為嚴峻，除了要獨自
面對迥然不同的港式文化，還有日益激烈的社會
輿論和外界的歧視眼光，有些兒童甚至因而性格
日趨孤僻，令人擔憂。

82%雙非家長指港教育佳
港府統計處數字顯示，有82%的雙非家長認為香港較

好的教育制度是他們會爭取讓子女留港生活的主要原
因。港府的教育福利吸引了大部分雙非家長選擇每天不
辭辛勞，送孩子跨境讀書。記者從不同的社工機構了解
到，跨境教育成了跨境家庭、雙非家庭最需獲得援助的
課題。深圳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的社工表示，現時接獲
的個案中，跨境家庭最急需在子女教育方面獲得援助。
其中，對香港的教育資訊需求顯得最為急迫。中心除了
會向家長提供相應資訊外，亦開展了不少活動，包括
「香港親子教育體驗一日遊」活動等，帶領家長到香港
學校參觀了解情況。
此外，有社工指出，跨境學童由於交通時間長，使他

們沒有辦法享受完整的校園生活，也缺乏同學、老師等
普通學生所能在學校裡形成的社交網絡，令他們較難融
入香港社會。不少學童甚至反映在港除了與同學溝通上
存在問題之餘，亦常常有受到歧視的感覺。

遇文化鴻溝 住港屋更受壓
為了讓子女盡快融入香港生活，不少雙非家庭甚至不

惜血本在香港租屋居住，但「滴水穿石，非一日之
功」，文化的鴻溝並非短時間可以逾越，反而陌生環境
令學童倍感壓力。
家住羅湖的羅太，兒子已在香港沙田就讀小學二年級，

為了兒子能融入香港，費盡心機。她指早在兒子領取出生
紙時，便特意在孩子姓名表格中填上香港方式的拼寫字
母，以減少和其他港童的差別。但姓氏欄上還是跟隨父母
通行證上的中文拼音，別人還是一眼就能看出是雙非童。
孩子讀書時，羅太還特意在香港租屋。一萬多元的租

金和每日往返深港的交通費，一個月的工資就「打了水
漂」。原本收入頗豐的小康家庭，也變得有些緊湊。然
而，這樣的「雙城生活」還是出現了問題。兒子不太會
講粵語，也不了解港人的習慣，在學校裡只能和跨境學
童玩。回到家後，除了寫作業和看電視，甚至不願出門
玩耍，連最近的公園和球場在哪都不知道，每天等㠥母
親下班從深圳趕過來陪自己才出去走走，性格也變得越
來越沉默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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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跨境家庭普遍對香港教育資訊不夠了解，需向

社工機構求助，圖為新家園社工機構開展系列活動，

帶領家長到香港學校參觀了解情況。

家長心酸：港成求學路上回不去「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