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來，澳洲大學比美國大學更受中國學生歡迎，但近年華
生赴澳留學人數開始下跌，去年赴美的中國留學生比赴澳

更多。

每年費用較美多逾5萬

留學生教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產業，每年創造約145億澳元
(約1,064億港元)出口收入。不過自金融危機以來，由於歐美
政府削減大學撥款，歐美大學紛紛加大力度爭奪國際生。
此外，受澳元匯率強勁影響，在澳洲求學變得更昂
貴。澳洲政府最近發布的報告顯示，在澳洲每年的
學習和生活費約4.4萬澳元(約32.3萬港元)，比美國
平均高7,000澳元(約5.1萬港元)。

去年，澳洲外國留學生有近1/3為華生，校方
迫切希望滿足他們的需求，開始改變傳統的大
學模式。大學向來被年輕人視為能盡情享受之地，
但在亞洲「虎爸虎媽」的要求下，各院校正逐漸使用新的
管理模式，包括宿舍內禁止公開喝酒，男女生宿舍位於不
同樓層等。

按要求代監督子女

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晚上會對年紀較輕的學生查宿，
以確保他們在晚上10時前回到宿舍，並且未留宿他人。該
校商貿專業一名22歲福州學生說：「我媽對我們的學生宿舍
有全天24小時校園安保感到滿意。」大學學生食宿部門負責
人馬克斯說，家長確實對有這樣一個辦公室感到安心，若他們
有要求，校方或許還能幫助監督他們的子女。■《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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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露宿團收1.6萬 美漢捱轟

《地球冰失》片段造假B B C
英國廣播公司(BBC)前年播出的野生

動物紀錄片《地球冰失》(Fro z en
Planet)，一個拍攝北極熊的場面被指
造假，飽受批評。曾拍攝多齣自然紀
錄片的資深攝影師艾倫不諱言，那些
細小的動物都是在受控環境下拍攝，
才能保障牠們的安全，並認為BBC應
對拍攝技巧引以為傲，而非企圖隱
瞞。

動物園北極熊扮野生

《地球冰失》拍攝一隻北極熊母親
在洞穴中照顧兩隻幼熊的珍貴片段被
指造假，BBC後來承認是在一個動物園
內拍攝，發言人更辯稱在野外「無可
能」兼顧拍攝工作和保護動物安全，
強調決定選用「控制環境」時，考慮
到動物健康、安全、真確性等因素，

並會盡力令場景看似自然環境。
艾倫認為BBC應澄清事件，以免觀眾

以為受騙。他指BBC網站有一段影片說
明拍攝手法，但連結並非出現於當眼
位置，網民難以察覺。他深明拍攝野
生動物的難處，認為利用人造場景拍
攝沒有問題，他本人多年前亦已這樣
做。

■《每日電訊報》/《泰晤士報》

英國一名小型飛機機師前日飛行途
中突然身體不適，全無飛行經驗的乘
客幸得機場控制塔兩名飛行導師全程
指引，成功將飛機急降亨伯賽德郡機
場，不過機師送院後證實死亡，死因
無可疑。

涉事雙座位飛機在唐卡斯特市附近
一個小型機場起飛，機師在傍晚6時20
分發出求救訊號後情況不斷惡化。乘
客在指引下，第4次嘗試㠥陸終於成
功，兩人當時並無受傷。有目擊者
指，當時聽到3至4下撞擊聲，機身有
零星火花，應是螺旋槳撞擊地面所
致。飛行導師默里讚該乘客表現出
色，表示在指導降落期間，最重要是
確保乘客不要過度驚慌。

■《每日電訊報》/《衛報》

孟加拉首都達卡郊區一間為多個國際著名品
牌生產成衣的製衣廠前晚發生大火，造成至少
10死約50傷。由於現場缺乏水源，阻礙灌救，
消防員花了10小時才控制火勢。當局正調查起
火原因，初步相信是一部針織機故障起火所
致。

大火發生在首都達卡北部斯里布爾的Aswad
Knit Composite製衣廠，該幢兩層高廠房嚴重焚
毀，波及附近兩棟建築物，部分廠房昨日仍冒
煙。據在現場發現的工廠訂單簿，該廠客戶包
括美國品牌Gap、英國零售商Next、瑞典的
H&M及法國超市集團家樂福等。

工廠僱用了3,000人，前日並無開門，但事發
時有約200人在廠內加班。起火後，眾人試圖逃
出建築物，工人艾哈邁德憶述：「約下午6時起
火，大火從染色部門燒起來。到處都是濃煙，
人們在尖叫。」

附近無消防局 缺水源阻灌救

消防部門負責人表示，目前仍有數人失蹤，
死亡人數可能上升。由於廠房方圓30公里沒有
消防局，消防員一個多小時後才抵達現場，無
法及時撲救，加上現場缺乏水源，增加灌救難
度。 ■法新社/美聯社/中新社

美國西雅圖男子莫馬尼日前推
出3天露宿體驗團，參加民眾盛惠
2,000美元(約1.6萬港元)。民眾批
評他利用貧苦來賺錢，在其社交
網站facebook專頁中留言，指「露
宿者並非展品」。

活動只准男性參與，莫馬尼
稱，參加者能在西雅圖街頭體驗
露宿者生活，並可看見當地破舊

不堪的一面，形容這將是畢生難
忘的經歷。他指會為參加者「易
容」及帶他們到喜歡的地方。若
參加者面皮夠厚，更可行乞和在
公園長椅上睡覺。

62歲的莫馬尼曾任職電腦程式
員，他表示舉辦活動並非為錢，
但承認喜歡這個賺錢主意。

■《每日郵報》

邊 滑 水 邊 吃 中 餐

模特兒不僅會行天橋，原來還身手敏捷！俄羅斯一名身材火辣的模

特兒，早前一邊滑水，一邊神情自若地用筷子享用中式便當，其間不

時隨風浪旋轉，平衡力令人驚嘆。這段2分33秒長的短片上載到

YouTube，僅2日就吸引近5,000人觀看。 ■《每日郵報》

http://youtu.be/MpjykAeF8V0有片睇

■飛機成功急降機場，但機師其後證

實死亡。 網上圖片

■北極熊母親在洞穴中照顧

兩隻幼熊的片段，原來在動

物園內搭景拍攝。網上圖片

■消防員不停向火場射水。 法新社 ■工廠只燒剩大量鐵架。 路透社

GAP H&M供應商

孟加拉廠大火10死

澳洲曾是中國學生最熱門的留

學地點，但近年被生活和學習成

本更低的美國大學搶走不少外國

留學生。為留住學生，澳洲的大

學開始向亞洲「虎媽」學習，尤

其在學生宿舍的設計及入住守則

上，更刻意滿足亞洲學生家長的

嚴厲要求。

牛津生犯校規罰1萬

國際成人能力報告

美歐表現差

韓盲追高學歷
「工不應求」礙發展

紐約家長送B仔讀DJ學校
學前教育花樣多多，紐約一間「嬰兒DJ學校」標榜培

養3歲以下孩子的音樂才能，吸引不少專業人士家庭為
子女報讀。8周課程教導hip-hop音樂、混音、玩空氣結
他等技術，每堂45分鐘。

導師韋斯本身是唱片騎師(DJ)兼作曲家，課室配備先
進DJ設備，教授電子等各式音樂、播碟和節拍概念，讓
學童自創節奏強勁的音樂。她認為普通兒歌的旋律大同

小異，欠缺難度，遂向學童提供固定音律，讓他們嘗試
混音。

課堂上，有家長扶起子女雙手，跟隨節拍擺動身體，
但亦有小孩只顧挖鼻，甚至將唱片扔落地。不過有家長
認為，子女未夠年齡參加小提琴、鋼琴等正式樂器班，
DJ學校正切合需要。專家指，音樂是發掘潛能的好方
法。 ■法新社

英國牛津大學雖貴為國際
名校，但學生品行未必良
好。英國有報告指，牛津多
名學生曾因飲醉酒、破壞公
物和考試作弊等犯校規行為
被罰款。有學生更因抽煙，
被重罰861英鎊(約1.1萬港元)，
另一名學生亦因醉酒被罰510
英鎊(約6,344港元)。

牛津學生報透過《資訊自
由法》取得該份報告，顯示
一名學生在有多年歷史的四
方廣場嘔吐，被罰款30英鎊
(約373港元)；兩名學生把一
張放在相架的照片丟到宿舍
外，被罰60英鎊(約746港元)
修理費。

■《每日電訊報》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OECD)前日首次發表全球成
人技能調查報告，顯示在24
個國家中，日本人的讀寫和
數學能力最高。美國人能力
低於國際水平，年輕人水平
更遜50至65歲的老一輩，歐
洲人表現亦強差人意。

組織在22個成員國，以及俄
羅斯和塞浦路斯邀請16.6萬名
16至65歲成人，測試其讀寫、
算術及使用電腦的能力。分
數介乎1至5分，5分最高。

結果顯示兩成日本和芬蘭
人的讀寫能力達4至5分，顯
示他們能進行多個步驟以組

織、理解或綜合資料，僅
4.9%日本人低過1分，表現最
差的則是西班牙和意大利
人，少於1/20的閱讀能力得
最高分。報告指，只有中學
程度的25歲至34歲日本人，
讀寫能力高過西意大學畢業
同齡人士。

至於算術能力，只有8.1%
日人不懂計算基本數學題及
取得1分或以下，有28%法國
人及逾30%西班牙人卻得分
少於1。使用電腦能力方面，
瑞典表現最好，其次分別是
芬蘭和日本。
■美聯社/法新社/OECD網站

韓國是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當地7成中學生畢業
後會升讀大學，高教育水平是韓國過去半世紀經濟起飛的動
力，但對高學歷盲目崇拜，如今卻造成勞動力使用不足率、
生育率低等問題，反過來窒礙其經濟發展。

韓國每年有5萬大學畢業生無法配對符合學歷的工作，但要
求高中學歷的較低技術職位每年卻有3萬空缺。三星經濟研究
院專家嚴東昱(譯音)估計，有40%大學畢業生屬「教育過剩」
的產物，認為若學生高中畢業後便工作，最多可為國家經濟
額外提供1%增長。

寧進修不結婚 拖低生育率

這種盲目崇拜不僅影響勞動市場平衡，亦製造很多社會問
題。例如很多人為了進修，放棄成家立室，令生育率偏低。此
外，韓國家庭每年為子女補習投放20萬億韓圜(約1,442億港
元)，亦加重家庭債務負擔。

近年韓國政府向聘請高中畢業生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以
圖解決問題。韓國通信的人力資源經理稱，很多職位高中畢
業生也可勝任，學歷高的人反而易離職。不過有人力資源顧
問認為，這些人未來的升遷前景仍不明朗，因韓國社會對高
學歷的迷信根深柢固。

■英國《金融時報》

澳大學
行「虎媽」政策

受歡迎程度遜美 宿舍嚴管滿足要求

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吸華生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美籍華人蔡美兒之前出書

分享當「虎媽」的經驗，令

全球掀起虎媽熱。網上圖片

■校方以「零酒精嚴管」向華人父母作招徠。圖為新南威爾士大

學新建學生宿舍。■澳洲不少大學都到中國辦教育博覽會，

吸引華人學生。

■B仔戴起大耳筒，DJ上身。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