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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傑泰認為，內地

生都是萬中選一的優

才，有助香港發展成

高質素的社會。

劉國權攝

■朱明中認為，從學

術方面而言，內地生

不論本科生或研究

生，都比較用功。

資料圖片

■譚鳳儀認為，內地

生不是「搶資源」，

反而是香港重要的

「人才資源」。

歐陽文倩攝

■張莫愁為有聽障問題的小五生補習英

語，並學習手語助交流。 莫雪芝攝

■由胡夢秋（後中）組織的義工團隊，在中

秋節前夕到護老院派月餅。 受訪者供圖

來港留學的內地學生，
在節慶日子或未能與家人

共聚，但亦可將親情轉化為對本地社群的
關心。一群「港漂圈」的內地生，在早前
的中秋節沒有回家人月團圓，但就組織起
來，約100人參與本地義工團，一起到全
港多區的屋㢏向長者派發月餅，傳達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溫情。

包超是剛畢業於理工大學中國文化碩士
課程的內地生，今年她首次參與派月餅活
動，每次開門的是不同長者，但她們一隊
有老有幼、有本地有內地的義工隊伍，都
總會以同樣溫暖的笑容為長者帶來節日的

問候。包超表示，是到港後才發現香港貧
富差距很大，有很多值得關心人，可幸的
是香港到處都有慈善團體。

創辦人：內地生很愛港

同行的「港漂圈」創辦人Andy亦表
示，明白部分香港人不喜歡內地生，但他
們依然很喜歡香港，「香港民主、自由，
換個角度看，也是因為開明才有爭論，所
以這是很正常的」。作為內地生，除了更
融入本地文化，Andy認為最重要還是做
好自己，「其實也不需要刻意做甚麼，義
工服務也是一樣」。 ■歐陽文倩

百「港漂」訪屋㢏
贈月餅敬老

年份 總獲批數字

2008 2,758

2009 3,367

2010 3,976

2011 5,258

2012 6,756

2013(截至6月30日) 1,163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製表︰歐陽文倩

近年非本地畢業生
申請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人數

不少在港內地畢業生對
香港社會滿有感情，當中

部分人更直接投身社會工作服務，希望盡
一分力，支援本地有需要的人。嶺南大學
翻譯系本科畢業的張莫愁及中文大學社會
科學系碩士畢業的胡夢秋，同為香港聾人
協進會幹事，分別主力支援聽障童的教育
及組織義工團隊服務社區。她們都指，香
港是一個充滿愛的城市，在這裡學有所成
後，希望以自身的力量為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送上一絲絲的溫暖。

教聽障童英語 學手語交流

來自新疆的張莫愁在聾協處理負責聽障
生的英語班、功課輔導班等。採訪當
天，她便為4名有聽障問題的小五生補英
文，雖然學生一開始表現內斂，但經莫
愁循序漸進引導，也漸敢於以英文回
答，她指不少聽障生性格頗主動，「即
使我廣東話不流利，他們亦會與我交
談」。而於假日，她亦會義務參與聽障童
社區活動，包括帶他們到海洋公園遊
玩，而為方便與聽障童交流融入其圈
子，她亦正學習手語。

雖然與聽障人士相處需要更多耐性，但
莫愁直言：「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會繼
續朝這方向發展。」在香港生活已逾3
年，她憶述初來港時獨自一人曾感徬徨無
助，但慶幸認識了一班友善的大學同學，
「兩地文化雖有差異，但我們能無分地
域，互相尊重，相處很融洽。」

網組義工隊 護老院送月餅

至於胡夢秋更是寓工作於興趣，藉本身
的工作組織更多來港內地生回饋社會，
「不少內地來港讀書的朋友都反映不知從
什麼途徑參與義工服務，因此我透過微博
及『港漂圈』網絡轉載，呼籲有興趣的朋
友加入」。中秋節時她組織的義工隊逾80
人便代表聾協，聯同其他義工組織到護老
院派月餅，她表示，餵長者吃月餅時，看
到他們笑不攏嘴，義工們均感到十分窩
心，「起初以為港人崇尚名牌、追求享
受，但漸漸發覺很多人其實都熱心公益，
是一個充滿愛的城市」。她認為施比受更
有福，會繼續擔當中間人聯繫從內地來港
讀書及工作群體，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參與
有意義的活動。 ■鄭伊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文
大學高能物理博士研究生徐建一（見

圖），轉眼間已留港6年，由本科讀到博
士課程。現在的他只希望能踏實地走好
現在的科研路。在他眼中，他理解那些
反內地生的網民的情緒，但他不認同自
己搶去了別人的資源，「我們都是公平
競爭的，大家在學術上的地位是平等
的，只要合理合法就可以了」。

「內地人有低素質也有高層次」

在香港一路走來這6年，徐建一坦言感受到香港社會的氣氛變
得緊張，「有遊客、內地生、新來港人士、雙非孕婦等來港，在
這資源緊張的社會，有些人有不滿的情緒，在所難免，而香港也
確實沒法承接太多的內地人」。不過，他認為這些人當中並不完
全一樣，「我認為是有些媒體誇大了內地人的負面形象，令香港
人以為內地人都是一樣低素質。這是非常錯誤的，內地人當中也
有不同的層次，有些內地遊客的確是素質比較低的，中國那麼
大，甚麼人都會有，但也有些層次高的，比如說內地人當中也有
一些大學教授，如果大家一律拒絕，那絕對是香港的損失」。

增科研能力 促學術交流

至於內地生，徐建一則認為，這亦不能與一般的「負面形象」
一概而論，「內地生來港做研究，對香港來講是優秀的資源，也
能提升香港的科研能力，促進兩地的學術交流」。
對於研究如此辛苦，還偶爾會受歧視，眼見身邊不走學術路的

同學，事業上已取得一定成就，徐建一也不無感慨，「但如果說
我沒做研究生，生活有甚麼不一樣，這一點是已經不能實現的
了，我也不打算去想，只想過好現在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做
研究是出於自己的興趣」。

入聾協 組義工
送暖回饋港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部分網民指內

地生來港搶資源，但不少學者及人力資源專家都明確

指出，內地生對於香港而言本來就是優秀的「人才資

源」。除了從事研究的學者大讚內地生勤奮、專注、

有心走學術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委員侯傑泰亦認

為，內地生都是萬中選一的優才，香港又完全不用負

擔其中小幼的培養成本，如果本地的生產力能追得

上，這些人有助香港發展成高質素的社會，「正如中

大的前校長所言，如果中大只收沙田的學生，中大不

會是今天這麼好的大學」。

層層篩選 最優秀人才來港

說起部分網民指責內地生「搶資源」這話題，侯傑泰首先反
問︰「如果要你在1,000個小朋友裡面挑選3個，你如何保證自己
選到3個好的？」他解釋指，能被選來香港的內地生，都是經過
層層篩選，殘忍一點形容，可以說是「血流成河」後的「生還
者」。他續指，這些學生幾乎都是內地「最靚㝍人才」，「如果要
說不高興，那應該是北大、清華不高興，應該是內地不高興」。
他又指，內地生不是來吃香港奶粉，與一般人所言的「搶資

源」有差別，「即使本科教育，也只是4%至5%，只是很小很
小的比例；研究生方面，香港一來沒那麼多學生想做研究生，
二來香港也啃不下那麼多本地研究生」。

年輕「新血」助紓高齡化

此外，於本地層面看，內地生是年輕力壯的一群，侯傑泰指，
對於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而言，吸納他們是好事。使用資源
較少，又會在香港納稅，「如果香港的生產力追得上，他們可以
提升整個社會技術和工業，這樣香港會是很高質素的社會」。

帶文化衝擊 擴港生視野

中文大學物理系教授朱明中也認為，內地生對香港而言有㠥
正面作用，「從學術方面而言，內地生不論本科生或研究生，
他們都比較專心學業、比較用功；在文化上也為香港的校園帶
來衝擊，讓本地學生知道，世上不止香港這一套」。他坦言，其
實這個狀況，和當年他們到美國升學的情況一樣，「香港學生
在美國，比較容易奪A，因為我們考試操練較多。當時也有外
學生認為我們搶資源，但其實到了某個地步，就會發現香港學
生的創意比不上外國學生」。
朱明中同意內地生在本科的比例很小，但就研究生方面，他

則有不同看法，「我想香港應該增加研究生學額，這樣既可容
納內地的優秀人才，亦可以吸納有意研究的港生。中大的物理
系中，本地生和內地生就維持一半一半的比例，兩者都各有優
劣」。此外，朱明中亦以自己海外留學的經驗勉勵內地生要盡量
開放自己，多與別人溝通，融入本地社會，另一方面，香港學
生也可以學習別人好的地方。

教授：引良性競爭 非搶研資

城大生物及化學系講座教授譚鳳儀也表示，內地生不是「搶資
源」，反而是香港重要的「人才資源」，「有內地生來港，對香港
來說是好事，畢竟有很多港生都不願意做研究生。此外，內地生
來亦可帶來良性競爭，令香港學生更努力」。譚鳳儀表示，自己
選研究生時，並不以學生的「來源地」為標準，「最重要是有能
力，以及是否想走學術路，這樣的學生才對研究有幫助」。

增內地認識 普通話佳利發展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亦指，內地生
能增加香港的人才供應，「你要從壞處看，他們當然是威脅，
因為他們水平高；但你從好處看，港生與他們互動，也會對內
地有更多認識、普通話更好，有助將來到內地發展。看㠥內地
生那麼拚搏，大家有競爭，港生也會更努力改善自己」。她又
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自然要和不同人競爭，即使不是內地
生，也可以是其他地方的人，建議港生應有更廣闊的胸襟，學
習別人的優點，才可超越別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倩）為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香港政府於2008年推

行一籃子措施以吸引人才，其中包括於2008年5月19日推出

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這項安排將容許非

本地學生畢業後無條件留港或回港工作12個月。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自推行以來，反應

良好，申請數目逐年增加。截至去年年底，已有逾2.2萬名非

本地畢業生獲准在畢業後留港或回港。當局認為，這項安排

有助建立多元文化環境，從而提升本地工作人口的質素，有

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推教育國際化 6年吸才逾2.2萬

話你知

博士生留港6載：
我無搶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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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作為高質素人

才，從壞的方面看是威

脅，但從好的方面看，

能為港生帶來促進作

用。圖為大學畢業情

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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