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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昨日舉行新一輪合

作會議簽署三份協議，包括把「雙非」兒童

納入深圳學校港人子弟班的收生範圍，並與

香港中學銜接。港深合作增推「港籍學生

班」，對於常年往返於深港兩地，飽受舟車

勞頓和口岸擁堵安全問題困擾的「雙非」學

童來說，多了一個選擇。不過，由於「雙非」

學童跨境就讀有利融入香港社會，再加上深

圳學校「港籍學生班」收費較高，因此「雙

非」學童跨境來港入學的趨勢難以改變。解

決「雙非」兒童學位難題應標本兼治，政府

在北區多建學校才是治本之方。

現時深圳已有七所民辦學校設有「港籍

學生班」，能提供200個學位名額，相對於

目前1.6萬人次跨境學童的數額只是杯水車

薪。事實上，即使「港籍學生班」學位名

額增加，也未必能大量吸引「雙非」學

童。「雙非」跨境學童家長看中的是孩子

在香港成長的氛圍，可以接受純粹的港式

教育，能夠和香港的小朋友相處，有利融

入香港社會。「雙非」學童的父母希望孩

子成為一名真正的港人，因此香港社會環

境對孩子是很重要的。　

另外，基於內地的戶籍政策，持有香港居

民身份證的「雙非」學童不能按內地居民身

份享有內地義務教育服務，只能以境外人士

身份入讀一些國際學校或民辦學校，如果入

讀公立學校則要交納「借讀費」、「贊助

費」，而通常民辦學校收費較為昂貴。正如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出，由於「港籍學生

班」是民辦的學校，特區政府亦不會為這些

學生提供任何資助，學費需由「雙非」兒童

的父母負擔。面對要到香港上學還是選擇深

圳的「港籍學生班」，「雙非」跨境學童家

長的賬算得很清楚：若在香港讀小學，算上

書本費、校服費等雜費和交通費，一個月平

均800多港元，但在深圳讀「港籍學生班」，

每月大約要2500元人民幣。這是很多「雙非」

學童家長不願或難以承擔的。

要從根本上解決「雙非」兒童學位難題，

政府應在北區多建學校，包括在邊境區興建

港籍學生學校。此外，也可由香港教育局在

深圳成立官立小學，採用香港的學制，由香

港教師跨區執教，學生畢業後，學歷等同香

港小學畢業，可直接銜接香港中學。

(相關新聞刊A1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日指出，日方無權

對中方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說三道四、蓄意攻

擊。事實上，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符合國

際法和國際慣例，既是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

整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

正義之舉。當前，釣魚島緊張局面完全是日方

的錯誤行徑所造成的，中國設置東海防空識別

區，就是對日本挑釁的有效反制，藉此加強危

機管控，促使日本回到談判對話、共同協商解

決問題的正軌上來。

中國國防部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符合《聯合國

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目的是捍衛中國的

國家主權和領土領空安全，不影響有關空域的飛

越自由。而且，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核心問題是釣

魚島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

土，中國為捍衛固有領土採取的任何合理、合法

的措施都是理所當然，設置防空識別區日本根本

無權說三道四，更何況日本已把防空識別區劃到

中國家門口幾十年，距離中國最近處僅130公

里，如今中國剛剛劃定自己的防空識別區，日本

大驚小怪地「擔憂」起來，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

和強盜邏輯。

去年9月日本所謂「國有化」釣魚島後，中國

一直主張與日本對話解決問題，但是在日本拒絕

承認釣魚島存在爭議，雙方已經沒有談下去的餘

地，中國主張對話解決分歧被日本置若罔聞，且

日本敢於攔截中國戰機，更口出狂言要擊落中國

無人機，又硬闖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演習區。

這是日本仰仗其防空識別區的優勢，長期對中國

飛機巡航東海進行干擾，故意挑釁逼迫中國動

手，企圖在法律上、道德上佔據有利地位。　

如今，中國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中國對釣魚島領空的控制不再是被動的反

應，而將是帶有執法意味的驅趕，在釣魚島爭端

中掌握更大的主動權。日本當局氣急敗壞的反應

說明，中國的反制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也使日

本感到慌張失措。

中日在東海的防空識別區出現大面積重疊，由

於兩國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的立場相反，

兩國爆發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急劇上升，中日在軍

事安全領域潛在的衝突風險已顯著增加。中國對

日「先禮後兵」，不斷施加壓力，目的還是要讓

日本在釣魚島問題回到談判桌。當前形勢下，日

方應積極配合中方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切實維護

東亞地區和平穩定。

(相關新聞刊A10版)

標本兼治 解「雙非」學位難題 設置防空識別區 反制日本挑釁

小一派位奇招 父入鄉會博女入學
自派成功率16年新低 北區有學校更差僅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有2.2
萬名學童經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獲派官津小
一，其中「世襲位」創新高達10,722人，意
味「非世襲生」入讀心儀學校難上加難。位
於九龍塘校網的傳統名校喇沙小學，新學年
共有90個自行收生學額，當中46人以「世襲
生」身份入學。有同區家長為栽培兒子，每
月學費和興趣班開支近2萬元，無奈沒有世
襲身份，最後名落孫山，要等待統一派位階
段再行博入名校。

喇小自行收生「世襲」逾半

喇沙小學今年在網上公布取錄名單，不
過昨晨仍有約20多名家長趕赴該校查閱取
錄名單。家住九龍塘的陳太，在兒子K2時
已開始部署孩子的升學之路，今年9月
起，其子由本地幼稚園轉讀美國國際學
校，方便孩子必要時可以直升其小學，目
前每月學費高達9,000多元。另一方面，她
又擔心兒子小一派位未如理想，故今年先

後報讀了10多間國際學校、6間直資及私
立學校，單是面試、報名等費用已花了近
萬元。
為讓兒子贏在起跑線，陳太替他安排了英

語、普通話、邏輯數理、小提琴及鋼琴班，
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她本身是繪畫導師，
故會親教兒子畫畫。每月單是孩子的學費和
興趣班，就要花耗2萬元，佔家庭開支的一
半，她直言：「好吃力，但若孩子沒有這些
證書，會好輸蝕！」另為擴闊孩子的眼界，
陳太在復活節攜子同遊澳洲10天，其子回港
後，英語大有進步，令她頗感欣慰，故她又
偕兒子到台灣、新加坡等地旅遊，學習普通
話。

落選未放棄 叩門展誠意

據了解，喇沙小學的90個自行收生學額，
有46個被「世襲生」佔據。陳太兒子名落孫
山，稱「世襲令學額競爭更為激烈，政府說
不願看到學生辛苦地跨區上學，但住原區卻

未能原區入讀」。她指，統一派位階段會以
喇沙為首志願，就算失敗也會叩門以示誠
意。
受惠於世襲制的朱太，取態明顯不同。長

子現於喇沙就讀小六，次子因「世襲」得
位，「哥哥在此就讀，弟弟可藉此了解學校

的要求及程度」。她本身在馬鞍山的補習中
心任職，發現近年不少雙非家長安排就讀
K1的孩子到其補習中心惡補英文，為升小
鋪路。
育有兩女的陳太，為長女申請入讀瑪利諾

修院學校（小學部），由於她是該校畢業

生，在計分制下有10分的優勢，女兒最終成
功獲取錄。雖然長女順利入讀心儀的學校，
但陳太直言本港教育制度差劣，學生間的競
爭激烈，即使入讀傳統名校，也要「狂補
習」，將來會視乎孩子的學習進度，考慮是
否移民外國。

明 年9月入學的小一自行學位昨放榜，身兼上
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的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

陳紹鴻表示，該校自行學位只三成人成功，取錄
的79人中，49人屬「世襲位」，其餘均是依「計分
法」取錄。他指，自行收生階段以計分高低定收
生次序，相信家長心裡有數，怨氣不大，但未獲
派位難免感失望。他又透露，今年申請逾有10宗
以「監護人」身份簽名，較去年多，相信涉及以
監護人的本港地址，爭取在之後的分區派位提高
入學機會。

雙親屬辦學團體加5分

現時小一自行學位計分法，與辦學團體相同宗
教信仰可獲加5分，「信教博入學」早成不少家長
博入名校策略，而父母屬學校主辦社團成員，亦
同樣可加5分。今年成功獲惠州公立學校取錄的學
童中，便有4人父母為惠州同鄉會成員，本地家長
蘇太為其中之一。她直言，丈夫近年加入惠州同
鄉會，當時已有考慮或對子女升學有幫助，昨日
她兩度細看派位結果壁報板，見女兒榜上有名，
即時開心到跳起，並舉起勝利手勢，向記者示意
「有學位」。

蘇太又形容「她(女兒)是太陽，我是地球，圍㠥她
轉，做媽媽有這種感覺」，在放榜前仍一直感到擔
心，已為女兒做好「撲學校」準備，又月花3,000元
報讀多項興趣班包括英文、繪畫和芭蕾舞等，而得
悉有學位的一刻「開心過中六合彩」。

內地工作婦遷北區呻笨

以往一直在內地工作的本港家長施太，在女兒升
幼稚園時花千萬元搬回上水私人屋苑皇府山，她慨
嘆指搬家前不清楚北區學位緊張情況，直言「揀錯
地方搬」。不過她早前經其他會員介紹加入惠州同鄉

會，令女兒申請自行學位獲得加分，終成功入讀惠
州公立學校。

校長：虛報會員不撤學籍

對有學生因父母的惠州同鄉會背景獲加分取錄，
陳紹鴻表示，在申請自行學位時家長入會超過3個月
並出示會員證即可獲加5分，按同鄉會規則，非惠州
人亦可申請入會，會費約350元，而會方會嚴格把
關，認真審批及分辨申請者是有心參與會務及活
動，還是只為子女升學的單一目的，避免有人取
巧。他又指，如發現校內學生有家長虛報同鄉會會
員身份，也不會取消學籍，但強調從沒出現有關情
況，不擔心有人用「假身份」入學。
另丈夫於內地從事建築生意的雙非家長羅太，女

兒去年成功入讀惠州公立學校小一，其兒子今年再
透過「世襲位」入讀該校，為免子女舟車勞頓跨境
上學，他們去年花近300萬元在港置業。具經濟能力
的她又稱，自己及丈夫無意以投資方式獲港人身
份，只求子女能在港就學，「我們沒有搶資源，沒
有搶工作，純粹消費；那只是一小撮人的負面想
法，對我們（雙非）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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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月花二萬 難敵「世襲」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全港有逾3萬名
學童失意於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其中雙非家長潘
太，原安排了居於上水的奶奶作為孩子的監護
人，以便兒子來港上小學，現在願望落空，她大
感失望，並已考慮報讀內地私校。她坦言，來港
產子時，一心只為孩子將來到外國升學時更方
便，「選多次，我可能不在香港生，來這邊(香
港)讀書，很麻煩」。雖然如此，但她指香港對雙
非很公平，而本地人優先入學亦不存在歧視。
當局今年為跨境生設立專屬校網，即參與稍後

開展的統一派位跨境生有機會被分派至鄰近邊境
的8個地區，包括屯門、元朗、北區和大埔，最
遠更可能被派到東涌、馬鞍山、黃大仙等較為遠
離邊境的地區。

理解政策局限或為校網租屋

全家居於深圳福田的港人羅先生，其子在自行
階段未能成功獲派學位，將受新校網安排影響。
他指，兒子升小在計分時取得的分數偏低，無學
位是預期之內，現考慮在香港租屋避開新校網安
排，提升入讀北區學校的機會，正了解可行性。
他認為，新校網令跨境生入讀北區學校的機會

減少，「讀名校已非跨境生首選，只是希望小孩
不被派到太遠的地方上學。」不過，他理解政策
的局限性，「北區不可能容納所有跨境生，始終
有人要跨到更遠上學」。

憂派偏遠區爭「叩門」位

單非家長劉先生有同一遭遇，女兒暫時未有學
位。在上水居住和工作的他指，由於學童人數太
多，認為新校網競爭大，擔心被派到偏遠地區升
小，屆時會爭取「叩門」學位。

■陳太為明年升小一的

兒子首選喇沙小學，惟

最終「榜上無名」。

鄭伊莎攝

■潘太坦言，來港產子時只

想到香港能讓孩子方便到外

國升學。 莫雪芝 攝

■陳紹鴻表示，今年有4

名學童在自收階段獲得

學位。 莫雪芝 攝

■劉先生爭取「叩門」，

冀女兒重返北區學校。

莫雪芝 攝
■蘇太見女兒榜上有名，即時開心到跳起來，並舉起勝利手勢，向記者示意有學

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羅先生考慮在香港租屋避

開納入新校網，提升入讀北

區學校的機會。 莫雪芝 攝

■朱太的長子現於喇沙

就讀小六，次子因「世

襲」得位。

鄭伊莎攝

■喇沙小學雖

在網上公布取

錄名單，昨晨

仍有約20多名

家長趕赴該校

查閱取錄名

單。

香港文匯報記

者鄭伊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助子女

升讀心儀小學，「信教加分博入學」早已是

不少父母會考慮的選擇，而近年北區學額緊

張，更衍生家長加入同鄉會爭入屬校的新趨

勢。昨日放榜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北區學

校競爭異常激烈，有學校派位的成功率低至

三成，遠低於見16年新低的全港成功率

42.3%。但有本地家長成功「瞄準」心儀學校

的主辦團體背景，藉加入相關同鄉會，獲取

入學計分時的決定性5分，令孩子成功獲得寶

貴的小一學位。有校長強調，同鄉會認真審

批及分辨入會申請者是為子女升學的單一目

的，還是真心參與會務及活動，相信可避免

取巧情況出現。

■施太加

入上水惠

州同鄉會

獲加分，

成功在自

行階段入

學。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