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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港居住的雙非家庭因忍受不了高昂的費用和尊嚴的喪失，選擇

了逃離香港，回到內地，孰料在子女就學方面卻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從香港回

流深圳的謝小姐想讓孩子入讀公立學校，卻因擁有香港身份而無法取得內地戶

口，向入境事務處申請放棄永久性居民身份又被告知法例中沒有相關條款，幾經

周折仍然未能解決。謝小姐慨嘆，從內地到香港生孩子不難，難的是讓孩子從

「中國香港人」轉成「中國內地.人」，「甚至繞了半個地球，也依然碰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郭若溪

雙非家庭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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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早前頒布針對雙非兒童學位問題的新
政，僅僅是在深圳增加了200個名額的「港

籍學生班」，且無法享受香港公立學校的學費資
助。此舉令在深圳居住的雙非家長大失所望。
雙非港童在深圳的入學情況不容樂觀。一位自

稱「根本無意跟港童爭學位」的雙非母親謝小
姐，承受不了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冷酷的社會
現實，決定讓孩子返回深圳讀書，但現時卻被告
知無法入讀公立學校。阻攔孩子上內地學校的
「壁壘」，竟是曾引以為豪的香港身份。

自豪港人身份 殘酷現實碎夢

2012年9月，深圳市教育局曾發出一份入學指
引，明確要求港澳籍學生入讀民辦學校，許多雙
非港童「無書讀」。讀不成公立學校，私校就是
唯一選擇。然而，深圳私立學校門口六七歲的
孩子們手拿各種獎狀證書排隊面試的情景讓謝
小姐感到「恐慌」。「私校錄取小學生的比例是
10︰1，比高考還難。」她說，「以往雙非孩子
上公立學校，交『贊助費』就可以，現在不行
了，反而外籍或台灣籍孩子卻可以」。

港接多宗求助 未有成功個案

香港入境處表示，今年以來，該處接到多宗雙
非父母提出「如何取消子女香港永久居留身份，
以取得內地戶口」的求助，謝小姐便是其中一
位。同樣，今年以來，內地許多涉港論壇上討論
轉回內地戶籍技巧的帖子的跟帖量甚至蓋過了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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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獲得深圳戶口？謝小姐想到的第一招就是

交超生罰款，然後可以在深圳上戶口。「現在深
圳已經不能買房落戶，而允許港籍人士全款買房
給予『藍印戶口』的天津，也只限18歲以上港人
入戶，雙非兒童不在範圍之內。所以，我很㠥急
想上深圳戶口。」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交了幾
十萬罰款所得到的結果只是沒有了計生部門上門
找麻煩，但是公安部門依舊說不能上戶口，謝小
姐得到的答覆是：香港的戶籍沒法取消。

內地單一戶籍 循正途不可能

根據內地相關條例，一個自然人只能在一個地
方登記為常住人口，即居港權與內地戶口不可兼
有，要為孩子上戶口就「必須放棄香港身份」。
而香港入境事務處給謝小姐的答覆是「香港現行
法例，並無放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條款」。

經過反覆諮詢，謝小姐才明白，在香港，公民
身份的確立實行「落地原則」，只要一出生就自
然擁有且很難自由放棄，意味㠥轉成其他國籍，
甚至是台灣籍，也仍然無法消除港籍。但內地的
戶籍制度又執行單一戶籍原則，倘若要循正規途
徑當回內地人，幾乎沒有可能。「都說『魚和熊
掌很難兼得』，現在我們就像夾心餅，夾在戶籍
制度中間，無法自己掌控命運。」
有網友支招：依據《往來辦法》第十八條，港

澳同胞要求回內地定居可事先提出申請，獲准後
可辦理常住戶口手續。然而這個條例主要「面向
農村，面向小城鎮」和「年老在外無依靠」。立
刻又遭到了有經驗的雙非家長的反對：「年幼在
外無依靠並不在條例之內。」謝小姐頓時又大失
所望。

移民「洗底」再入籍 權威：失敗率高

謝小姐全家為此消沉了快2個多月，在以為沒
有出路的時候，論壇裡「可以讓孩子從『香港中
國人』轉回『內地中國人』」的討論再次燃起了
謝小姐的希望。有移民中介主動找上門「賣廣
告」，讓孩子先移民到肯亞、或菲律賓等國，取
得這一國證件的同時向香港政府申報國籍變更，
便順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成為異
國公民一定時間後，可申請「移民」中國內地。
很快，謝小姐向權威人士求證得來的答覆是：這
個幾乎「兜了半個地球」的「曲線救國」路線也
可能面臨極高的失敗率：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世界
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
夜深人靜，失望至極的謝小姐不禁自問：何時

才能甩掉這個「甩不掉」的香港身份？

歪道獲戶籍 家長難接受

費盡周折後，有人向謝小姐建議可以通過造一
個「假身份」來順利獲得內地戶口。「給孩子造
一個虛假的內地身份要改年齡、改名字和一個非
香港出生的『出生證』，只要有關係和錢找醫
院，找造假證的就能辦，但是這條路太難走，第
一我老公是公務員，他的工作決定他不能犯錯
誤。第二，『假身份』帶來的是給孩子一個『假
父母』，我沒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在深圳沒學（公立學校）上，回香港又要受

到排擠，真後悔在香港生孩子。」同樣陷入困境
的石小姐感嘆：莊豐源案令雙非父母在港所生子
女獲得香港居留權，何時港府能夠為願意放棄居
港權的內地人再開先河？

深圳是大多數雙非家庭首選的暫棲地，雙非港
童穿梭深港兩地，在兩文三語中每日切換「頻
道」，夾縫中成長。豆豆媽在深圳居住的小區，
70%的孩子都是父母一方或雙方是香港居民，孩
子或在內地出生、或在香港出生，他們有一個共
同特點，就是每天往返深圳河的兩岸去上學。

跨境童放假「愛回家」

「早年的跨境童並不太區分是否雙非，和這些孩子

相處久了，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到寒暑
假，這些孩子第一時間就跟㠥父母收拾行李回內地老
家。對自己身份的回答也鮮少是『香港人』。很多孩子
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和哥哥姐姐以及同齡人不
一樣，要跨過一條河到另一岸去讀書。」
豆豆媽在生完豆豆的哥哥後，因豆豆爸工作調動，

有了跨境香港工作的機會，再後來也就萌生了在香港
生下豆豆的想法。和這些跨境家庭接觸久了之後，豆
豆媽發現，很多跨境童都會有每天路上奔波的困惑；
不一樣的身份困惑；自己和香港的小朋友使用不一樣
的語言，有不一樣的生活習慣困惑；回深聽普通話的
廣播、看簡體字報紙，到港聽廣東話和英文，寫㠥老
師叫正體字，媽媽叫繁體字的字。

口語有別易困擾「電燈膽」變「電燈蛋」

「跨境讀幼兒園的幾年間，豆豆幾乎每天就在『不
一樣』中來回奔波成長。時間一長，豆豆開始變得敏
感、害羞和謹慎起來，不再對每天兩文三語的切換感
興趣，反而困擾越來越多。用她一個同學的話來說就
是，『我就是穿越劇女一號，在家跟外公說湖南話，
跟爺爺說客家話，爸爸媽媽跟我說普通話，每天在學
校和老師說廣東話，見到外教就說英語。』豆豆也出
現過類似的困擾，有一次課堂測試要畫圖寫字表達

『燈泡』的時候，遇到了粵語口語『電燈膽』和普通話
口語『電燈泡』的問題。糾結了一輪，豆豆先畫了一
個很漂亮的大燈泡，寫了兩個繁體字『電燈』，還有一
個繁體的『蛋』字，這便是兩種語言文字不停交錯過
程當中帶來的困擾。」
「穿越劇的男女主角」每天除了面臨語言上的不

同，還有交通秩序、行車左右的不同，行為習慣的不
同。「豆豆有一次跟我說，坐保姆車的時候被保姆批
評了，因為在車上吃了小餅乾，可我每天接送他的時
候都讓他在車上吃早餐的。」

助女適港生活 全家學繁體

有「穿越」感的還有家長。今年8月送女兒入讀元朗
幼兒園K1的妞妞（化名）媽，月初剛開完人生中第一
場跨境家長會。「一方面家長本身的語言、文化習慣
要和幼兒園接軌就有障礙，無法在繁體字、港式拼
音、英文等方面做課業輔導；另一方面香港私立幼兒
園學習內容之多、之廣、之深，感覺大大超出了孩子
的接受範圍。」妞妞媽稱，為了讓孩子更適應香港的
學習和生活，彤彤媽發動全家人學習繁體字，讓自己
能更了解香港的環境，以便能在常識科等很多與身旁
事物有關的學習中，能給予孩子關於交通工具、地
點、人物、詞彙、時事等的指導。

隨㠥孩子逐漸長大，跨境讀書變得越來越不
切實際，部分雙非家長開始考慮單親赴港租房
陪讀。完整家庭被迫面臨分居，香港房租、物
價均大幅高於深圳的現狀，跨境陪讀也漸成熏
熏媽極大的難言之苦。
熏熏剛上幼兒園時，因為不捨得，熏熏媽和

外公選擇了分別親自接送，「跟㠥孩子赴港比
較安全和放心，孩子上課了，我就在附近逛街，她
外公一般會在小區待㠥，感覺時間過得特別漫長。
孩子也老是打瞌睡、暈車，看㠥非常心疼」。

分居難維繫家庭「傷感情」

跨境接送的日子一直堅持到幼兒園畢業後，熏熏媽
選擇了自己赴港租房陪讀，不僅能為孩子節省大量
跨境時間，還能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
「雖然有同校的媽媽群可以相互照顧，或者請有

深戶的保姆接送，但依舊不放心把孩子交給陌生
人，猶豫了近一年時間才下的決心。」熏熏媽表
示，老公是做金融管理工作，平時很忙，回家時間
不定，「長期分居下去，也會影響孩子成長和夫妻
感情。現在只能拚命賺錢，希望有能力在香港買套
房子定下來，租房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心疼舟車勞頓
赴港租房陪讀

口語頻「轉台」變穿越劇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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