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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75高校擇優錄取港免試生
每校至少30人 學費醫保待遇均等

港澳生免修政治軍訓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處長張萌表示，內地高
校對香港學生的態度是「一視同仁、保證質量、適當
照顧。」在學習方面的要求與內地學生一致。港澳台
學生入學後可以免修政治理論和軍訓課程，可適當選
修國情知識課程。
在實現學費平等之後，去年10月，經國務院同意，

教育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務院
港澳辦和國務院台辦聯合下達文件，將港澳台學生納
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範圍，從而實現了香港學生
與內地學生在醫療保障方面的同等待遇。
另外，李克強總理2011年8月訪港時宣佈「自2012

年起試行對香港學生豁免港澳台僑聯合招生考試，內
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
港學生」。這一政策在香港引起了巨大反響。2013年
內地高校共錄取免試香港學生1188人，較2012年急增
22%。
今年內地免試招收香港學生的高校將增至75所，分

佈在內地14個省市，原則上每校招生人數不少於30
人，這將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參與計劃

的內地高校將根據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
錄取，獲錄取的學生將豁免參加聯招考試。

高校開設全英文專業
另據張萌介紹，目前，內地高校教育質量不斷加
強，國際化程度逐步提升，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
了全英文的課程和專業。
此外，香港學生和來自祖國各地的同學們同堂

上課、同室住宿、同場競技，加深了他們對祖國
和人民的了解，結交了更多的良師益友，為其今
後的事業發展積累豐富的閱歷和人脈。
關於兩地高校師生交流問題，張萌表示，2013

年，教育部成功實施了「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師
生交流計劃」。據統計，2013年參與項目內地高
校80所，香港高校12所，兩地高校合作申報交
流合作項目353個，參與項目的香港高校師生
9695名，參加長期項目師生621名，項目所需資
金由中央財政資助。參加短期交流的師、生每人
每天將獲得550元人民幣。項目所邀請的港方師
生中，每10名學生才能配備1名帶隊教師，師生

比例少於1:10。
合作項目涉及法學、醫學、歷史、地理、藝術、體

育、經濟、生物、航空航天等多個領域和學科。項目
的實施進一步促進了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的交流
和兩地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記者從教育部港澳台辦獲悉，2014年將有

75所高校招收香港免試生，每校招生人數原

則上不少於30人。在內地學習的港澳台學

生在學費、醫療保障方面與內地學生享受同

等待遇。另外，2014年的「香港與內地高等

學校師生交流計劃」將對香港赴內地交流師

生進行補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從教育部獲悉，截至目前，在內地高校求學的
各級各類香港學生總人數已達14147人，在香
港的內地學生人數超18000人。約3成在內地
學習的港生獲得獎學金。
據介紹，近年來，內地高校培養香港學生工
作情況良好，教學、管理和服務逐步規範，培
養質量穩步提升，學生規模穩中有增。在招生
方面，已形成統一招考、免試錄取和自主招錄
相結合的多元錄取體系。在收費方面，施行香
港學生與內地學生同等收費政策。
關於獎學金，張萌表示，香港學生不僅可以
申請國家獎學金，中央財政還安排專項資金設
立港澳台學生獎學金，獎學金覆蓋範圍近
30%。另據了解，中央財政對招收香港學生的
單位給予每年每生8000元的補助。

設助學金鼓勵北上深造
另外，為免港生因經濟問題而不能到內地升

讀大學，2013年，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與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聯合出資，為合資格學生提
供每年最多5000元助學金；「勉力助學金計
劃」的啟動，目的是鼓勵和資助家境清貧港生
赴內地深造，使其順利完成學業，首批獲益港
生有90名。
張萌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將做好已經入學港

生的學習、生活的服務工作，保證這些學生順
利完成學業，能夠健康成長成才。同時，還將
探索免試招收香港學生的長效機制，以吸引更
多香港學生來內地高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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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到內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到內
地高校就讀地高校就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大學內地學習千人計香港大學內地學習千人計
劃啟動儀式今年在復旦大學劃啟動儀式今年在復旦大學
舉行舉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地質大學與香港大學師生赴三峽庫區開展為期一周的野
外考察和實習活動。 網上圖片

■教育部去年舉辦香港與內地高校師生交流計
劃「暑期大連經貿考察之行」。 網上圖片

京中醫藥大學受青睞
擬招94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近年來，內
地的中醫藥大學備受港生青睞，成為港生最鍾意報考的
內地院校。記者從北京中醫藥大學獲悉，今年該校計劃
在香港招收免試生總數不超過94人。目前，該校來自香
港的本科生103人，其中61人是免試生。
據悉，北京中醫藥大學2014年招收港生的最低標準：

「校長推薦計劃」以外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為「3、
3、2、2」（見表）。招生專業有中醫學、針灸推拿學、
中藥學等九個門類。
北京中醫藥大學台港澳中醫學部辦公室主任裴玉梅表

示，港生報考該校，除成績達標外，還須通過面試，學
校會通過考察學生的身體狀況、創新潛質和奉獻精神
等，確定是否錄取。
北京中醫藥大學台港澳中醫學部老師高琳表示，港澳

台學生素質很高，給他們上課非常愉快。由於港生接受
西方教育相對較多，老師們在上課時會刻意加入中國傳
統文化理念，引導他們適應內地的學習生活。另外，港
生在課堂上十分注重實踐活動，提問非常深入，這一點
值得內地學生學習。

■北京中醫藥大學備受港人青睞。 網上圖片

北京中醫藥大學招港生標準
■最低標準：「校長推薦計劃」
■以外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為「3、3、2、2」，即參
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
三級以上，數學課、通識教育科達到第2級及以上。

■報考醫學類專業的考生：生物及化學科達第2級以上

北上港生：增強國家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多位在
內地高校學習生活的港生表示，香港和內地的聯繫
日益密切，赴內地學習、生活可以更全面更客觀地
了解祖國，增強歸屬感。有同學表示，在香港上一
年大學的費用等於在內地大學四年的開支。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交換生羅家勇稱，有些香

港媒體對於內地的報道有失偏頗。作為未來的媒
體人，他決定親赴祖國，多走多看，客觀地了解
中國的風土人情。在人大學習期間，他參加了貧
困地區支教活動，遠赴西藏更深刻地體悟宗教的
意義。羅家勇表示，日後加入傳媒行業後，自己
所作的報道將更加客觀、真實。

中醫學習內地較好
為何選擇來內地上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學生

紀榮表示，首先是對中醫專業的個人偏好，「在

內地最好的中醫藥大學學習，師資、書籍、實踐
活動都是最好的。這是在香港學中醫無法比擬
的。不出意外的話，我想在這裡讀到博士。」其
次就是家人的支持。
「我想來北京讀書，因為喜歡中國傳統文化，

所以我學習中醫。」紀榮的同學黎達程對大學生
活的定位就是回國領略不同的文化，同時他感慨
「北京的機會真多，找兼職無壓力。」

壓力迫使加倍努力
香港學生在內地求學有一個共同的感受，便是

學習壓力非常大。人民大學商學院學生甘佳其對
兩地在學習之間差距有深刻體會；她在香港同學
中成績算是不錯的，但來到北京以後，才知道兩
者之間的差距確實非常大。相對內地重點高校中
各省最優秀的學生，香港免試生感到壓力是從四
面八方襲來，在這種環境中，必須迫使自己努力
學習，拉近與內地同學距離。「在北京唸書，你
必須要知道的除了澡堂、霧霾，還有微積分。」
北京中醫藥大學一年級學生路離坦言，在香港只

有屈指可數的幾所大學裡有中醫學科，每年提供的
名額很有限，競爭非常激烈，最重要的是香港並沒
有中醫院，如果實習仍然要到臨近的廣州等地尋求
機會，所以她很看重內地豐富的中醫實踐資源。
另外，港生們一致認為在內地求學可謂「相當

省錢」。北京中醫藥大學學生林潔玲算了一筆
帳，在城大上學的同學每年學費40000多，宿舍
每個月5000多，吃飯每月3、4000元，累計每年
花費10餘萬港元。而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上學的
她，每年學費人民幣5800元，住宿900元一年，
吃飯一年花費約在人民幣6000元，加入交通等費
用，她四年大學的費用相當於香港上大學一年的
花銷。

免試生計劃 助學子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免試招生幫助不少內地港
生圓夢。「如果在香港，我這樣的
成績，絕無可能考上法律專業，那
我當律師的理想就會破滅。」中國
政法大學的學生葉曉穎說，免試招
生助她實現攻讀法律的夢想。
葉曉穎表示，雖然在中國政法大
學學習的是內地法系，但學校同時
還開設了國際司法等選修課程，相
信畢業後仍能具備很寬廣的國際化
視野，與香港法律界沒有差距感。
在美國讀完中學、入讀北京中

醫藥大學的黎達程稱，免試生計

劃對港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透
過免試生計劃，港生憑借中學成
績就可以申請多間內地高校。雖
然內地高校進入門檻略低於港
校，但內地不少學校的培養環境
卻不亞於香港，這就給了港生一
個「曲線救國」的機會。雖說，
如醫學、法律等專業在內地拿到
畢業證後，回港執業還要面臨難
度很高的執業考試，但即使畢業
於香港的院校生，也同樣地要
「考牌」。無可否認，低門檻、
低收費、學歷認證成了吸引港生
來內地求學的「誘人」條件。

■■由於內地推行免試生計劃由於內地推行免試生計劃，，
故內地高等教育展都吸引不少故內地高等教育展都吸引不少
師生家長參加師生家長參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紀榮：北京中醫藥大學師資、書
籍、實踐活動都是最好的。北京傳真

■■甘佳其：對兩地在學習之間差距
有深刻體會。 北京傳真

■■羅家勇：日後所作的報道將更加
客觀、真實。 北京傳真

■港生正進行內地聯招模擬考試。 網上圖片

■■由於香港沒有中醫院由於香港沒有中醫院，，故內地優故內地優
勝的中醫師資和實習機會勝的中醫師資和實習機會，，都是吸都是吸
引港生北上讀書的原因引港生北上讀書的原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