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七八月，大量內地學生趁開學前紛
紛承租各大學鄰近住宅。為求一宿，他們
不惜以「銀彈政策」打動業主，沙田第一
城、紅磡黃埔花園等出現「一炮過」預付
一年租金個案。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

麥萃才表示，內地學子來港讀書，的確
可為香港的教育產業吸納更多人才，絕
不能否定內地生來港可為社會帶來的貢
獻。可是，政府多年來沒有開發新土
地，亦沒有詳細配套計劃接收這群內地
學子，結果導致大學沒有空間興建宿
舍，宿位「渴市」，內地生要進軍私人
住宅租樓市場亦是無
可厚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1998年：香港賽馬會資助數十名內地學生到香港的大學升
學，開始內地學生赴港升讀大學的先河。
2003年：內地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學等8所香港公立大
學可以面向內地招收自費本科生。
2003年至2007年：香港高校的招生範圍從2003年的僅限
北京、上海等6個省市，擴至2007年的25個省市，招生人
數也增長至近1,400人。隨着媒體紛紛報道一些省市高考狀
元放棄北大清華等名校赴港求學，內地出現了一股「港校
熱」。
2008年：特區政府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
排」，內地來港畢業生可留港一年，吸引不少內地學生畢業
後留港發展。
2011年至今：部分香港高校招收內地生的範圍擴大至內地
31個省份。與此同時，香港教育學
院、演藝學院等高校也可以到內地
招生。至2014年，在內地招生的香
港高校已增加到1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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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很多人視為「一考

定終生」的內地高考日

前剛剛結束。每年一到這個時候，是否報考香

港的大學便成為了不少內地生面臨的選擇難

題。到底內地生赴港升學從何時開始？當中有

何利弊？下文探討之。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作者簡介：
戴子熙：《環球時報》、《環球人物》、《鳳凰週刊》
等內地媒體撰稿人。另定期為香港《成報》、《新
報》、《香港商報》撰寫時政評論文章。亞太國際關係
學會成員。
陳振寧：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成員。定期於香港《成報》、《香港商報》發表評論文
章。曾參與《通識詞典3》的撰寫工作。電郵：jam-
bon777@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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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赴港升學從甚麼時候開始？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特區政府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對
香港產生甚麼影響？

3. 你認為內地生來港升學有甚麼利弊？解釋你的答案。

4. 有人認為，「香港已變成內地生無甚眷戀的『中途站』。」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說法？

5. 你認為越來越多的內地生赴港升學，對香港產生甚麼影響？分3方面簡要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 背景：
1. 1998年開始
2. 2008年非本地生留港政策
3. 現在：部分學校全國招生

租房：
1. 一房難求
2. 預付一年
租金

3. 租金上升

每年都有一批內地
優秀學子來港升學，
現時在本地社會有一

種聲音指內地生來港升學是「搶資
源」。但是「既來之，則安之」，對於
香港政府，或可將內地尖子轉換成香港
的「資源」；而對於內地學子，在港求
學的經歷將是在人生道路上一筆不可多
得的財富。

展 望

內地生赴港升大演變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1. 國際排名高
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多，但部分大學的國際聲譽和

學術地位卻與內地著名高校不相伯仲。譬如，英國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在去年10月公布2013/
14學年的世界大學排名榜中，香港就有3所大學
（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打入
200強。相比之下，內地大學僅有3所大學打入排名
榜的前300名。其中，北京大學位列第四十五名，
清華大學位列第五十名。

2. 外語優勢大
普通話是內地法定的基本教學語言，英語僅僅作為
外語進行教學。一些高校雖然也鼓勵使用外語授課，
但並不普遍，而且受到師資外語水平的限制。相比之
下，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官方語言，在全英文
教學環境中培養出的學生，在出國深造方面有很大便
利，而且在日後的職場上有更大的競爭力。

3. 國際化程度高
香港地處中西交流的匯合地帶，教授基本上都具
有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帶來的資源、項目都是國際
上最新的，這都是內地難以同步的。另外，有人認

為，香港不少高校與世界多數一流高校都簽有交換
生計劃。而內地高校雖然也有一些交換生計劃，但
成功的比例相對較小。

4. 就業率較高
有意見指，近年來，內地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

日益嚴峻，而香港高校比內地高校具有較高的就業
率。同時，由於不少國際知名大公司在香港都設有
辦事處，香港高校的學生得到在國際名企實習的機
會更大。這將有利於學生能力的培養，也間接為學
生未來找到好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5. 或成香港居民
根據政策，只要在香港連續學習工作7年即可申
請成為香港居民。也就是說，內地人在香港讀完本
科之後再工作3年，便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有
人認為，這更是吸引了眾多內地年輕人紛紛赴港。

6. 促繼續深造
由於許多香港學校都與美、英、歐等國的一

些著名的大學簽訂分數互認的協議，在讀的學
生或畢業生可以直接轉到那些大學繼續升讀碩
士或者博士課程。

1. 財政壓力大
相較於內地大學數千元人民幣的費用，在港求學

的學費則顯得非常昂貴。早年，香港的大學對內地
學生收取的學費維持在四萬/年左右，但近幾年香
港的學費呈逐年上漲趨勢。一般來說，在香港讀四
年大學費用在40萬至50萬港元之間。
香港高校均設有高額獎學金，但在每年招收的學

生中，只有少數人可以得到不同等級的獎學金。隨
着報考香港高校的內地學生越來越多，要贏得這些
獎學金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
另外，雖然在2008年後，香港教統局放寬了對
內地學生打工的規定，但高校學生在外兼職仍有許
多限制，想要在香港勤工儉學做兼職是非常難的事
情。因此，學生在選擇報考學校前須認真考慮家庭
經濟的承受能力。

2. 文化差異大
香港自由的學習氛圍和多元的文化常常讓許多內

地學生嚮往，但香港的生活習慣，從飲食、作息時
間到價值觀、信仰等，其實與內地有着一定的差
別。不少內地學生到了香港，往往會有很大壓力，
甚至很長時間也無法適應和融入。

譬如，作息時間方面，內地同學一般習慣夜裡12
點左右睡覺，這個時候正是香港同學活動的時間，宿
舍樓道裡的響動很大，走路聲、開關房門聲等要到凌
晨兩三點才能安靜下來。更甚的是，對赴港讀書的人
來說，語言的問題非常嚴重。生活環境全是粵語，授
課是用全英文，成為學習生活的最直接障礙。
所以，不少留港內地生經常感到難以融入香港本

土圈子，沒有歸屬感。

3. 部分專業就業難
四年大學生涯結束後，面臨的是就業問題。香港

高校因為國際化的教學方式，學生在畢業後的就業
選擇有一定的優勢，但畢業之後的問題也很尖銳。
近年內地學生赴港熱衷的學科多為人文社科類、理
工類，這在香港較少人問津，而在求職時也相應出
現弊端，內地畢業生很難找到對口的合適的職位。
且香港的高等院校普遍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

度，但這並非代表所有的香港高校辦學水平都達到
了很高的層次。有人認為，近年
來，很多赴港上學的內地生在應聘
時常遇尷尬，學歷難比歐美頂尖學
校的海歸，甚至在某些企業眼裡不
如清華、北大等內地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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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1. 財政壓力大
2. 文化差異大
3. 部分專業就業
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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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1. 國際排名高
2. 外語優勢大
3. 國際化程度高
4. 就業率較高
5. 或成香港居民
6. 促繼續深造 困難赴港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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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均大讚香港的大內地生均大讚香港的大
學國際化學國際化，，能接觸不同地能接觸不同地
方的文化方的文化，，是增廣見聞的是增廣見聞的
好地方好地方，，大力鼓勵學弟學大力鼓勵學弟學
妹報讀妹報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內地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校
園內吃午餐園內吃午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內地不少內地
生為省租金生為省租金
與人分租與人分租。。
圖為內地生圖為內地生
所住的廳所住的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內地生表示居住環境
令她難以適應，與內地住
所有很大分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