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內地生被個別媒體所渲染的有內地生被個別媒體所渲染的
「「歧視歧視」」而嚇怕而嚇怕，，也有在港升學也有在港升學
的內地生坦言的內地生坦言，，從未感受過歧從未感受過歧
視視，，只感受過香港老師只感受過香港老師、、學長的學長的
友善友善。。于瀟是去年河北省高考文于瀟是去年河北省高考文

科狀元科狀元，，受到香港中文大學多元文化和受到香港中文大學多元文化和
濃厚的學術氣氛所吸引濃厚的學術氣氛所吸引，，決意來港讀決意來港讀
書書。。她表示她表示，，在這一年的生活裡在這一年的生活裡，，從工從工
友友、、室友室友、、學長到老師都努力幫助她克學長到老師都努力幫助她克
服生活及學習的種種問題服生活及學習的種種問題，「，「交到很多交到很多
可愛的朋友可愛的朋友，，讓我累積了一生都不能忘讓我累積了一生都不能忘
記的財富記的財富。」。」

「「回去時像換了個人回去時像換了個人」」
不少狀元面臨多項選擇時不少狀元面臨多項選擇時，，不免都會不免都會

有猶疑和掙扎有猶疑和掙扎，，但于瀟卻是一直都奔着但于瀟卻是一直都奔着

中大而來中大而來，「，「我覺得香港的學術氛圍鼓我覺得香港的學術氛圍鼓
勵學生去追求夢想勵學生去追求夢想，，我在學校也很開我在學校也很開
心心，，老師和同學都很友善老師和同學都很友善，，全英語的教全英語的教
學環境學環境，，還有國際化的視野還有國際化的視野，，都大大地都大大地
提升了我對學習的體驗提升了我對學習的體驗。。雖然說不出來雖然說不出來
有甚麼具體的事情和變化有甚麼具體的事情和變化，，但很多朋友但很多朋友
都說我回去以後就像換了個人似的都說我回去以後就像換了個人似的。」。」

棄港校因各有所愛棄港校因各有所愛
那麼為何會有內地狀元那麼為何會有內地狀元、、尖子棄港校尖子棄港校

而去呢而去呢？？于瀟認為于瀟認為，，這只是這只是「「蘿蔔青蘿蔔青
菜菜，，各有所愛各有所愛」。」。她認為她認為：「：「內地高校內地高校
和香港高校是完全不同的選擇和香港高校是完全不同的選擇，，就好像就好像
香蕉和蘋果一樣香蕉和蘋果一樣，，選擇任何一樣都只是選擇任何一樣都只是
喜好喜好，，而不代表香蕉就比蘋果好而不代表香蕉就比蘋果好。」。」
作為過來人作為過來人，，于瀟亦建議內地高材生于瀟亦建議內地高材生

於擇校時考慮幾個方面於擇校時考慮幾個方面，，首要是經濟能首要是經濟能
力力，「，「如果沒有獎學金如果沒有獎學金，，香港幾十萬一香港幾十萬一
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對一般家庭而言都對一般家庭而言都
會構成壓力會構成壓力。。此外此外，，還要考慮伙食還要考慮伙食、、語語
言和天氣等等言和天氣等等。。不過中大做得很好不過中大做得很好，，尤尤
其是粵語方面其是粵語方面，，都會有很多課程給非本都會有很多課程給非本
地生學習地生學習，，而同學也會努力配合而同學也會努力配合。」。」她她
也建議內地生要考慮自己的接受能力也建議內地生要考慮自己的接受能力，，
「「你要堅持自己的文化你要堅持自己的文化，，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
可是會有點辛苦可是會有點辛苦。」。」
對於不少內地生都擔心到的歧視問對於不少內地生都擔心到的歧視問

題題，，于瀟亦表示自己于瀟亦表示自己「「真心沒感受真心沒感受
到到」，「」，「來中大以後來中大以後，，感覺身邊的人都感覺身邊的人都
很友好很友好，，像剛來到時工友還會主動幫像剛來到時工友還會主動幫
忙忙；；不知道課室在哪的時候不知道課室在哪的時候，，本地生也本地生也
會幫忙找路會幫忙找路。」。」 ■■記者 歐陽文倩記者 歐陽文倩

內地尖子升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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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馮晉研馮晉研））能來港升讀大學的內地生向能來港升讀大學的內地生向

來是頂尖人才來是頂尖人才，，如何留住他們貢獻香港如何留住他們貢獻香港，，是政府關注的問是政府關注的問

題題。。中央政策組委托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中央政策組委托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進行的研究就發現研究中心進行的研究就發現，，內地生留港有四大擔憂內地生留港有四大擔憂，，包括包括

生活成本高生活成本高、、生活環境壓抑生活環境壓抑、、兩地關係日趨緊張兩地關係日趨緊張、、需要照顧需要照顧

父母父母，，令多數內地生的長期留港意慾偏低令多數內地生的長期留港意慾偏低。。不過不過，，報告亦提報告亦提

出提供適應輔助課程出提供適應輔助課程、、設立解難制度及鼓勵內地生留港創業設立解難制度及鼓勵內地生留港創業

等等77項建議項建議，，幫助內地生融入香港生活幫助內地生融入香港生活，，挽留人才挽留人才。。教育局教育局

發言人表示發言人表示，，報告為完善政策提供有用的參考報告為完善政策提供有用的參考。。

去年去年，，有內地狀元退學香港大學有內地狀元退學香港大學、、考考
報北京大學報北京大學，，也有狀元堅持也有狀元堅持，，港大是自港大是自
己無悔的選擇己無悔的選擇。。來自來自20092009年雲南理科年雲南理科
狀元李欣狀元李欣，，在清華在清華、、北大都拋出橄欖枝北大都拋出橄欖枝
之時之時，，最終決定到港大修讀內外全科醫最終決定到港大修讀內外全科醫

學士課程學士課程。。李欣表示李欣表示，，港大資源多港大資源多、、大學生大學生
活充實活充實、、學術氣氛自由學術氣氛自由，，學生可更多地按自學生可更多地按自
己的喜好選課己的喜好選課。。雖然一開始在氣候雖然一開始在氣候、、語言方語言方
面都要稍稍適應面都要稍稍適應，，但今日已操流利廣東話的但今日已操流利廣東話的
李欣用自己證明李欣用自己證明，，只要不為自己設下限制只要不為自己設下限制，，
即使全新的環境亦能十分適應即使全新的環境亦能十分適應。。

北大一年過渡助適應北大一年過渡助適應
選擇港大或北大選擇港大或北大？？李欣可謂相當有李欣可謂相當有「「發言發言

權權」，」，因為她曾受惠於港大的因為她曾受惠於港大的「「委培委培」」制制
度度，，於基礎年時先到北大學習一年於基礎年時先到北大學習一年，，再到港再到港
大升讀一年級大升讀一年級，「，「我覺得有北大這一年很我覺得有北大這一年很
好好，，因為內地中學和香港大學的學習方式完因為內地中學和香港大學的學習方式完
全不同全不同，，有了這一年作過渡有了這一年作過渡，，會比較容易適會比較容易適
應應。」。」
對比兩地頂尖學府的大學氣氛對比兩地頂尖學府的大學氣氛，，李欣坦言李欣坦言

真的十分不同真的十分不同，「，「北大是文化很深很深的地北大是文化很深很深的地
方方，，所以我理解有同學會因為個人喜好所以我理解有同學會因為個人喜好，，而而
去選擇北大去選擇北大。。中學時我不喜歡文科中學時我不喜歡文科，，但在北但在北

大時我也讀了不少歷史大時我也讀了不少歷史、、文學的課文學的課，，那些學那些學
者連古代政治制度都可以說得很生動有者連古代政治制度都可以說得很生動有
趣趣。」。」港大則是文化和教學方式都很不同的港大則是文化和教學方式都很不同的
地方地方，，這裡很自由這裡很自由，，很多資源很多資源，，大學宿舍也大學宿舍也
有很多活動參加有很多活動參加，「，「內地則不然內地則不然，，內地院校內地院校
還有很多必修課還有很多必修課，，對學生限制較多對學生限制較多，，到了晚到了晚
上指定時間就要斷電上指定時間就要斷電、、斷網斷網，，還有輔導員去還有輔導員去
看着學生的成長看着學生的成長，，對我而言是對我而言是『『管住晒管住晒』，』，
當然也可以說是沒有那麼多令人分心的地當然也可以說是沒有那麼多令人分心的地
方方，，但我認為如何安排大學生活但我認為如何安排大學生活，，亦是一個亦是一個
成長過程成長過程。」。」

融入社區增港歸屬感融入社區增港歸屬感
至於在香港的適應方面至於在香港的適應方面，，李欣則認為都不李欣則認為都不

是大問題是大問題，，只是要適應天氣和語言只是要適應天氣和語言，「，「我要我要
和病人溝通和病人溝通，，不懂得廣東話不行不懂得廣東話不行，，所以在北所以在北
大學習那一年大學習那一年，，我就看電視劇學廣東話我就看電視劇學廣東話，，也也
沒有看多少套沒有看多少套，，來到香港就開始懂得聽來到香港就開始懂得聽。」。」
來港約來港約44年年，，李欣也漸漸建立了對香港的感李欣也漸漸建立了對香港的感
情情，「，「以往抱着遊客的心態來港以往抱着遊客的心態來港，，只覺得香只覺得香
港很美港很美、、很方便很方便，，現在住在這個城市現在住在這個城市，，參與參與
一些社區服務一些社區服務，，看到不同人看到不同人、、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
對香港的歸屬感也逐漸增加對香港的歸屬感也逐漸增加，，看新聞時的感看新聞時的感
受也比以往深受也比以往深。」。」 ■■記者 歐陽文倩記者 歐陽文倩

不少院校人士都指，現時內地院校的實
力不斷提升，越來越國際化，香港在招生
方面亦面對一定的競爭，也令內地高材生
擇校時越趨困難。所以，院校亦會舉行面
試、講座等活動幫助同學更了解香港，到

校後也有迎新營、專責小組等，照顧內地生的
種種適應問題。

錄取早公布 助詳細考慮
香港大學教務長韋永庚認為，現時內地的高

材生在升學方面的選擇增加，再加上內地院校
收生政策越趨透明，令內地生面對港校及內地
院校時可能會比較掙扎，「不過香港院校較早
公布錄取結果，可以讓內地生作詳細考慮。」
有見並非所有人都可適應香港求學生活，韋

永庚表示，該校亦會透過面試去了解學生性
格，以及看看他們有多掌握香港的求學情況，
「如果同學真的想退學，我們可以幫忙的絕對
會幫，只是有時受到內地政策限制，所以學生
必須重考高考才能再次升讀內地院校。」

內地辦講座 解家長疑難
香港浸會大學教務長蘇國生亦認為，現時內

地高材生選擇多、訊息多，是導致他們擇校時出現「選
擇困難」的主要原因，「作為院校，我們會多點和他們
溝通，但有趣的是，多數我們到內地舉辦入學講座，發
問的大多數都是家長，所以我想家長也要多了解子女的
興趣，並以此作決定，以免學生最終會想退學或轉
系。」蘇國生又指，現時內地院校實力不斷提升，兩地
院校的競爭因此增加，「我想香港的院校長遠也須檢視
一下，是否要擴闊收生範圍，錄取更多其他省市的優秀
學生。」
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亦表示，該校也曾

收過內地考生查詢在港學習的適應及融合等問題，該
校亦就此安排了不少活動，幫助學生適應，例如有為
時約2個星期的迎新活動、設有「來港生組」和「學長
制度」，前者統籌對非本地學生的服務，並有學習輔
導主任，專責協助非本地學生解決學習上及適應上的
問題；後者則由舊生擔任輔導學長協助新生。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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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組早前委托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進行了「內地生在香港」的研究，了解來港讀書

內地生適應校園的情況。研究深入訪問了78名大學生，當
中63人是內地生，15人是本地生，於今年3月發表結果。

目標「永居」資格 長遠發展持觀望
研究指出，高年級內地生畢業後留港發展的意願不

強，近半人雖指畢業會留港升學或就業，但目標主要是
爭取居港7年後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資格，對於長遠留
港發展則抱觀望態度，認為「哪裡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就
會往哪裡去」。
三成人則指畢業後會離港，其他人則未有決定。內地
畢業生主要考慮在香港的就業機會和前景，礙於生活成
本上揚，港人對內地人日趨不友善的態度，進一步削弱
內地生留港的意願。

學粵語成效影響對港態度
研究又顯示，內地生一般半年能聽懂粵語；一年能說
簡單的粵語。內地生對香港的態度、未來職業生活對粵
語的要求和學校對粵語的重視程度均影響內地生學習粵
語的態度和成效。女生掌握粵語較男生快，而文科生較
理工科生學習粵語快。長江以南省份的方言保有古漢語
音韻體系，較貼近粵語，因此來自南方的學生較北方學
生學習粵語的速度快。
在社交方面，研究指出，內地生主要跟同期進校的內地生

交往，只有少數人與本地生能成為好朋友。不過，受文化差
異影響，令雙方「笑點」不同。部分內地生雖然想結識本地
生，但粵語水平或令他們難以打入本地生的社交圈。也有內
地生直言，沒有進入本地生社交圈的意慾。另外，對香港社
會的認同程度沒有影響內地生的自我身份認同。

研究反映，內地生普遍能應付在港讀書的學業壓力，但
依靠獎學金資助的學生和來自商學院的學生壓力較大。來
自偏遠內陸省份的內地生則需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補足本
身較落後的英語水平，尤其是聽說部分。
報告提出7項建議為研究作結（見表），其中包括投放
適度資源推動港畢業生和內地生必須共同創業的計劃，鼓
勵非本地生畢業留港，以及重新檢討和修訂招收內地本科
生的政策目標。

教局：已支援非本地生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本地院校已向非本地學生提供不

同種類的支援服務，包括設立專責辦事處統籌對非本地
生的支援，以及提供宿舍、語言培訓課程、輔導服務
等。當局歡迎該份報告，為政府日後進一步完善這方面
的政策，提供有用的參考。

助內地生融港7項建議
建議：大學應評估適應輔助課程
說明：提高「粵語」和「香港社會」等課

程的實務性，鼓勵內地生參與。
建議：大學應建立幫助內地生解決各類困

難的制度
說明：聘用熟悉內地生及內地的人士出任

支援內地生的工作
建議：大學學系積極協助內地生適應學

習生活
說明：建立學生與教授之間的「導師計

劃」，在學業及情感上給予支援。
建議：鼓勵內地生參與非政府的志願服務
說明：將內地生的非學業表現納入評發獎

學金的準則
建議：讓非本地畢業生了解留港就業相關

政策
說明：加強宣傳
建議：投放適度資源鼓勵非本地生畢業留

港創業
說明：推出鼓勵本地生和內地生共同創業

的計劃
建議：重新檢討招收內地本科生的政策

目標
說明：檢視後修訂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內地生在香港》終期報告

■製表：馮晉研

狀元樂活中大 擇校首慮經濟

■■20092009年雲南理科狀元年雲南理科狀元、、港大醫學院學生李欣港大醫學院學生李欣
認為認為，，只要不為自己設下限制只要不為自己設下限制，，即使全新的環即使全新的環
境亦能十分適應境亦能十分適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于瀟認為于瀟認為，，香港的學術氛圍香港的學術氛圍
鼓勵學生去追求夢想鼓勵學生去追求夢想，，老師和老師和
同學都很友善同學都很友善。。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內地考生家長在南京舉行的港澳高校招生諮詢會上
向某大學招生人員諮詢。 資料圖片

■■中策組研究指中策組研究指，，高年高年
級內地生畢業後留港發級內地生畢業後留港發
展的意願不強展的意願不強。。圖為內圖為內
地生在中大校園地生在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之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