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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還是故鄉圓
中國留學生多願學成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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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是加拿大頂尖商科研究生學院，

完成羅特曼課程是加拿大年輕人創一番事業的創業入場
券。學院內有多達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中國，但無論從短期或長
遠的角度來看，很多中國留學生不考慮留在加拿大發展，反而認
為中國才是最能證明自己價值的地方，並且為他們提供無窮機
遇。他們認為在中國生活愈來愈多姿多彩，不但日常吃喝玩樂多
元化，還有先進基建提供的舒適生活勝過北美洲。中國資本及消
費者市場所衍生的機會，更是加拿大望塵莫及的。

冀返國與家人團聚
加拿大全國性報章《環球郵報》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

85%中國留學生認為中國的經濟穩定性和增長形勢最好，前景遠
勝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展望未來5至20年，他們有近半肯定以
中國為首選居住地。中國留學生普遍認為中國不斷向前邁進，不
單經濟起飛推動工資上升，連帶空氣和食水的質量亦見改善。這
個意向趨勢亦在美國出現，在2001年，91.4%的中國博士生打算
留在美國發展。到2019年，計劃留在美國的比率已降至79.3%。
其餘準備返回中國。
2017年入讀羅特曼管理學院的畢業生John最近回國，首次遊

覽蘇州，他覺得蘇州的發達程度已經超越多倫多。John在河北省
石家莊長大，立志要進入最佳學府就讀。他說：「我夢想考進中
國頂尖工商大學攻讀，但因競爭激烈恐難考得上，故索性去加拿
大讀中學第11班。」
另一名畢業生李澤凱（譯音）亦表示自畢業那天起，就想返回中國

與家人團聚。她覺得自己仍與中國存着緊密聯繫，例如每天仍吃中國
食品。不過，她知道中國國內培養了很多精英，擔心自己不及他們有
更多當地的經驗及聯繫，較難賺取現今若在加拿大工作可得的薪酬。
她解釋說：「我可以預計未來10至12年留在加拿大是如何生活，但
中國的前景卻能令我振奮，我現在已經加緊與在美加的中國留學生組
織接觸，協助我盡快實現回國過新生活的美夢。」

冀證個人價值 寧棄永居權
較李澤凱早一年在加拿大畢業的Simon，已經返回中國發展。
他原本已在加拿大找到一份足可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工作，但這未
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可以估計留在加拿大發展20年的收益，並指
無疑在加拿大工作的起薪點較高，但只有中國才可帶來更美好的

前景。他說：「最重要一點是我不能在加拿大證明自己的價值，
反之中國人口和經濟規模遠超加拿大，我覺得自己可以在中國對
這個世界產生較大影響力。」
部分負笈外國的中國留學生知道單憑外國大學學位已經

不足以在國內高人一等。剛畢業的Crystal早知有必要在
加拿大積聚實際工作經驗，作為將來回國找工作的有力
本錢。她在畢業後立即申請3年工作簽證，務求汲取
有用的工作經驗。
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的中國留學生Emily認為，一個

人選擇在何地居住與本身價值觀有密切關係。她指
出中國經濟發展急速，尤其是公共運輸及資訊科
技服務更為先進，帶來不少方便。不過，她感到
在中國工作的競爭很大，特別是科技部門從業員
需要日以繼夜工作，但在加拿大卻可以在作息
上較易取得平衡。

難融入加國文化 難競爭阻晉升
Katrina早在14歲移居加拿大，至今已在

當地生活了近12年，但在日常生活上，她有
很多方面仍與中國存着連繫，好像從未離開
中國。舉例來說，她沒有注意加拿大的新
聞或娛樂消息，對Netflix提供的娛樂不大
有興趣。她的資訊來源幾乎100%來自中國
媒體，好像微博、百度旗下愛奇藝影音項
目及抖音短視頻。Katrina坦承無法融入加
拿大當地的生活模式，不懂得與土生土長
同事閒談他們的興趣或嗜好，直接影響其
晉升機會。她說：「在加拿大工作，我
知道自己的最大弱點是與其他同事有
着距離，無法與他們混為一體。了
解加拿大的文化和建立聯繫是很
重要，缺乏這種軟技巧很難與土
生加拿大人競爭，但對我們並
非自幼在當地長大的人來說，
這是一大難題。」

加拿大是繼美國及澳洲之後的世界第3大留學目的地，去年調查顯示加拿大共有64.2萬名國際學生，中國

留學生佔了其中22%，總數超過15.1萬名，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無意扎根加拿大，希望在學成後返回中國

大展抱負。在中國留學生心目中，中國才是他們真正的家園和樂土，蘊藏着濃烈的歸屬感、聯繫性、現代化

和事業爆發力量，不少中國留學生僅把加拿大視作取得學歷資格和提高語言能力的地方，至於實際生活方

面，有些留學生甚至形容加拿大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留學，向來是不少學子的
夢想，但親身經歷過後，不少中國留學生發現異國他鄉的種種
問題，生活並非如想像中完美，無論發展前景還是生活文化，
始終不及成長的那片天空，或許家鄉的月亮，才是最圓的。

英國過往一直是外國學生的熱門留學地
點，但英國政府在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初期

採取佛系抗疫，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令大量
留學生放棄選擇到英國留學。此外，當地學校尤

其一些精英學府屢次爆出性侵醜聞，反映惡劣對待女
性的文化根深柢固，加上許多亞洲學生在疫下受到歧

視，導致不少中國的家長不再讓子女在英國深造，對當地院
校的財政收入造成沉重打擊。

1.6萬受害人網站留言
英國院校歧視女性的文化由來已久，曾在白金漢郡Wycombe Abbey

School就讀的女學生薩拉，今年初在社交媒體建立名為「Everyone's Invit-
ed」的網站，呼籲受害人講述在英國校園內遭遇強姦和性騷擾的事件，結果
竟有多達1.6萬人留言，當中不少學生都是來自頂尖的中學和大學。薩拉表
示：「發起這項行動並非希望公開點名羞辱某些人或學校，而是旨在揭露存
在於所有學校裏的文化，顯示學校的架構和制度必須作出改革。我們不希望
家長因此不讓子女入讀這些學校。」
除了性侵文化外，英國控疫不力亦令許多外國學生卻步。任職教育顧問的

亨利．江指出，在過去20年，愈來愈多來自中國的家長送子女到英國留
學，不少學生都是入讀公立學校。然而在過去多月來，疫情令中國留學生人
數大減，自己的教育顧問公司生意額亦大跌，「中國家長最關注子女安全，
自爆疫以來，家長和學生都擔心到英國，不少在英留學的中國學生亦已回
國。」

亞裔防疫竟遭歧視
亨利．江還稱，部分英國學生對採取防疫措施的亞洲學生持惡意
態度，亦打擊了英國學校的聲譽。他指出在疫情初期，中國人
家庭立即遵從防疫指引，並敦促子女佩戴口罩，而當時英國
民眾普遍未有戴口罩，「教師並沒有反對中國學生戴口
罩，但同學卻充滿敵意，「他們告訴戴罩的學生，若覺
得不適或生病，便應留在家中或返回自己國家。」亨利
．江同時認為，不少中國人家庭在社交媒體留言，表
示憂慮英國學校性騷擾問題，令不少父母決定暫時不
讓孩子到英國留學。
代表英國 1,377 間私立學校的獨立學校理事會

（ISC）發表最新年度統計，顯示今年一月共有2.46萬
名非本地學生，按年大減15%，當中來自中國的學生逾
6,000人，按年更大跌近27%。ISC主席萊農表示，對於
一些規模較小的學校，留學生減少嚴重影響收入，「今年
對部分學校的財政而言是極差的一年，今年9月開始的新學
年可能更惡劣。」

有教育界人士表示，其他國家的學校提供更廣泛的高等
教育課程，進一步加劇英國學校的學生流失情況，例如德
國、荷蘭以至北歐國家，均紛紛提供學費相宜，並以英語
授課的學位課程，英國傳統頂尖學府雖然仍具優勢，但優
勢正開始減退。

美國政府將於今年秋季放寬對中國學生的入境限制，中
國學生約佔美國留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過去一年，中國
學生在美國留學人數明顯下降，美國放寬中國學生入境，
對於經濟收入受疫情嚴重影響的美國大學是好消息。
根據美國政府最新數據，去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約有
38.25萬名，較2019年減少超過9萬人。受新冠疫情影響，
美國自去年1月對中國實施入境限制。在美國限制放寬
後，中國學生可以憑借有效學生簽證，最早在開學前30天
抵達美國。
隨着中美關係在特朗普時代加速轉差，中國留學生去年
出國目的地出現顯著變化，英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中國
留學生的首選。

澳洲一直是中國學生的熱門留學地，但隨着澳洲因新冠疫情持續封關及
中澳關係日趨惡化，教育諮詢機構建議中國學生考慮選擇其他留學地點如
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確保能夠順利在2022年出國繼續學業。假如澳洲未
能及時重開邊境，將可能喪失長期作為國際學生中心的地位。
國際教育諮詢機構Navitas最近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學生仍然對留學澳

洲感到興趣，但澳洲堅守嚴厲防疫邊境政策，加上中澳外交和貿易關係沒
有改善跡象，留學生有必要改選其他極可能在下半年重開邊境給國際學生
的國家。報告建議中國學生及家長深思熟慮，因為他們等待澳洲開放邊
境，可能導致他們耗費更長時間在安排入學、簽證和航班。
這個報告顯示，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積極重開邊界，而且有望迅速從疫

症大流行的影響中恢復過來，較適合中國學生選為留學地點。直至目前，
中國及澳洲對何時開放邊境仍持非常審慎態度。
僅得20%的中國中介教育機構預期，中國留學生能夠在2022年上半年

前往澳洲升學。據悉，許多代理商已經取消其在澳洲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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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大減9萬
美今秋放寬入境

雙邊關係無改善跡象
學生改他國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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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有學生在校園示威，抗議性侵文化。
網上圖片

多數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多數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

●●親身經歷過後親身經歷過後，，
不少留學生發現在不少留學生發現在
他鄉生活及就業問他鄉生活及就業問
題多多題多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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