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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校招收內地生以及港

生北上求學，是兩地人才培育與

交流的重要途徑。隨着國家近年飛速發

展，加上內地升學渠道不斷增加和完善，包括多所內地大學

自主招港生，及2012年推出文憑試招生計劃直接以香港文憑試

成績報讀逾120所內地高校等，都令內地升學的港生明顯增加，去

年香港便有近2,000名中六畢業生選擇到內地讀書，過去10年間人

數增逾一倍，已成為港生離港升學的最熱門選擇。

有內地升學專家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這些年來內地學歷

日益受重視，於不少行業而言均有優勢；另有曾到北京大學升學的

中學教師，向香港文匯報講述其赴內地升學的原因與見聞，以及

畢業後回港作育英才，親身見證港生對內地升學的認知與意慾

愈見增加。兩人一致認為，國家「十四五」規劃出爐，大

灣區發展機遇處處，企業對聘用有內地經歷的港生需

求必定有增無減，前景令人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內地升學專家、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
永祥2002年開始協助推

進港生到內地升學，他認
為，學歷認可在過去一直是香

港社會對內地升學的主要考量，
「其實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雖然沒有作正式公布，但當時港英政府

內部其實有大約36間內地知名院校的列
表，理論上是認可的，但基本上沒太多人知

詳情……而且36間始終是小數目，只涵蓋最頂
尖的名校」。雖說不至於「完全不認可」，但羅永祥坦

言，昔日確實存在一些內地高學歷人士，在港難以覓
得如意工作的情況。

金融等行業 內地學歷是優勢
「回歸後（認可情況）還未算完全解決，但已見到有逐步改善，

隨社會變化，中資機構在香港的影響力逐步提升，其他僱主也多了
認識，對具有內地學歷的人才需求相應增加。」羅永祥指，時至今
日，具內地學歷、會講普通話的畢業生在不少行業中已經被視作優
勢，「金融業是一個明顯例子，現在賺到錢、能做主、有影響力
的，好多都有內地學習及生活經歷。」他舉例，港交所前行政總
裁李小加本身是廈門大學外文學院畢業，「現在金融界想要做得
好，就要有內地網絡，熟悉內地行情，不論是外資還是中資大
行，不少負責任都會有內地學歷。」
羅永祥提到，包括中醫、建築、教師等專業，內地學歷與資

歷也較容易銜接和承認，「專業資格銜接得最好的是建築行
業，由於中國在2008年通過坎培拉協定，與多個世界主要國家
互認建築專業學歷……學歷認可後，往後考牌就相對簡單。」中
醫方面，不論在內地還是本地就讀學士學位，都同樣需要參與公
開的執業考試，所以是一視同仁的。

內地師範 返港過學評可申教席
他說，按香港現有制度，所有非本地學歷都可呈交學術及職業資
歷評審局作評審，「過去十年數據顯示，持內地學士學位人士到學
評局申請評審，通過率都超過95%，水平基本獲得香港極高度認
可。」他提到，在內地讀完師範的畢業生，可申請回港教書的，
「在內地取得教育學學士學位，回來做學術評審，可獲評等於本地
榮譽教育學士學位，便符合資格申請教席」，尤其香港近年教師人
手需求增加，是一條好出路。
羅永祥認為，回歸以來內地學歷在香港確實逐步受重視，但一些
專業資歷如醫護、工程等，仍有不少可改善和關注的地方，「未來
應該如何培養出愛國精英，於各個崗位都能夠發揮出重要作用，這
也許是長遠需要思考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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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港中六生赴內地讀大學增逾倍

200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曾曉靜，以會考5A佳績入
讀北大，畢業後她回港成為中學教師，現為天水圍香島中
學教務主任，一直有與學生分享及傳承內地求學體驗。她憶
述，北大是2004年開始在港設自主招生計劃，「會考4A或以
上有面試機會，我算是第二屆」，那時候港生內地升學資訊不
算完備，「我當時因為中學老師覺得適合，鼓勵我嘗試」，
她認為因當時計劃以吸納成績較佳學生為主，可選擇的
院校難比現在，整體社會對內地升學的討論未算太熱
烈。
雖然如此，曾曉靜經仔細考慮後，還是覺得應該一試，
「我本身對中文很有興趣，北大是頂尖名校，中文系更是經
典的學系，老師們學養非常豐富，而且整個學習氛圍很濃厚，
希望自己能去沉浸一下。」

昔重吸納精英 可選院校較少
另一方面，那時香港中學要讀7年，往內地升學可提早一年入大
學，換來多一年大學生活，「而且各省市狀元、內地精英以至世界
各地留學生都會去北大就學，認識更多人才，對自己擴闊眼界和認
識世界格局，是很有幫助的」，再加上當時有獎學金支持，更讓她
立下決心到內地闖闖。
在北大讀書4年間，曾曉靜到過內地不同省市遊歷，校內更是
尖子匯聚，深深體會到何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畢業後她
回港成為中文科教師，從另一個角度見證港生到內地升學的發
展趨勢，「在我教書的這些年間，我感覺到（內地升學）慢慢
從少數變成多數，近年更成為最熱門的升學地點。」

今選擇豐富 專業創業路路通
去年她擔任中六級班主任，就有不少學生選擇到內地升學，
「他們目標很明確，希望透過內地升學配合個人發展」，例如
有學生到北大讀國際關係，同濟大學讀建築，「也有同學自己去
報考北京體育學院，另有同學為實現創業夢，選擇到南開大學讀
工商管理。」曾曉靜形容，近年內地升學選擇愈來愈多，適合對未
來發展目標清晰的學生，而且香港部分學系收生要求較高，「某些
情況下同學在港無法讀到心儀學科，內地院校會是一個好選擇」，
例如金融、中醫等均是熱門學科。
曾曉靜提到，今時今日港生對內地學府的認知比以往增加，「教
育局、學友社、升學講座等都有相關指南，每間院校的基本收生要
求、熱門學科種類、過去幾年錄取港生情況等，同學都可輕易取得
資訊。」身為過來人，曾曉靜認為香港和內地都很需要熟知兩地情
況的人才，港生到內地升學能有效裝備自己，幫助了解國情，擴闊
眼光，於當地建立人脈，是個人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回歸25年來的另一項趨勢，是內地升學港生人數持續增長。羅永祥引述國
家教育部2020年的數字顯示，連同本科及研究院，共有超過1.6萬名港生在
內地高校就讀，充分反映內地已是港生考慮出外升學的熱門選擇。惟他同
時提到，現時內地升學的港生中，大多是本身家庭有內地背景，成績特別
好的尖子生亦相對較少，「不能只滿足於人數，要爭取不同的學生群體，
包括長遠如何推動更多尖子到內地讀書，對香港未來發展定有好處。」
羅永祥說，雖然香港中學畢業生按年減少，大學入學率逐年增加，

「有些人可能以為這樣就沒人想出外讀書，但事實並非如此。」他解
釋，目前香港本地大學入學率雖高，但真正讀到心儀或熱門學科學生
始終不多，「一些需要高分的『神科』，不是學生想讀就有得讀」，因
此離港升學需求一直存在。而內地求學一大優勢在於費用相宜，
「內地學費相對便宜，再加上特區政府有資助，近年又有更多
獎助金等，開支實在不高」，惟他同時指，目前選擇到內地
升學的港生，好一部分是本身家庭有內地背景，「如在內
地生活過，對內地大學認識得多，當然較容易嚮往，亦
較易適應內地學習模式。」

讓學生知道內地學習有助個人事業
此外，內地升學的港生當中，固然有名校生，也
有文憑試尖子，但羅永祥坦言，這些例子始終屬少
數。他期望有關方面未來進一步增加獎助金，目
標是推動更多港生特別是尖子生到內地讀書，同
時亦要在宣傳方面多下工夫，讓學生清楚知道，
內地學習經歷有助個人事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國家飛速發展 掀北上升學熱

與全國學霸比拚
建多元人際網絡

曾曉靜會考成績雖佳，但要適應北大頂尖的教學水平，初期確實花了不
少時間及心力。尤其北大雲集全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尖子精英，見識過
內地「學霸」實力，曾曉靜坦言確實受到衝擊，但回過頭看，認為
這亦有助於個人成長，而內地升學亦有助她建立不同層面的人際網
絡，至今仍然受用。
「北大是內地頂尖著名學府，教學水平、同學水平都是最高的，

因此剛開始時的確比較辛苦。」她笑言，自己在港讀書算是相對輕
鬆，會考5A2B2C成績已是相當高的水平，「但內地一年高考生上千
萬人計，北大的同學們可說是各省市的『狀元級』人才，他們的學識
很豐富，看很多書。」
曾曉靜記得，在北大每學期大約讀6科至7科必修科，而考試期一

般約一個星期，「要在一周內溫完所有主修科，然後考試，那段時
間的確覺得很難捱」，而且努力過後亦不見得會有「預期收
穫」，「名次最後可能都只是中下游，因為厲害的同學實在太
多了」，雖然如此，曾曉靜認為這有助自己更虛心地向他
人學習。
她又分享，北大不單雲集內地各省市精英，亦有不少

海外生到來留學，容易建立不同層面的人際網絡。與
此同時，由於當年升讀北大的港生只有約20人，彼
此關係較緊密，而各人學系不一，也結交了不同領
域的好友，「同學們畢業後既有做老師，亦有人成
為公務員，從事新聞行業等」，透過跟他們定期
交流聯絡，有助自己了解不同工作領域的最新發
展情況。她特別提到，自己亦有幾個身處內地、
新加坡的教師朋友，從他們口中也可了解各地的
教學制度及教學法，對自身也有得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推動尖子北上升學
長遠更利好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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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畢業後，，曾曉靜回港成為曾曉靜回港成為
中文科教師中文科教師，，從另一個角度從另一個角度
見證港生到內地升學的發展見證港生到內地升學的發展
趨勢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羅 永 祥 認羅 永 祥 認
為為，，香港回歸香港回歸
2525年來年來，，確實確實
令內地學歷逐令內地學歷逐
步受到重視步受到重視。。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曾曉靜認
為，到內地升學有
助認識更多人才。圖
為受訪者畢業照。

受訪者供圖

◆圖為曾曉
靜與北大中文系
教授張鳴合照。

受訪者供圖

◆圖為曾曉
靜於木蘭圍場，
與法國及俄羅斯留
學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

◆◆羅永祥多年來協助推進香港學生羅永祥多年來協助推進香港學生
到內地升學的工作到內地升學的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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