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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求學大灣區入讀中山大學
本港老牌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畢業的陳沅彤，在

2017年中學文憑試（DSE）的成績雖然可以在港升讀
大學，但她心儀的 「神科」法律系卻奈何高不可攀，
又因經濟原因而無法負笈海外，遂決定返回內地升
學。從未離開過香港的她，聽從父母建議選擇到大灣
區求學，原因是較易適應。她投考了廣東第一名校中
山大學，並成功入讀法律學院一圓 「法律夢」。

陳沅彤談在內地讀書感受： 「我在英文學校學習，
說話夾雜了大量英文詞彙，普通話發音很不準。中大
同學老師來自五湖四海，大家都以普通話溝通，開始
時別人也聽不懂我說什麼，經過半年刻苦訓練才學到
一口標準普通話，現在連很多廣東人都以為我的母語
是普通話。」

疫情令陳沅彤兩年沒回家，但她卻有另一番體會。
「過年時，同學邀約我回鄉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

香港人，從未感受到農村濃郁的節日氣氛。」她說，
還有一個得益， 「以前和父母雖然同住但不會每天說
話，現在反而每天視頻增進了感情！」

內地求學有助於灣區求職
陳沅彤去年畢業並通過香港特區政府的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成為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助理研究
員，派駐廣州，月薪逾 1.9 萬港元，當中單位發薪
8000港元、特區政府資助1萬港元、廣東省政府補貼
1000元人民幣，資助期為18個月。她認為以一個文科
畢業生而言，這份工資即使在香港也屬相當高，有不
少香港同學羨慕呢。

「我有幾位中學同學都有申請這份工，但都無成功，
原來這份工是數百人爭一個位！」她認為， 「我能成功
應聘是因為這份工須要提前做研究，要熟悉基本法和 『
一國兩制』，我的法律背景、在廣州生活了四年和對內
地法制的認識都對爭取這份工有相當大幫助。」

陳沅彤知道自己的內地學歷加上香港背景，對在大
灣區求職頗具優勢。今年 12 月，她的工作合約將屆
滿，這期間她認識了很多到大灣區創業的港澳青年，
見到他們都獲兩地政府很多政策扶持和就業機會，她
也打算從這方面發展，未來幾年打算把青春和精力都

投放在大灣區。

內地學歷愈來愈獲得認可
即將經歷 「人生交叉點」的DSE考生，不論將來選

擇在本地、往海外或到內地升學，都會希望能夠掌握
更多資訊。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第31屆教育及職業
博覽，將於7月21日至24日在灣仔會展舉行，往海外
和內地升學的展區一向最受家長及學生關注。

其中將會參展的香島專科學校一直有提供內地升
學諮詢服務，該校校長羅永祥說，近年全港往英國
升學的學生人數，每年維持在逾1.6萬人，但每年回
內地升學的港生人數卻穩步上升，由10年前的1.1萬
升至逾1.6萬人（包括學士、碩士和博士），追近香
港最熱門升學地英國的水平，並有明顯持續上升的
趨勢。

羅永祥續說，隨愈來愈多本港專業團體認可內地
學歷，不少本港大企業變為內地資金主導，特區政府
和本港各大學也承認內地學歷，香港家長和學生近年
都發覺回內地升學會更有好處。當中最受歡迎的課程
是中醫，每年3000名回內地升讀學士學位的港生中，
就有200至300名報讀中醫課程，而西醫、會計、建
築、工程等 「神科」亦相當吸引港生。

據羅永祥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山大學西
醫學院已有約300人考到香港醫生執業資格，暨南大
學約有150人；近年香港會計師公會承認了內地12所
大學的學歷；建築師學會亦承認內地學歷，港生實習
一至兩年並通過執業試便可成為香港建築師；而最大
僱主特區政府亦早已承認內地學歷；回港升讀碩士和
博士亦無難度。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
政長官李家超、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日前出席 「YDC 青年大使計
劃」的活動，與約50位年輕人一起 「繪
畫香港未來」。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體
發文表示，看到年輕人充滿活力和朝
氣，自己也頓感年輕不少，並希望年輕
人為國家和香港努力奮鬥。

李家超昨早在社交媒體發文指，16日
出席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舉辦的 「YDC
青年大使計劃2022」的 「團隊建立訓練
日」，與約 50 位青年大使一
同參與團體拼畫，並指看到年
輕人充滿活力和朝氣，自己也
頓感年輕不少。

李家超寫道，團隊的協作力
量能激發每個人最強的潛力。
他鼓勵青年大使發揮好領袖的
角色，在團隊中各展所長，發
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協同效
應，並希望年輕人為國家和香
港努力奮鬥，實現 「青年建未
來，香港開新篇」。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則表示，
麥美娟前日與李家超出席該青
年大使計劃活動，與青年大使

合力完成一幅展示 「青年建未來 香港
開新篇」的拼貼畫，活動從中讓年輕人
發揮創意及鍛煉團隊合作精神。

在活動期間，麥美娟與青年人交流互
動，感受到他們的活力、創造力及潛
力。局方並引述麥美娟說，青年人是香
港的未來及希望，新一屆政府十分重視
青年發展。民青局將推動更多青年發展
工作，與社會各界攜手培育青年的正向
思維，鼓勵青年人共同為香港和國家建
設更美好的未來。

李家超與年輕人團建 一起「繪畫香港未來」

港生赴內地升學人數穩步上升

走出舒適圈 圓夢大灣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大專院校雖然愈開愈多，但受學生歡

迎的 「神科」 如醫學、法律、建築、會計等卻仍要 「爭崩頭」 。然而決定不在
本地升學的港生，亦不愁無出路。其中選擇內地升學者日益增多，已成大趨
勢，近年人數更與海外留學相若，甚至出現反超。其中，有本港老牌名校中學
畢業生赴大灣區升學後，憑藉內地法律專業知識，更從數百人中脫穎而出奪得
「筍工」 ，留粵發展闖出一片新天地。專家指，值得其他港生借鑒。

高官「一人一字」為考生打氣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將於7月20日放榜，教育局近日發起 「一人
一字勉考生」行動，為考生們送上祝福和鼓勵。政務
司副司長卓永興、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在社交媒體
發文，分別送上「芳」字和「信」字；商經局局長丘應樺日
前就以一個「思」字，鼓勵應屆考生要 「慎思明辨」。

卓永興在帖文說，為考生送上 「芳」字，表示有美
好的意思，青春又稱 「芳華」，就是因為青春是人生
中最美好的時光，而同學們朝氣四溢、英姿勃發，正
處於人生的花季，他日回首，令人回味。他希望考生
不論文憑試成績如何，都要在人生路上奮勇前衝。

甯漢豪特意揀選一個 「信」字送給所有DSE考生。
她表示，考生不論繼續升學或進修、投身職場或創
業，都要給自己多點信心，認為向標杆直跑，一定
可以讓人生發光發熱。

丘應樺就以一個 「思」字鼓勵應屆考生， 「思」有
「思考」、 「構思」、 「心思」等含意。無論什麼情

況， 「慎思」都是非常重要。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讀書固然重要，但學習過程中，都要多
加思考，明白道理。他勉勵考生只要 「慎思明辨」，

學以致用，無論考試成績如何，將來必成大器。

20分或以上「穩陣」讀八大
另外，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昨日表示，今年

DSE考生減少，海外升學人數增加，參與聯招人數減
少。據去年成績推算，五科有20分或以上 「穩陣」
入讀本地八間大學，情況與去年一樣。他同時預計，
今年取得17分至19分的學生，亦有機會入讀八大。

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第
31屆教育及職業博覽，將於
今年7月21至24日在灣仔會
展舉行，其中一個參展商是香
島專科學校，該校校長羅永祥
介紹內地升學最新情況。

記者 李銘欣攝陳沅彤去年於廣州中山大學法律學院畢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以一個「思」字鼓勵應
屆考生「慎思明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社交媒體圖片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為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送上 「信」
字。 發展局社交媒體圖片

圖為李家超與年輕人自拍合照。 李家超社交媒體圖片
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年輕人攜手繪畫，希望大家可以一

起建設香港未來。 李家超社交媒體圖片

香港中學文憑試將於20日放
榜，受疫情影響，不少學生擔
心實際成績與預期有落差，影

響學業和前途，難免有壓力。其實，本港學生升學
出路向來多元，除留港或負笈海外，到內地尤其是
近在 「家門口」 的大灣區城市升學發展、成長成
才，正是優質選項之一。港府應更重視青年工作，
提供助力支援港青赴灣區內地城市升學、就業、生
活，為他們 「向上流」 創造更多機會、更好條件。
青年本身也要抱持積極、正向的態度，開闊視野，
放眼大灣區，看到機遇和前景所在，將時間、精
力、才智放在確立個人優勢及提升競爭力上，將個
人命運與香港和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不斷奮鬥，
前路必是康莊大道。

習近平主席七一在香港發表的重要講話，特別提
到要關心關愛青年人，指出 「青年興，則香港興；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
來。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
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要幫助廣大青年解
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
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 確實，學業、就業、
創業、置業是青年成長發展都會遇到的問題，需要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切實解決；要搭建
更廣闊的發展平台，讓青年人的出路越走越寬廣，
實現夢想。

大灣區正是港青發展的理想之地。單就升學而
言，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的建設布局，讓港生
更易習慣在兩地生活及就業；內地高等院校的學科

專業門類齊全，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建校也
不斷湧現，更為學生提供了更多元的升學途徑，有
助於個人成長成才。而且，各方提供的各式各樣的
獎助學金，加之學習及生活費用合理等，增加了港
生到內地升學的誘因。

資料顯示，近年香港中學畢業生內地升學報名人
數在不斷增加，2022年報名人數達13190人，其中
經文憑試招生報名的確認人數為4890人，佔參加文
憑試考生人數的 9.76%。報名人數及第一志願相對
集中在灣區內地城市高校。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認
識到大灣區整體發展前景和優勢，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學習、就業、創業、生活。 「跨過深圳河，前景
更廣闊」 、 「我們都是灣區人」 ，成為在內地港青
的心聲，而事實也是如此。

港青超越香港一地看問題，有大視野，懷大志
向、擁大格局，就有更多出路可選。大灣區發展勢
頭強勁機遇良多，足可成為港青大展身手、發揮潛
能的廣闊天地。內地出台惠港青年八條等便利措
施，特區政府亦投入大量資源，推出不同形式的內
地學習交流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及創業資助計劃
等，為港青在大灣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港青擁有
許多優勢，例如具備國際視野，有優質的教育基
礎，對世界潮流觸覺敏銳，只要敢闖敢試，多走走
看看大灣區，發掘當中的機遇，覓得符合自己興趣
能力的機會，則無論是在香港發展，還是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闖蕩，相信港青能在更廣闊的天地，更好
找準自身定位，發揮特長，實現人生夢想，與大灣
區共創美好未來。

放眼大灣區 港青天地闊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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