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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拚發展
留學篇②

發展空間廣闊
留學首選香港

國際教育樞紐 中西文化薈萃

剛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
士課程的侯嘉怡，是一名來自西安的港漂生，畢
業於湖南省長沙市中南大學外語系。

為何選擇來香港深造而非英、美、澳等國
家？侯嘉怡表示，香港中西文化薈萃，有獨特的
優勢和多元化的國際視野，背靠祖國離家不遠，
又可以換一種學習模式，而中文大學的傳媒專業
很不錯，非常具吸引力。 「上大學時，我有很多
活動和經歷都與傳媒相關，實習也是與傳媒相關
的行業，對企業傳播很有興趣，剛畢業即報讀中
大的課程，手續約2、3個月就辦妥了，整體上挺
順利的。」

「香港校園生活多姿多彩」
侯嘉怡讀的是一年學制的授課型碩士課程，

年學費約16萬多港元，她表示： 「因從沒考慮過
去外國留學，所以也沒有具體研究和比較外國的
大學，而外國的碩士課程通常都是1年半或2年
的，學費比讀1年要貴不少。」

作為港漂生，侯嘉怡好快就適應了香港的生
活節奏，並和周圍的人熟了起來，漸漸聽懂了廣
東話，發現香港的文化好有特色，只要真誠地和
周圍的人相處，其實大家都很開放和包容，沒有
遇到什麼大的困難。 「整體來講，無論求學、生
活都很舒服，挺滿意的。」

最令她出乎意料的是，原以為課程結束就完
了，想不到精彩的校園生活才開始， 「一年來，
學院給了我很多機會，參與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包括不少論壇和志願者活動，好豐富，校園生活
真是多姿多彩！」

特區政府對留學生提供了不少方便的服務措
施，比如畢業後申請工作簽證等， 「這些措施非
常有助吸引人才留港」 。她表示，正等待學校成
績單申請工作簽證，暫時在一家公關公司兼職負
責代理時尚潮流的業務， 「公司只有我是內地
人，但大家對我挺照顧的，對我很好。」

「我對fashion相關的業務挺感興趣，未來主
要想在公關行業發展，想多點在實踐性比較強的

公司，多積攢經驗，具體的還
在考慮」 。

較外國或新加坡更有吸引力
鐵定心留港發展的侯嘉怡表示，即使外國或

新加坡等有同樣感興趣的公司聘請，都會選擇
留港發展，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想好了
學成後留港發展，基本上只考慮在香港找工
作。」

對於如何進一步提升本港的國際教育樞紐地
位，她認為香港可再增加多一些對外合作的項
目，比如與外國的學校、公司、組織等有更多的
合作交流， 「這方面的資源再多挖掘一下，這樣
更能發揮香港的優勢。」

她表示身邊有約10名同學在港修讀不同的碩
士課程，不少同學都打算將來留港發展。 「這一
年來，我的體驗真的很好，如果大家的想法和我
比較相近的話，留學香港不但是一種考慮，更是
好的選擇，非常值得。」

來自河南省的李玉曼去
年在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博

士課程畢業後，通過 「高才通計劃」 獲批留港，
並在去年9月加入香港一家科技創業平台，從事創
投工作。來港學習和工作5年的她，深深體會到香

港獨特的國際地位和視野，大力發展建設國際創
科中心，發展產學研，無論是來港學習或畢業後
就業，機會處處， 「我非常喜愛香港，我的人生
在香港有無限的可能性」 。

作為一名已落地生根的港漂女博士，如何更
好地建立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發揮更好
作用，她以自身經驗和就業有以下建議和希望：

1.加強產業和學術界合作：建立更緊密的合
作關係，促進學術交流和研究合作。與本地和國

際企業合作，推動產學研結
合，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

2.強化學生支援服務：為國際學生
提供全方位的支援服務，包括簽證辦

理、住宿安排、文化適應等。積極推動國際學生

交流活動，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
3.提供多語言教育：鼓勵多語言教育，包括

英語、普通話和其他主要語言。這將有助吸引更
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並提高國際化程度。

4.推動創新和創業教育：加強創新和創業教
育，提供創業培訓、孵化器和資金支持，幫助學
生將創意轉化為商業機會。

5.擴大國際交流和合作項目：積極參與國際
教育交流活動，與其他國際教育樞紐建立合作項
目，吸引國際學生和學者到香港交流學習。

6.加強科學研究支援與創新環境：提供更多
的研究經費和實驗設施，並支持教職員從事前沿
科學研究。鼓勵智慧財產權保護，促進科技創
新。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女博士：倡加強與國際交流合作
發揮優勢

據今年5月最新
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

（THE）年輕大學排名顯示，現時世界
領先的年輕研究型大學，約有一半來自
亞洲。其中，前10名中就有三所大學
來自香港，當中最高位為排名第3的香
港科技大學，另有排名第4的香港城市
大學和第7的香港理工大學，以上三所
大學自2022年至今，連續3年入榜全球
十大年輕大學。

2024年THE年輕大學排名展示了
建校50年或以下的頂尖高校排名情
況。其中，榜上亞洲大學數量在五年內
幾乎翻了一倍，從2020年的165所，攀
升至今年的327所，所佔比例亦由2020
年的40%上升至今年49%。

3所香港的大學，自2022年已連續
3年入榜（THE）年輕大學排名前十名
內，其中的城市大學排名更由2022年
的第十名，躍升至今年的第4位。本次
排行榜中，連續第2年位居榜首的是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該大學成立於
1991年，在2024年THE世界大學排名
中名列前茅，位於第32位。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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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嘉怡表示，過去一年在
港的大學生活，令她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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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五大學
連續3年打入世界前列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

年份:
2022年: 大學

港大
中大
科大
理大
城大

排名

30
49
66
91
151

全日制
學生

18037人
18478人
10147人
21979人
9506人

國際生
佔比
43%
25%
31%
29%
56%

年份:
2023年:

大學
港大
中大
科大
理大
城大

排名
31
45
58
79
99

全日制學生
18087人
18468人
9864人
19046人
9099人

國際生佔比
43%
21%
32%
30%
62%

年份:
2024年:

大學
港大
中大
科大
城大
理大

排名
35
53
64
82
87

全日制學生
18103人
18290人
9794人
9076人
20034人

國際生佔比
43%
25%
30%
6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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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與留學生接觸、從
事教育工作近10年的思源教

育創辦人林栢勤（見圖）表示，以其觀察今年內
地留學生較去年增加約兩成。他解釋，因為香港
的中學文憑試（DSE）有國際認受性，升學亦有
更多元選擇，銜接本地大專或外國大學會相對較
容易。另外，他又指本港就業方面亦有較多元選
擇，而內地大部分學生就業都要有研究生以上，

甚至博士生的資歷才能找到好工作，但香港一般
學士學歷已足夠。

倡政府協助留學生適應
林栢勤又提到留學生最主要需要適應的是語

言問題，始終香港主要以廣東話及英語作教學，
尤其是英語水平方面，而內地生較本地學生可能
較為 「輸蝕」 ，需要額外時間及溫習技巧，以令

他們在短時間內能提升英
語水平。

他建議可試行 「影子計
劃」 ，特區政府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聯繫學校
與私營教育中心互補專業。他又補充打造 「留學
香港」 品牌，不但有助於香港建立國際專上教育
樞紐，同時亦可吸引學生的家長透過高才通等計
劃到香港，增加學生畢業後可留港發展的機會。

學生來港留學 升學就業選擇多
大受歡迎

▲香港院校的科研能力，獲得世界各大大學排
行榜的認可。

掃一掃有片睇

香港要拚經濟、拚發展，人才培育是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香港是世界唯一擁有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讚許香港高等教育有獨特優勢。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會
把握機遇打造 「留學香港」 品牌，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有來港五年的港漂博
士生希望香港在加強產學研基礎上，增加和擴大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項目，提供
更多的實習和就業機會，幫助學生融入社會，提升留學地位。

「這一年來的學習和經歷真是很精彩，很正！當初我考慮留學時，早就想好了，只
考慮香港，以後就留港發展，其他國家和地區都不考慮。」 港漂生侯嘉怡興奮地說。

港
漂：

【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為促進來港
高才通人才更好地發展及融入，由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香港Ｘ科技創
業平台、科創中國大灣區青年百人會主辦的
「城大HK Tech 300高才通人才對接專場」 活
動於昨日舉行，活動邀請來自城大教授帶來的
20組創業項目，吸引約70位高才參加，在生物
和健康科技，電子、人工智能及智能系統等三
個領域為企業及高才通提供配對，用於互相招
攬人才及尋找合作。有高才指活動有助拓寬交
際和視野，亦有高才攜非塑餐具冀尋找合作夥
伴。

城大HK Tech 300高才通人才對接專場
活動，邀請了來自城大各個教授團隊領導的20
組創業項目，吸引約70位高才通人才在生物和
健康科技，電子、人工智能及智能系統，新能
源、新材料及可持續性技術三個領域與各個創業
項目互相配對、尋找合作機會等，成功配對的

高才及創業項目獲主辦方頒發合作意向書。
城大高級副校長楊夢甦在致辭時表示，對

於科技強國來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人才
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相信今次活動
匯聚了資源和動力，能夠 「有非常強大的火
花」 。他又指，科研團隊要嘗試產業化，是非
常漫長且困難的過程，當中有很大風險，因此
需要具有產業化、商業化能力的人才助力一同
向前。

高才：活動有助擴寬人脈
立法會議員、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

會會長尚海龍致辭時指，高才通人才來港，為
香港帶來了許多新思維，而城市大學亦有諸多
研發成果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認為該活動是新
質生產力 「特別生動的一個體現」 。早前有消
息指一名高才通人士為促成子女插班疑想向學
校送紅包，尚海龍提醒在場參加活動的高才通

人士，要了解香港法規，認真遵守香港的廉政
要求，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參加活動的高才通人才孔智霖參加了新能
源、新材料及可持續性技術的配對活動，他於去
年10月申請高才通，很快獲批，隨後於12月赴
港；他帶來了一套由大豆等材料製成的非塑料餐
具，希望在活動中尋找到有意向的合作夥伴，一
同創業。孔智霖指，自己來自廣東，對香港文化
有一定了解，且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亦提供了許
多幫助，認為融入香港並沒有太大困難。

前來尋找合作方的袁小姐則認為活動帶來
了很特別的體驗，她認為可了解到不少有意義
的項目，擴寬自身人脈，亦認識到不同大學實
驗室的研究成果， 「我覺得（活動）挺有意義
的。」 從事IT業工作的潘先生表示，自己希望
通過活動了解人工智能及智能系統方面的信
息，他認為活動收穫頗多，了解到了香港本地
的企業情況及創業環境。

城大辦高才通人才對接專場 助企業配對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去年中學文憑試的4名
考生，向私隱公署投訴，指考評局自去年起不再向中學文
憑試（DSE）考生提供所申請查閱資料的實體複本，改以
透過電郵提供密碼及連結供申請人自行下載，並將每科覆
核成績的收費由400元下調至380元，質疑 「買卷」 費下調
不足夠。私隱公署昨日（6日）發表調查結果，裁定投訴不
成立。

4名投訴人質疑考評局過度收取查閱評分紀錄及試卷費
用，違反《私隱條例》第28（3）條，資料使用者為依從查
閱資料要求而徵收的費用不得超乎適度。私隱專員鍾麗玲
經調查後表示，考評局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徵收的費用
均低於其直接有關及必需的成本，包括員工薪酬開支、電
腦操作時間費及其他開支。

至於有考生質疑2012至2022年間不發放電子複本從而
收取實體複本費用，鍾麗玲則指，根據考評局所提供的資
料，考評局於2012至2022年期間，只能以實體複本形式提
供相關資料，因此相關收費亦沒有違反《私隱條例》。

DSE生投訴查卷太貴
私隱署裁投訴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