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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港生內地升學熱
度上升。天水圍香

島中學的學生柯展翔經
校長推薦計劃，獲得內
地頂尖名校清華大學的

錄取。在本次DSE中，柯展翔考獲了一科
「5*」 、三科 「5」 及兩科 「4」 。他表
示，希望以後能就讀航空航天或IT相關專
業，亦認為自己作為港生前往內地就學，
很有意義，考慮畢業後回港或於大灣區內
地城市工作。

為何選擇清華大學？柯展翔說道，除了
學術上的頂尖水平，自己更是被學校 「自強
不息，厚德載物」 的校訓深深吸引。 「作為
香港的青年到底要如何自強？厚德載物的
『德』 到底是什麼樣？」 他希望身臨其境，
在清華校園中體會國家在漫長發展歷程中沉
澱下來的文化及精神。

國家大力發展方向
柯展翔的爸爸從事航空維修相關工作，

在耳濡目染之下，柯展翔亦對航天的學問知
識有所了解，平時會去父親的公司參觀學
習，且對國家航空領域的前沿發展了然於
心，如自主研發的C919等。除此之外，在
中學階段，他也自學編程語言，了解AI相關
學術研究。

他所做的這一切儲備，都是為了朝自己

的夢想進
發——柯展翔
表示，自己在大一
會先就讀大類專業，之後細分方向時，他希
望選讀航空航天或IT相關專業， 「這些是國
家大力發展的方向，以後需要大量人才，是
發展機遇所在」 。

柯展翔身邊回內地升學的同學有不少。
據他觀察，許多是有內地背景、對內地比較
了解的學生。他建議，港生若想回內地就
學，在中學階段要多了解內地的情況，例如
國家最新的政策或發展。他說，同樣重要的
是在平時保持良好的成績，亦建議學生積極
參加國際性比賽，提高競爭力。

期望到大灣區實習
對於大學生活的寄望，除了完成學業

以外，他亦期望自
己在假期有機會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實習。作為前往內
地升學的港生，柯展翔直言自己
「有責任促進香港和內地學生之間
的聯繫」 。也因此，他希望之後能將
在內地學習生活的經驗帶回香港，與本港
青年交流。

長遠而言，他考慮未來畢業後回港，
或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在他看來，香
港創科領域仍需奮起直追，他希望自己將
來掌握本領後，可以助力香港創
科事業。

港考生獲清華取錄

盼讀航天追逐夢想





DSE放榜

暴青奪5科22分佳績 冀學成回饋社會
懲教署今年有14

名青少年在囚人士報
考文憑試，4名考生考獲本地大學最低要
求，其中一名沙咀懲教所考生考獲五科最
高共22分及公民科達標的成績。有考生希
望選修心儀的工程科目，將來成為建築師
回饋社會。

受朋輩影響 悔不當初
20歲考生深仔（化名）因為在2019年

犯下暴動罪被判入教導所，上星期出獄，
正接受懲教署監管。他在今年DSE考獲5科

22分，是院所內獲得最優異成績的考生，
其中經濟及物理科考獲第五級更是他意料
之外，他上一次DSE只有14分，物理科更

不獲評級，過去就讀副學
士課程亦不太順利，對將
來感到迷茫和無自信，進
入院所後，在老師及長官
的鼓勵下逐漸重拾自信，
決定重新報考DSE，今次
取得理想成績，所付出的終於得到回報感
到很高興。深仔希望日後修讀建築或建造
工程學士課程，他過往思想太偏激，容易
受朋輩及網上錯誤資訊影響，結果犯下大
錯，他希望將來成為建築師或工程師回饋
社會。 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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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最年輕DSE考生為來自香港
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浸大

附屬學校）的九歲學生梁智仁，他在數學延伸部分（M2）
考獲 「5**」 成績。而就讀於屯門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
念中學的16歲跳級學生劉昀，亦挑戰文憑試，考獲五科
「5**」 和一科 「5*」 及一科 「5」 ，成為 「榜眼」 。

現於浸大附屬學校就讀四年級的梁智仁是插班生。
校方表示，錄取梁智仁時已發現他的數學天賦，經專業
評估後認為他的整體學習能力可以由小二跳級至小四，
並安排他參加抽離式課程，越級修讀中五程度數學科。
而越級報考DSE需證明自己具備其他應考生的能力水
平，梁智仁早於小二時考畢英國IGCSE數學科，並且於
附加數學考獲最高級別A*，符合考評局資格以九歲之齡
報考DSE，在數學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分別考獲5*及
5**佳績。

目標為港出戰數學奧林匹克
年紀小小的梁智仁目標遠大，他表示將來想成為數

學家，短期內以加入香港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代
表隊為目標。他與父母均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獲選，代
表香港出戰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港爭光。

另外，就讀於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的16歲跳
級學生劉昀，分別選修化學、經濟、物理，以及自修數學
延伸部分（二）。他在小學期間成績理想，小學已經跳班
由小一直接升讀小三；亦在升中後，在中二加入學校的精
英小組，接受學校課程以外的深造課程。他希望可以升讀
港大法學理學雙學位，成為律師，幫助社會不同階層的
人，為弱勢社群發聲，伸張公義。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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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夢小花修讀音樂 繼續追夢
中學文憑試昨日放榜，多位藝人均為今屆

考生，包括《聲夢傳奇》歌手鍾柔美和詹天
文，二人雖未公布成績或去向，但已在社交平台上發文鼓勵考生。

兩位 「聲夢」 小花接受媒體訪問，分享放榜心情。詹天文表示
拿到成績單有壓力釋放的感覺，亦為成績較預期好感到興奮。她表
示，未來預計主修音樂科，或與音樂商業（Music Business）相
關的科目，在音樂方面繼續深造。她表示，早前獲得伯克利音樂學
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取錄，但認為DSE成績給予她更
多選擇空間，現時未確定未來走向。

鍾柔美表示，等待放榜期間心情緊張，等待很久後收到結果感
到開心，認為成績 「可接受」 ，目前正忙於選擇大學及自己想讀的
科目。她過去曾向傳媒表示過計劃留港讀書，目標是入讀香港城市
大學，若成績優異則考慮申請香港科技大學或香港大學的商科。

任暟晴憑IB入讀中大法律系
《聲夢傳奇2》冠軍任暟晴（小圖），早前剛經歷國際文憑

（IB）放榜，成績理想，報考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
大學均獲得有條件取錄通知。翻查社交平台，她通

過個人簡介資料，宣布就讀中大法律系。
歌手張崇德在網上平台分享兒子的成績

單，雖然只顯示一部分位置，但見到其中一科
成功 「摘星」 ，獲到5*，相信成績理想。他在
帖文標註 「我好開心」 。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獲清華大學錄取的柯展翔（前排左二）希望能就讀航空航天或IT相關專業，並
考慮畢業後回港或於大灣區工作，促進兩地的交流。

成績理想

越級應考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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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強DSE品牌
今年DSE（文憑試）昨日放

榜，逾18000名考生達到大學入學
門檻，其中大部分會留在本地升
讀大學，另外一部分選擇負笈海
外。憑DSE成績直接申請海外大
學，這是香港教育與國際接軌的
體現，也是香港打造國際教育樞
紐的一個關鍵。

DSE是全球唯一可使用中文作
答的國際性考試，除了被本地院
校和僱主作為升學和就業的評價
依據，亦廣受海內外大學認可。
目前，內地有超過140所大學招收
DSE考生入讀本科課程，海外認可
DSE的院校更多達600多家，其中
不乏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
麻省理工等國際著名學府。這為
DSE考生未來升學和發展，提供了
更廣闊空間。

但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多變
之下，香港教育也面對外國勢力
「泛政治化」 的影響。特區政府

近年優化中學課程，以公民科取
代通識教育，結果成為被攻擊的
目標。一度有傳聞稱，認可DSE的
海外大學數目有所減少。考評局
月前發表聲明，指沒有任何海外

院校表示不再接受DSE，而DSE學
生申請海外大學也非常順利，反
映DSE的國際認受性沒有改變。

有 關 傳 言 被 證 實 是 一 場 誤
會，這當然是好事，但有關方面
不可掉以輕心。針對香港及香港
教育的抹黑，在可見的未來都不
會減少，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海
外公關宣傳，澄清事實真相，不
要讓別有用心者的奸計得逞。

事實上，香港有5所位列全球
百大的院校，且整體上國際排名
繼續上升，充分證明本港教育質
素高，是香港引以為傲的 「金字
招牌」 ，更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
之一，這一點沒有改變。

另一方面，香港人口出生率
長期處於低水平，影響深遠，DSE
考生在過去十多年間幾乎減少一
半。為善用本港優秀教育資源，
本港 「八大」 招收非本地生的比
例由兩成增至四成。香港要吸引
更多海內外優秀青年特別是 「一
帶一路」 的學生來港升學，有必
要繼續強化DSE的國際認受性。特
區政府可以有針對性地多做工
作，不斷做強DSE品牌。

開源節流 努力實現西九自負盈虧
行政會議昨日通過有條件放寬西九

文化區的 「加強財務安排」 ，允許出售
西九第2區的住宅發展項目，以解決西
九燃眉之急。在不增加政府庫房負擔的
前提下，善用西九現有土地資源，為西
九提供營運開支，這是面對現實的合理
選擇。但西九管理局要避免予外界 「依
靠政府輸血」 、 「無底黑洞」 的印象，
必須積極作為、開源節流，找出一條健
康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將西九打造為國際文化地標，是早
年特區政府的構想。隨着戲曲中心、
M+博物館、故宮文化博物館等主體設
施相繼啟用，這一構想正逐步成為現
實。兩年來，M+接待訪客640多萬人
次，七成為外地客；故宮博物館吸引
250萬人次參觀，先後舉辦三星堆、晉
唐宋元書畫等特色展覽。西九的國際知
名度、影響力不斷提升，已成為香港發
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載體。

但另一方面，西九入不敷出，長期
面對財政 「乾塘」 危機。2008年，特區
政府為西九項目一筆過撥款216億元，
同時以象徵性地價，將西九零售、餐
飲、消閒設施部分撥歸管理局，以租金
收入為西九提供穩定收入來源，而西九
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用地的發展權則歸

政府所有。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到了
2016年，特區政府通過 「加強財務安
排」 ，將原來屬於政府的西九酒店、辦
公室、住宅發展權批給西九管理局，以
攤分收入方式（BOT）為管理局提供
穩定收入來源。

當時的估計是，此舉足以保障西九
未來10年至20年的營運開支。但事實證
明過於樂觀。為什麼西九的開支屢屢超
過預算，以致招來 「大花筒」 之批評？
這從特區政府昨日 「有條件」 放寬當年
批准的 「加強財務安排」 可見端倪。

條件之一，西九須嚴格遵守多項財
務紀律關鍵績效指標，包括每3年的營
運赤字上限以及員工成本佔每年總營運
開支的比例上限。事實上，有報道指
出，西九管理層的每年薪酬高逾3000萬
元，早就引起質疑；條件之二，就新發
展項目而言，管理局須向政府證明並令
其信納任何新建議的成本預算合理。這
不禁令人想起西九購入的一些展品被指
藝術價值不高但價格偏高，被質疑浪費
金錢；條件之三，管理局須就每項涉及
住宅的發展項目提交招標時間表，並就
住宅部分的底價釐定機制和批出標書建
議，徵詢發展局的意見。這回應了坊間
的關切：西九會不會在財政困難下因急

於套現而賤賣資產？
西九以 「自負盈虧」 為目標，但事

實上，西九距離這一目標尚遠。有業界
人士估計，西九有關土地賣樓可套現的
資金，可達150億元，足以維持西九10
年的營運。但問題隨之而來：10年之後
又如何？

世界上許多博物館都無法依靠門票
維持營運，需要政府資助。但也要看
到，諸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等國際大型
場館，長期是自負盈虧；在本港，約
50間私營博物館自力更生。這些場館
能獨立生存，無外乎在開源和節流兩端
狠下功夫。就西九而言，營運環境相對
優越，既有相關設施的租金收入，又有
出售部分住宅帶來的資金流，更有中央
鼎力支持及大批中外遊客光顧。只要西
九善用這些優勢，不難吸引到更多訪客
及增加租金收入。提高票價則是下策，
這會削弱對遊客的吸引力，亦剝奪基層
市民欣賞高端藝術品的機會。

西九文化區發展得如何，關乎香港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特區政
府、西九管理局及社會各界需要共同努
力，盡快找到一種能自負盈虧的營運方
式。各界不希望10年後又再重複出現
今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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