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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升學就業 港生視野拓闊
看好灣區內地城巿機遇 畢業即獲聘月薪萬八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周三放榜，不少

學子會選擇到內地升學。5年前為追求

夢想並看到內地光明發展前景的陳沅彤（Tiffa-

ny），中學畢業時便報讀廣州的中山大學，去

年畢業後透過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成功獲聘在內地工作，月薪達1.8

萬港元。她直言香港應屆畢業生第一份工作或

未必有如此高的工資，認為灣區內地城巿發展

機遇多，對香港青年亦有不少相關協助政策和

補貼，呼籲香港年輕人走出「舒適區」到內地

發展，開拓事業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學生到
內地升學已成為大趨勢。根據立法會文件，
截至2020年1月，約有1.6萬名港生在內地
高校就讀。有專家指出，港生在內地升學，
無論回港或留在內地城市發展均具優勢，呼
籲特區政府加強推廣內地升學及就業的宣
傳，促進香港年輕人開闊視野、走出「舒適
區」，將個人事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內地升學及就業已成熱門議題，香港教育

及職業博覽將於本月21日至24日舉行，屆
時有不少參展商提供有關內地升學及就業的
資訊及機會。香港貿發局早前介紹博覽上的
「海外及中國內地升學」展區，受邀出席的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指
出，近年到內地升學的港生遞升，反映出愈
來愈多香港年輕人看好內地發展前景。
他指出，港青到內地升學有諸多優勢，包

括受惠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的惠港
收生政策，即預留一定名額給港生，港生更
可選讀喜歡的熱門專業，「留港讀大學機會
雖多，但要讀到自己喜歡的熱門專業機會就
不大，去內地或海外反而較容易。」
同時，內地升學對家庭經濟負擔壓力較

輕，高校學費和住宿費相對香港或外地便宜，
特區政府亦有為內地升學港生提供資助。

港生畢業回港發展亦有不少優勢。羅永祥
指現時兩地學歷基本互通，內地畢業回港後
合資格參加建築、中醫、西醫、AI、會計師
等執業考試，「香港好多行業都需要內地培
養的人才，以金融業為例，最吃香的不少都
有內地學歷，因現時在港上市的股票、資金
多是中資，銀行或其他金融行業都樂意聘請
內地畢業港生。」香港公務員及紀律部隊也
對內地畢業港生青睞有加。

個人事業融入國家發展
他表示，港生留在內地也是機遇處處，粵

港澳大灣區讓香港青年有更廣闊事業發展空
間，特區政府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為港青提供內地城市就業機會，鼓勵到灣區
內地城市發展，而內地升學是最佳融入內地
的途徑之一，且內地畢業港生「具備兩地視
野，無論是哪邊都有發展機會。」
不過，目前部分港生和家長未完全掌握

內地升學資訊，羅永祥認為特區政府的宣
傳推廣力度仍不足，希望加把勁，如今次
博覽的「海外及中國內地升學」展區介紹
相關課程、考試等詳細資訊，讓港生在升
學及就業上多一個選擇，亦可促進港青將
個人事業融入國家發展。

留下回港皆優勢 專家籲加強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文憑試放榜在即，因應考生
人數減少及外地升學人數上升，學友社估計今年入讀大學的門
檻會較過往低，最佳5科考獲20分可穩入八大。有升學專家表
示，學生整體可更進取地選擇學科，但提醒如醫療、STEM、
科技、跨學科等熱門科目仍競爭劇烈，分數無太大下降空間，
建議同學在選科時要留意學科的受歡迎程度、收生學額多少等
資訊，而且第三志願仍要選擇較穩陣的課程，並要做好多手準
備，避免成績有落差時出現徬徨。
「19、18、17分同學都有機會入，但沒20分那麼穩陣」，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估計，今年最佳五科取得20分的
考生，可穩取資助大學的入場券。17至19分「邊緣分數」的
考生亦有機會入讀八大，但建議亦可考慮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香港都會大學的學科、其他自資課程等不同選擇。
他特別提醒，今屆考生受疫情影響，較以往更難以預估自己
成績，宜參考校內模擬試，預計一個範圍，並且按需要作不同
部署，可預定某些科目失手下的選擇，作好多手準備，避免放
榜一刻大失預算，做錯決定。

籲考生留意各學系競爭
吳寶城建議考生選科時要留意各學系的競爭，「部分科目我

們預估競爭劇烈，分數無下降空間或不會跌那麼多，包括醫療
學科、與STEM、科技相關學科、跨學科課程」，但其他收生
學額較多的科目，如工程、理學等，收生分數的下跌空間或會
較多。
此外，今年大學聯招的課程及收生有較多變化，多間大學亦

推出彈性收生安排，吳寶城提醒學生應多加注意，「學生要善
用各大學的入學成績計分器及預計收生成績等資料，了解各種
出路後制定多方計劃。」
面對放榜子女難免有所壓力，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
冊社工陳衍宗建議家長宜與子女保持交流，看到結果與期望出
現落差時，家長不適宜追究子女過往表現，過度集中於成績結
果，或強加自己意願於子女身上。他建議家長易地而處，先聆
聽以及接納子女的感受，從子女的角度去了解他們的需要及感
受，營造良好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特區政府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日前發起「一人一字」行動勉
勵應屆考生，繼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先向考生們
送上「同」字，昨日再有多位政府官員響應活
動。其中，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向考生送上
「芳」字，指它有美好的意思，而青春又稱「芳
華」，寄語同學青春無敵「無得輸」，請於人生
路上奮勇前衝。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送給考
生「路」字，強調每個人的路都有其獨特的風
格，沒有走不出一條路，鼓勵學生樂觀積極面
對。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則送學生們一個「信」
字，提醒學生不論升學、就業，「不要怕，只管
信」，向着標杆直跑，讓人生發光發熱。
行政長官李家超、律政師副司長張國鈞、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丘應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近日先後以「同」、「信」、
「志」、「思」、「行」、「力」贈予應屆考
生，並解釋箇中心意。
昨日，卓永興於 Facebook 上響應活動，將
「芳」字送給同學。他指青春又稱「芳華」，就
是因為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他日回
首，這段時光任何酸甜苦辣的事情，都是令人回
味的」，寄語同學不論成績怎樣，都請在人生路

上奮勇前衝。
向考生們送上「路」字的謝展寰表示，路是由自

己走出來的，只要懷着希望，就可以開闢出自己的
道路來。他引用魯迅於《故鄉》一文所言：「希望
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
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冀考生積極面對放榜
謝展寰希望考生們樂觀積極面對放榜，「成績

理想，固然值得高興；即使成績不似預期，暫時
未能看見康莊大道，只要有信心、肯拚搏，自強

不息，必然可以開闢出一條自己的路，越走越
闊，越遠大。」
甯漢豪先向考生們點讚，再送上一個「信」字，
「將來無論你們是繼續升學或進修、投身職場或創
業，畀啲信心自己，『不要怕，只管信』，向着標
杆直跑，一定可以讓人生發光發熱！」
蔡若蓮早前已先將「定」字送給考生，昨日她
在電台節目中再次鼓勵考生，強調「行行出狀
元」，表示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發展途徑，呼籲
家長支持子女追尋夢想，不應將子女與其他人比
較。

「一人一字」勉考生：正芳華 闢出路 只管信

◆卓永興 Fb圖片 ◆甯漢豪 Fb圖片◆謝展寰 Fb圖片

學友社料5科20分穩入八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關注年輕人的
發展，為今屆特區政府其中的重點工作之一，行
政長官李家超前日出席民政事務及青年局舉辦的
YDC青年大使計劃2022「團隊建立訓練日」，與
約50位青年大使同參與團體拼畫。卸下西裝，換
上T恤的李家超指出：「看到年輕人充滿活力和
朝氣，我也頓感年輕不少。」而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昨日也在其Facebook發文，形容
「經過噚日（16日），發覺自己都有少少藝術細
胞，不過真的唔多。」
李家超昨日在其Facebook發文，介紹他與麥
美娟，與數十名青年人一起互動，包括參與小組
分享，並穿起畫畫用的圍裙，於拼畫寫上「香
港」的字樣，全程投入。活動期間，李家超及麥
美娟亦不忘與青年人舉機自拍，還舉起手指公大
讚。
另外，李家超在文中提到，團隊的協作力量能

激發每個人最強的潛力，「我鼓勵青年大使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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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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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時亦在文末加上標籤指出「青年人
是我們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
若蓮昨日於電台節目表示，讓學生從小認識國家，是教育應有
之義。特區政府正努力加強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教
育，包括按教育課程指引開發教材及培訓老師等。她寄語學生
應自覺尊重國家制度及「一國兩制」，充分認識國家，同時發
掘身邊好人好事，提升對香港的歸屬感。
對於高中公民科要求學生3年內要到內地考察一次，蔡若蓮

指有關安排可讓學生結合學習和歷史文化，了解國家最新發
展，提升自主學習並拓闊視野，學生可借此建立國家觀念、香
港情懷和國際視野，其中大灣區更有不少難得機遇，包括航天
科技等極具潛力的領域，呼籲家長應正面看待。
蔡若蓮表示，過去就是因為學生不認識國家，或者曲解，結
果出現不同問題。她提到，過去有人誤會「一國」和「兩制」
對立，但事實是「一國」概念越強，「兩制」優勢便會發揮得
更好，認為學生要充分認識國家，自覺尊重國家制度及「一國
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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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陳沅彤，中學就讀傳統名校聖士提反
女子中學，2017年文憑試成績通過大學收生最低門

檻，卻與心儀的「搶手」學系無緣，加上與家人都對內地
發展前景看俏，最終選擇到內地修讀大學課程，「參加了
好多升學展覽，對比好多因素，亦參考了台灣地區和海外
學校情況，而內地的中山大學國際排名靠前，是頂尖學
府，我們亦看到大灣區廣闊發展前景，最後從性價比、與
家距離等因素出發，選擇了報讀中山大學。」

免試報讀法學院
沅彤通過中山大學免試招生成功報讀法學院，她表示剛北
上讀書時暫未適應當地生活環境，但她從未有萌生退意，
「即使是廣州，亦不是每個同學都會講粵語，惡補半年才能
用普通話流利溝通。」
由於疫情下回港隔離檢疫成本太高，她迄今已兩年沒有
回港與家人團聚。不過，她認為疫情下與父母的心理距離
反而拉近了，「在香港與父母整天見面，卻不會經常交
流，現時因為距離遠了，反而多了跟父母以視訊溝通。」
為鼓勵和支持青年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和發展事
業，香港特區政府2020年宣布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業務的企業，招聘
港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陳沅彤去年畢業後，就是透
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獲聘為智庫「一國兩制青年
論壇」的助理研究員。
她與「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簽訂18個月的合同，每月薪
資為1.8萬港元，廣東省亦在其工作期間每月提供1,000元
人民幣補貼。她認為即使是香港應屆畢業生，投入社會工
作初期月薪亦未必達這個水平，「我還年輕，未來能夠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多鍛煉幾年。」
沅彤現時獲派駐廣州，需負責不同方面的研究課題，可
能涉及研究基本法、憲法、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發展等內
容。她本身具法律專業背景，認為研究相關方面的內容，
可以幫助其更好掌握法律相關知識，讓她更好踏入法律行
業。

籲港青內地搵出路
她平時亦需要進行青年工作，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認
為在此過程中待人處事、抗壓能力等亦相較之前有進步，
「之前自己是一個不喜歡說話、喜歡自己看書的人，現時
經常要接觸不同人士、與他人交流，覺得自己比之前進步
及優秀了許多。」
已在廣州學習及工作生活5年的Tiffany表示，過去數年
看到有愈來愈多的香港師弟師妹到內地城市升學，而灣區
內地城市的政策，也大力協助香港青年北上留學和就業，
希望未來有愈來愈多的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找到合適自
己的出路。

蔡若蓮：從小識國情 教育應有之義

◆◆李家超偕青年拼畫李家超偕青年拼畫、、自拍自拍。。 FbFb圖片圖片

◆◆ TiffanyTiffany上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上年畢業於中山大學
法學院法學院。。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Tiffany現時被聘為「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助理研
究員，派駐廣州。 受訪者供圖

◆◆香港教育及職業博覽將於本月21日至24日舉行。圖為上屆博覽盛況。 香港貿發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