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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主動出擊 打造「正增強循環」
中大派員赴海外面試覓尖子 盼建長遠互惠合作生源長招長有

港企業家雲南行啟動 梁振英冀滇港加強合作

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

紐並非一蹴即就的事，本港大學在

招收非本地生方面也需配合長遠規

劃和策略。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

生資助處處長王家徹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指出，該校除了着重

為非本地生提供保證「四年三宿」

及龐大獎學金等支援措施外，更會

「主動出擊」到各地進行介紹及面

試活動，亦重視與不同國家的駐港

機構及學校建立長遠及可持續的互

惠合作關係，希望在宣傳、推廣香

港及中大的同時，源源不絕地吸引

當地生源，打造良好口碑，以形成

「正增強循環」（positive rein-

forcement cycle）。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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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徹表示，招收非本地生需要有長
久計劃，該校重視與不同友好國家

的駐港總領事保持長遠的互惠合作關
係，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接觸該國最好
的中學，藉此與當地的師生、家長聯
繫，介紹中大的特點及在香港接受專上
教育的優勢，甚至進行合作計劃，「只
有這樣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幫助香港
成為國際教育中心。」
中大的教授及招生負責人比疫情前更
頻密地到越南、印尼和哈薩克斯坦等東
南亞、中亞及「一帶一路」國家進行宣
傳及舉行即場面試，王家徹指，「感受
到當地的同學其實相當優秀。」
香港八間資助大學均選擇到印度作聯

校宣傳招生，他解釋指，當地有龐大的
適齡學生，而且整體在英語、數理及資
訊科技方面的訓練和能力相當之好，
「這些優秀學生對於某些特定課程而言
是十分吸引的。」

下學年內地生名額增至400
作為兩所參與內地全國普通高校統一
招生計劃的港校之一，王家徹表示，中
大透過統招錄取內地本科生的300個名額
已維持了十多年，有見需求持續增加，
而學生入讀後的成績亦相當理想，加上
配合特區政府增加非本地生名額的政
策，中大將於2024/25學年增加名額至
400個。內地不少家長、中學及學生都對
此表示歡迎，校方表示會適時檢視名
額，以作調整。
除了在策略上主動出擊，中大還會在
住宿及獎學金等配套方面推出吸引非本
地生的措施。王家徹介紹，中大現時是
全港唯一保證非本地生在4年本科課程中
有3年可以在校內宿舍住宿的院校，隨着
未來數年將有三四座宿舍落成，可為增
收非本地生作好準備。
同時，中大及各書院亦提供不同類別
和額度的獎學金，僅是入學獎學金的預
算每年便高達逾億元，例如今學年的非
本地生最高可獲19萬元一年的入學獎學
金，除可完全支付14.5萬元學費外，餘
下更可用作宿舍費用及生活補貼，「學
生直接提行李箱來讀書即可。」

如何建立長遠、穩定且可持續的優質非本地
學生生源供應渠道？王家徹認為，大學以至特
區政府一定要重視對他們作出投資。當這些優
秀學生順利畢業後、融入香港社會，找到發展
機遇並留港工作，即可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

力，而這些成功的發展故事會傳開，「當他們的中學校長、
老師看到，他們畢業後到香港讀書的發展很好，那麼他們對
香港的信心自然就大增，就會有更多優秀學生來港升學。」
這正是英美等傳統留學強國的「正增強循環」，讓大學有源
源不絕的留學生源。
王家徹認為院校要有遠見，要願意投放資源去支持非本地

生，並期望特區政府能制定長遠策略去投放資源，例如協調

他們畢業後留港工作，放寬簽證限制，及鼓勵僱主聘請非本
地生；透過院校、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及業界的合作，「從他
們入學到畢業，不僅在學術上有所發展，就連畢業後留港發
展都能夠有特區政府牽頭協調，這樣對非本地生，尤其是
『一帶一路』國家的同學，吸引力是相當之大的。」
不過，他強調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讀大學後「搵份好
工，賺大錢」不是唯一目的，卻是很多家長的實際考慮。
王家徹寄語有意來港的學生，無論是面試時或真正到香港
升學，都應表現出國際視野和懷抱，「將世界作為自己的舞
台」，同時要對亞洲，特別是中國感興趣，「認識中國，把
握機遇」，又要展現對多元文化的喜愛和包容，及對香港和
自己的國家都有承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倡放寬簽證助留港 良好口碑有利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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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行政長官李家
超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由今年4月起計的
申領月份，劃一增加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
劃下住戶及兒童津貼金額15%，所有領取職津
的家庭均可受惠。以一個育有兩名合資格兒童
的4人住戶為例，可領取的職津最高金額將由現
時每月4,200元增至每月4,830元。香港特區政
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增加津
貼金額後，可進一步紓緩基層在職家庭的負
擔，鼓勵持續全職工作、自力更生，並吸引更
多家庭勞動力投入勞動市場。新津貼金額將惠
及由今年5月起遞交職津申請的住戶。
在《2024年撥款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在職
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職學處）轄下在職家庭津貼
辦事處（職津辦）會按2024/25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
議，向領取職津住戶發放一次過額外款項。額外款項
預計最快可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的一個月開始發
放。在適用期內提交申請而最終獲批的職津住戶將符
合資格領取一次過額外款項，適用期為由立法會通過
《條例草案》的月份的第一天起至通過《條例草案》
當天，以及該月份之前6個曆月。
新申請人或過往曾領取職津但尚未在適用期內提交
申請的人士，須在適用期屆滿前（即通過《條例草

案》當天或之前）提交申請，才符合資格領取額外款
項。額外款項相當於領取人士在適用期內最近一次提
交而最終獲批的職津申請中，獲批月份的平均每月津
貼金額的一半，金額因個案而異。
如職津住戶在《條例草案》通過當天正領取綜援，

該住戶只可領取其中一種額外款項，以其在職津計劃
或綜援計劃下所領取較高的金額作為計算。職津計劃
的津貼金額按住戶入息及工時按月審批，申領期為遞
交申請前剛過去的6個曆月，合資格住戶須就每個申
領期提出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為推動住宅
及綜合用途的樓宇業主為樓宇進行「預防性維
修」，市區重建局昨日宣布推出全新的「預防
性維修資助計劃」，透過是項計劃向業主提供
財政資助，涵蓋製作「樓宇保養手冊」及為樓
宇維修設立特別基金，令業主能有系統地為樓
宇實行「預防性維修」。計劃將於下周一起接
受申請。
「預防性維修」可確保樓宇構件得到妥善保

養，是延長樓宇壽命及減慢市區老化速度的關
鍵。市建局指出，透過為樓宇進行定期檢查，
實行「預防性維修」可在樓宇構件初步出現問
題時，及早發現並進行補救，避免問題惡化，
招致龐大的維修費用。
「預防性維修資助計劃」分兩個階段為業主

提供兩項資助。第一階段就業主製作「樓宇保
養手冊」提供支援，而第二階段則鼓勵業主設
立特別基金。參與計劃的樓宇，其應課差餉租
值須在指定金額範圍內，業主亦需按照該兩個
階段的要求，完成相關程序及按時提交相關文
件，才可獲得資助。
市建局將於第一階段資助業主聘請一名認可
人士，按照市建局提供的範本為樓宇編製「樓

宇保養手冊」，內容包括詳細列出樓宇公用設
施的維修周期和實行細節，以及為樓宇制定未
來十年所涉及的維修工程費用估算和擬備業主
供款建議方案。資助金額為聘請認可人士編製
「樓宇保養手冊」費用的50%，上限介乎1.5
萬元至3萬元，視乎樓宇單位數目而定。

表格可於網頁下載
在第二階段，市建局會向設立了基金的樓宇

提供鼓勵性資助，金額相當於3年內業主向基
金供款總額的10%，上限按樓宇單位數目釐
定，由每個單位1,000元至2,000元不等，其中
有50個或以上單位的樓宇為每個單位1,000元
或最宗申請20萬元的較低者。
要符合資格，業主須召開業主大會議決通過

設立特別基金，以用作支付「樓宇保養手冊」
列出的非經常性支出，業主亦必須證明在3年
內定期向基金持續供款以取得資助。
計劃的申請表格和申請須知，由下周一起可
於「樓宇復修平台」網頁（www.brplatform.
org.hk）下載。市民亦可於下周二起在辦公時
間內前往指定地點，或於下周五起在各區民政
事務處及民政諮詢中心索取申請表格。

「預防性維修資助」下周起接受申請在職家庭津貼下月起加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任青）3月
29 日下午，「千名香港企業家雲南行」
（2024）在昆明啟動，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他表示，希望通過這次活
動的契機，進一步加強兩地的合作交流，讓香
港的作用可以充分發揮，讓雲南的潛力可以提
升起來，助力雲南的高質量發展，同時為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的平台和機遇。
梁振英形容，香港和雲南在各個方面的發展

都是好夥伴，而「好夥伴」三個字後面，寫的
不應該是句號，要寫逗號，雙方要共同努力，
將滇港合作這篇文章共同寫好。一條江、一片
葉、一部戲串起兩地情緣。

王寧盼從四方面增兩地合作
雲南省委書記王寧致辭時表示，「我住珠江

頭，君住珠江尾」的雲南與香港，情深意濃、
攜手奮進；種植於雲南的普洱茶在香港書寫了
屬於它的傳奇； 一部金庸先生的武俠劇，更
是拉近了香港與雲南的距離。
他希望從四個方面加強兩地合作，第一是雲

南資源優勢與香港金融優勢嫁接，打造高質量
的資源經濟； 第二是雲南區位優勢與香港貿

易優勢嫁接起來，開闢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第
三是雲南的民族醫藥與香港的大健康產業嫁接
起來；第四是雲南美麗的風光與香港旅遊業先
進模式嫁接起來，共建共享「有一種叫雲南的
生活」。
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王予波介紹，滇港兩

地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截至 2024 年 2
月，香港在雲南累計設立2,512家外資企業，
實際利用外資累計157.62億美元，佔全省實
際利用外資的三分之二。雲南在香港共設立非
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93家。

年內已邀248港企業家考察雲南
據了解，「千名香港企業家雲南行」活動由

雲南省政協從2023年開始組織開展，將利用5
年時間，邀請逾千名香港企業家來雲南考察。
過去一年來，已成功邀請9批次248名香港企
業家來雲南參觀考察，並達成一系列合作成
果。
是次赴滇的130餘名香港嘉賓中，既有各學

術領域的專家學者，也有來自機構和協會的專
業人才，還有從事投資貿易、文化傳媒、旅遊
餐飲、交通物流、生物科技、醫療健康、新能

源等方面的香港企業家，涵蓋領域、涉及行業
廣泛。
本次活動安排了6場滇港雙方交流座談會，

分別為貿易服務及物流、農產品（食品/水果）

出口、旅遊產業規劃、品牌及平面設計、檢
測及認證服務，以及「香港與雲南中醫藥產
業發展座談交流會」，會後還將赴實地考
察。

◆「千名香港企業家雲南行」昨日在昆明舉行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青 攝

▲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王家
徹。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中大近年積極在全球招攬尖子來港升學。
圖為該校非本地生參與校內「國際文化節」。

中大圖片

◆孫玉菡（左一）視察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的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