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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資源豐富環境優美氛圍友善

報道指出，中國頂尖大學的教學質素和聲譽得到更多認可。《泰晤士報高
等教育》2024年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內地最頂尖學府清華大學和北京

大學分別位列12名和14名，其中清華大學排名較2020年上升11名。中國內
地有7間大學進入今年該排名前100名，較2020年的3間明顯增加。

同科學費僅大馬約1/6
中國內地留學亦被視作性價比之選，例如在內地頂尖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學
習醫學，每年學費約為2.94萬元人民幣。相較而言，入讀大馬頂尖私立大
學，每年學費達11萬令吉（約19.8萬港元）。如果選擇英國或澳洲的醫學院，
每年學費更分別高達3.8萬英鎊（約38.9萬港元）及6萬澳元（約31.6萬港元）。
也有大馬學生稱，在內地求學時每月生活費平均在2,000元至4,000元人民
幣之間，相較而言，大馬學生過往求學首選目的地澳洲，每月生活費達2,000
至3,000澳元（約1.05萬至1.58萬港元）。

中企傾向聘用國內畢業生
在中國畢業的大馬學生協會會長林國恩（譯音）表示，中國內地對大馬學生的吸引
力與日俱增，包括商科、貿易、新媒體等專業受大馬學生歡迎。林國恩稱，中企在
包括大馬等國家設有分公司，許多企業傾向聘用中國各間大學的畢業生，「擁有在
華學習經驗的大馬學生非常受中企歡迎，留學經歷利好他們的就業前景。」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饒兆斌稱，大馬學術界預計當地學生赴華深造趨勢
將會延續，「中國內地的地方政府和各間大學提供不少獎學金。留學生在華學習
期間，也可以培養與當地校友的人脈和關係網，成為後續合作的契機。」
大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長阿齊茲是清華大學校友，他曾於2017年至2019年
在清華大學就讀，獲得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阿齊茲稱，中國與大馬有牢
固的政治和經濟關聯，相信兩國的經貿合作能為大馬企業帶來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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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香港文匯報訊 多名赴華留學的馬來西亞學生

表示，中國內地各間大學很有吸引力。許多大學
設施完善、資源豐富，既擁有優質課程，又有美
麗的校園環境和良好的學習氛圍。有大馬學生尤
其喜歡在華留學時的語言氛圍，強調這對於他們
提升中文水平大有幫助，成為日後就業的優勢。
31歲的顧明貴（譯音）在廈門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後，繼續攻讀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學位，他表
示在華留學除更具性價比外，校園環境也令他十
分滿意，「相較我考慮過的其他學校，中國內地
大學的整體學術氛圍至少有3個優點：教研水平
優秀、學習氛圍熱烈、圖書館藏書也很豐富。 」
28歲的諾里扎蒂是馬來西亞最早一批獲得大馬
政府獎學金的赴華留學生，她在北京語言大學學

習 5 年 ， 於
2019年畢業。
修讀語言學
的諾里

扎蒂表示，在華留學提
升了她的普通話水平，
「我喜歡在中國內地學
習，這個環境對我的語言
學習幫助很大。當地的無
現金支付，以及單車友善環境，
也令我印象深刻。」

「清華規模如一座小城市」
26歲的曾魁振（譯音）在清華大學獲得建築學
碩士學位，他指中國基建水平屬全球領先，當他
到達清華大學時，美麗的校園環境出乎他的意
料，「我對清華校園的規模感到震驚，這裏擁有
無數的花園、圖書館、食堂、戲院、超市、體育
設施和學生宿舍，幾乎就像一座小城市。」
曾魁振已回到吉隆坡工作，他回憶自己2022年

到北京求學時，留下難忘回憶，「當地學生和民
眾都很樂於助人，對我們都非常友善。」

教學質素聲譽俱備 性價比高前景光明

孔子學院東盟高速發展
學生冀掌握中文助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在全球多地開
設孔子學院，推廣普通話和中國文

化。《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西方國家以所謂
「政治敏感宣傳」為由，阻止甚至封殺孔子學
院，但在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大部分地
區，孔子學院正蓬勃發展。許多東南亞國
家學生積極入讀孔子學院課程，希望更好

掌握中文、增進跨國貿易和文化交流。
報道統計顯示，位於東盟國家的孔子學
院從2021年的33間，增至現時42間，其
中泰國有16間，是東盟國家中最多。許多
東盟國家還建立孔子課堂，與孔子學院和
各大教育中心合作，主要教授中文。在柬
埔寨馬德望國立大學內的孔子學院，院長
拉尼表示，柬埔寨學生中文熟練後，可與
中方商貿代表溝通，「中國是東南亞主要貿
易夥伴，培養熟知中文的人才非常重要。」
拉尼表示，經濟因素是許多柬埔寨學

生學習中文的主要動力，柬埔寨學生重
視在中國企業的就業機會，這些進駐柬
埔寨的企業為我們的經濟增長作出巨大

貢獻。拉尼也稱，中國
的傳媒、娛樂和技術影響
力不斷加強，「孔子學院等機構
的作用正在擴大，它們是中國
在東盟發揮軟實力的綜合文化中
心。」
24歲的柬埔寨大學生提亞拉稱，

他身邊在孔子學院學習的同學愈來愈多，
「柬埔寨有3間孔子學院，許多中國商人
在柬經商，我認為學會中文的柬埔寨人有
更多工作機會。」另一名柬埔寨大學生索
昌利亞正在孔子學院學習中文，她希望成
為一名翻譯，「我知道沒有其他國家和地
區能取代中國，開拓與柬埔寨的貿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多間大學在基礎建設領域，擁有充足師資和先進
技術，部分學校近年面向「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招收留學生，鼓勵
他們來華學習基建技術。許多留學生學成回國後，投身當地交通、水
利、電網等基建設施的建設，為當地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老撾留學生宋昵透過中國與老撾合作項目赴華求學，在蘭州交通大學學
習4年，就讀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專業。中國的高鐵建設發展迅速，宋昵
對此印象深刻，在華留學期間學習許多高鐵建設相關知識。畢業後的宋昵
參與連通中國與老撾的中老鐵路建設，負責車站選址、線路規劃等工作。
中老鐵路於2021年底通車，去年4月投入跨境客運服務，已在老撾首
都萬象交通廳任職的宋昵熟讀中文，經常協助與中國技術團隊的溝通。
宋昵希望隨着鐵路通車，更多老撾學生能乘坐中老鐵路列車赴華求學，
帶動雙方文化技術交流，亦促進老撾經濟發展。
南亞國家孟加拉近年與中國多間大學合作，成立中孟電力人才培訓基

地。其中一間位於甘肅省的基地已培訓52名孟加拉學生，學習先進的電力
技術。學生完成培訓回到孟加拉後，多數在當地中資企業就職，投入當地
電網建設、提升供電效益和穩定性，希望長遠協助解決電力短缺問題。

設施齊全經費充足
日學者赴華續學術生涯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多間大學近年增加研究預算，研
究水平不斷提升，吸引許多外籍學者。《日本經濟新
聞》報道，相較大學預算持續削減的日本，中國的大學
設施齊全、經費充足，研究團隊年輕，論文數目和質素
可與美國競爭，令不少日本年輕學者紛紛赴華繼續學術
生涯。
日本學者龜岡啟從東京大學畢業後，曾在日本東北大
學擔任助教，他於2022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加入中國
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龜岡研究課題與植
物學、農學和微生物學相關，他加入全球知名植物研究
機構英國約翰英內斯中心與中科院合作的機構，自行成
立研究團隊。
龜岡表示，他的團隊獲得約9,000萬日圓（約480萬
港元）經費，可以成立實驗室、展開為期5年的研究，
涵蓋各類昂貴設備的使用和維護，以及約60人的研究
團隊開銷。龜岡的任期為5年，如果項目成果獲批，還
能延長5年任期，令他非常滿意，「我們的團隊氛圍很
好，希望我能堅持超過5年甚至更久。」
研究黑洞天文學的日本專家水
野洋介，曾在美國太空總署
（NASA）任職。水野於2020年
舉家來到上海，擔任上海交通大
學李政道天文物理學研究所副教
授，他的子女順利入讀上海的日
本人學校。水野盛讚他的研究所
資金充裕、設備齊全，研究支援體完善，「這座研究所會力爭成為天文物
理學領域的頂尖機構。」

「師生自由交流 環境非常包容」
日本學者野和田基晴於2010年機緣巧合下，成為北京大學的物理學研
究員，其後於2020年入職山東大學，「我沒有想到中國的研究水平這麼
高，中國的大學研究風格支持實力至上，年輕教授很多，師生之間可以自
由溝通交流，環境非常包容，這很適合我。」
日本岡山大學教授河野洋治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4年，2019年回到日
本。河野表示，中國的研究團隊充滿活力，基礎研究領域擁有充足資金，
「中國年輕世代的教授數目爆炸性增長，未來20年會取得更多優異研究
成果，留給日本學術界追趕的時間已不多。」

基建科目擁先進技術
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培訓人才

◆◆大馬留學生指中國內地學府擁大馬留學生指中國內地學府擁
美麗環境美麗環境。。圖為清華大學的理學圖為清華大學的理學
院樓院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分子植物學家龜岡分子植物學家龜岡啟啟

◆◆天文學家水野洋介天文學家水野洋介

◆◆物理學家野和田基晴物理學家野和田基晴

◆◆野和田基晴山東大學研究團隊野和田基晴山東大學研究團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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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柬埔寨孔子學院學習中文學生在柬埔寨孔子學院學習中文。。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北京大學留學的大馬學生在北京大學留學的大馬學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顧明貴在廈門大顧明貴在廈門大
學攻讀人類學與民學攻讀人類學與民
族學博士學位族學博士學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諾里扎蒂在北京語言大學畢業諾里扎蒂在北京語言大學畢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曾魁振曾魁振在清華大學獲得建築在清華大學獲得建築
學碩士學位學碩士學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內地多間頂尖大學聲譽不斷提升，吸引

不少海外學生赴華深造。新加坡《海峽時報》昨日（9月1

日）報道，馬來西亞許多學生近年選擇赴華留學，從2007年的

1,800人，增至2023年的約一萬人。大馬學生表示，在華留學

有機會入讀頂尖學府，加上中國與大馬貿易頻繁，在華留學經

驗有助大馬學生日後於中國企業就職，獲得更好就業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