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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學年起，八所資助大學非本地本科生限額提
升一倍至40%

●向政府獎學基金注資10億元，2024/25學年起增加
「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五成

●逐步增加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至每學年
400個

●增加宿位，目標在2027年之前八所資助大學合共增
加約13,500個學生宿位

●試行兩年暫免在港就讀的全日制非本地研究生參與兼
職工作的限制

●教資會額外注資一億元鼓勵八大提供更多境外交流
及學習機會，提倡多元共融的國際化學習環境

●致力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鼓勵本地專上院校與中外
知名院校加強合作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聯同教資會及八大代表，先後在今
年3月、5月及9月訪問澳洲、美國及法國，分別出
席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會暨展覽、美洲教育者年會暨
教育展，以及歐洲教育者年會暨展覽，推廣香港作為
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優勢

●支持自資專上院校提升校舍

特區政府近期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措施及工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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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明日發表，香港文匯報接獲消息

指，施政報告會提出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吸引更多海內外學生來港升學，措

施包括以獎學金鼓勵更多包括來自東盟及「一帶一路」的學生及人才，同時擬做

好「留學香港」的住宿配套，推出「學生宿舍先導計劃」為專上院校等提供一站

式諮詢服務及理順相關申請等。有教育界人士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已積極落

實多項建設香港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工作，現時勢頭良好，相信透過「留學香

港」品牌，支持力度和規模上進一步加大，期望特區政府尤其在職專教育中擴大

非本地生的學額，讓更多境外學生有機會來港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八大招收非本地生紛「報捷」

校長共探國際化 建言港校「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目標，放寬
八所資助大學非本地生入學上限至40%是其中一項重要
措施。隨着新措施在2024/2025學年落實，各間大學取
錄非本地生數字均大幅增加。其中，香港大學非本地生
新生有約1,200人，接近四成的限額；香港科技大學非
本地新生亦有逾600人，佔限額逾三成；香港浸會大學
和香港教育大學首年錄取的非本地生人數較去年增加約
一倍；嶺南大學今學年的非本地生已「填滿」有關限
額。
由今學年開始，八大非本地本科生上限提高至佔核

准學額四成，近日各所大學先後在收生數字上「報
捷」。截至10月初，港大的非本地新生逾1,200人，
佔本地生學額近四成，多於去年不足900人，其中內
地學生約佔一半，另一半來自約 60個國家和地區，
包括歐美、非洲、中南亞及各「一帶一路」地區
等。

浸大非本地新生翻倍
香港中文大學本學年取錄約800名非本地生，佔整體
新生人數19%；港科大取錄非本地生逾600位，佔限額
逾三成。浸大今學年有逾1,000名非本地生就讀本科課
程，非本地一年級生人數則較去年增加近倍，來自內地
及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
教大首年本科課程非本地生取錄人數，亦較去年增

長 120%，並達到特區政府的 40%限額。嶺大非本地
生的比例按年增加兩成，亦已「填滿」限額，學生

來自內地、澳門、韓國、德國、荷蘭、墨西哥、迦
納、孟加拉、菲律賓以及緬甸等地。香港城市大學
本年度取錄的非本地生也較去年上升逾兩成，香港
理工大學亦指獲派本科學位的非本地生人數較去年
有所增加。
除八大外，自資專上院校非本地收生限額雖然未有變
化，但同樣在教育樞紐政策下受惠，包括內地生在內的
申請人數大增。
香港都會大學因應全面復常及大灣區發展等因素，
內地高考生申請數較去年增四成，創下歷史新高；東
華學院今年收到內地生入學申請數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四倍，錄取人數也大幅增加；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今年的非本地生申請人數持續增長，遠超預
期。

據消息透露，新一份施政報告計劃以獎
學金形式加強吸引力，宣傳「留學香

港」品牌，希望鼓勵更多包括來自東盟及
「一帶一路」的學生及人才來港升學，長
遠留港工作，增加人才庫，對香港作出貢
獻。

擬推宿舍先導計劃 支援留學生
有消息提到，特區政府擬推出「學生宿

舍先導計劃」，各專上院校提供協助覓
地、加快處理、審批興建或改建成學生宿
舍申請等一站式諮詢服務，並支持透過合
資或獨資模式，借助發展商等市場力量，
直接向學生提供宿位。
事實上，香港高等教育在國際上擁有高
水平優勢，在上星期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學排名及6月公布的QS世界大學
排名，均有5所本地大學打入全球百強；今
年史丹福大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
單，香港有1,534名學者入選年度影響力排
行榜，對全球尖子學生來說有較大吸引
力。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建設香港
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及多項相關措施，
包括放寬八所資助大學非本地生上限，據
各大學最新收生情況所見，反應相當熱
烈。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

員鄧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去
香港較少積極吸納海外尖子學生，而去年
起的新措施是小試牛刀形式的嘗試。過去
一年，教育局已更有組織地積極向海外推
廣，包括多次外訪歐美，推廣香港教育及
促進國際化，又增加政府獎學金為尖子來
港讀書提供誘因。在此勢頭下，不少大學

亦獲得商界和民間捐助設獎學金，百強排
名以外的大學都有很多成功例子，可說是
不錯的開局。
對如何進一步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鄧飛建議，特區政府在擴大宣傳規模，增
加獎學金及宿位的同時，應引入更多新思
維和新舉措，「在『留學香港』以外，香
港也應塑造『留學經濟』，希望透過留學
帶旺香港經濟，鼓勵外地學生留港就業，
尋求發展機會。」
他認為應建立相關統計方法，確實了解

學生在港留學能帶來的可能經濟效益，
「香港仍未習慣將教育跟經濟發展或商業
掛鈎，但應該養成習慣，嘗試算一算，而
非單純的投入。」
鄧飛又認為，除了高等教育，還應研
究在職專教育和基礎教育中擴大非本地
生學額，尤其前者更是當務之急，「以
整個東南亞計，香港職專教育就是強
勢，例如新加坡職專教育並不接受留學
生。我們幾乎沒有競爭對手，需要的是
加強宣傳。」

議員倡推學貸支援職專留學生
他分享自己曾到印尼和越南了解，兩地
均對青少年職專教育需求殷切，「但職專
教育普遍對象並非尖子，家境未必富裕，
因此是否可研究海外版『Grant & Loan』
（學費資助及貸款）的可能性呢？」如有
關學生畢業後留港投身課程相關的專業，
可通過工作還款，同時為相關行業補充人
才。
香港教育大學協理副校長、立法會議員
周文港昨日指，「留學香港」品牌有助增

強香港發展動能並促
進國際化，建議可參
考英國、澳洲相關品
牌及半官方機構，如
英國文化協會等進行
推廣。他認為，香港
富有中西文化交融特
色，可發揮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優
勢，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學者和學生匯聚，
而包括北部都會區的
新興產業，亦可為來
港學生帶來眾多發展
機遇。

施政報告擲銀彈吸海外學生施政報告擲銀彈吸海外學生 教育界獻策招才教育界獻策招才

香港近年積極爭取成為
國 際 專 上 教 育 樞 紐 ， 未

來更要進一步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吸引海內外學生來港升學。談到本港優
勢所在，我們往往會想到香港高校有着
高度國際化與多元化的特色，五所教資會
資助大學在世界百強之列，但不能否認香
港這片彈丸之地，無論是院校規模、教研
空間到學生人數，都有着各種各樣的先天
限制，因此背靠祖國才是切實有效推動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最大
後盾，也是吸引海外學生「留學香港」
的最大誘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月有幸與多位本地
大學校長會面交流，了解他們認為香港
發 展 成 為 國 際 專 上 教 育 樞 紐 的 優 勢 何
在。有校長向記者表示，「國際化」當
然是本港大專院校的優勢之一，但關鍵
始終是要結合內地的龐大市場和機遇。
事實上，不少海外學府和學者都對大灣
區科研發展深感興趣，而香港多年來與
國際和內地均已建立深厚互信關係，讓
香港有充分條件作為兩地交流合作的橋

樑，換句話說，這也將是推動「留學香
港」品牌的最有利條件。

有大學校長認為，頂尖教授和學生任何
地方都能去，要他們選定到某個地區發
展，除了待遇合適、生活環境吸引之外，
能否讓其充分發展抱負，於其科研領域取
得突破，才是重中之重。本港近年雖積極
發展創科，但能吸引頂尖人才到來的大規
模科研項目，目前仍然不多，因此本港更
應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最大優
勢，吸引人們留學香港，貢獻本港和國
家。

灣區內地城市分校就是香港高等教育的
重要延伸。港城大（東莞）校長魯春近日
就提到，大學位處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
業開發區，華為小鎮、松山湖材料實驗
室、國家級大科學裝置散裂中子源均與學
校只有數分鐘距離，這些設施並非大學能
夠獨力建立和維護，必須依靠國家資金，
而這些科學裝置，更可幫助香港吸引很多
國際化人才，到來從事科研、交流和教學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善用背靠祖國優勢 聯通世界專才
微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就香港銳意打造「留
學香港」品牌，多位來自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校區的
大學校長日前出席公開論壇時已指出當中的挑戰，並積
極出謀獻策，讓各方參詳，共同探索成功的路向。
浸大校長衞炳江在論壇上坦言，香港高教界面臨院

校歷史較淺、品牌推廣不足及教育規模有限等挑戰，
故應提升教育質量，確保教育水平與國際接軌，透過
加強與國際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以開展更多交
流項目，才能吸引更多的學生和學者來港。同時，港
校要利用科技提升教學效果，積極探索網上教學、混
合式教學等，提供更靈活、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吸引學
生。
理大校長滕錦光則建議設立貸款制度吸引海外學生來
港，「這些人畢業後在港工作，有些領域香港是有大量
工作崗位的，他們可花五年或十年還款」，他相信不單

惠及非本地生，香港高等教育的影響力亦會因而提高。
科大（廣州）校長倪明選指出，香港的高昂生活成

本、對非本地學生的兼職限制等，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全
球學子選擇來港發展的意慾，建議香港應該深化教育改
革，強化與內地高等教育界和產業界的合作，為年輕人
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借鏡新加坡 保持開放文化
曾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城大（東莞）執行校長魯春認
為，香港可以借鏡新加坡，因為當地在語言及文化上是
「最容易融入的地方」，香港也應保持開放的文化。同
時，香港的學府應考慮可否「走出去」辦學，例如像紐
約大學在中東、上海等均設立校區，以促進交流與合
作，更是體現香港教育是否達到更高水平國際化的指標
之一。

●施政報告擬提出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吸引更多海內外學生來港升學。圖為香港城市大學的國際生。 資料圖片

●有議員建議，香港應塑造「留學經濟」，希望透過留學帶旺香
港經濟。圖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入學資訊日。 資料圖片

●除八大外，自資專上院校同樣在教育樞紐政策下受
惠，包括內地生在內的申請人數大增。圖為香港高等教
育科技學院的柴灣校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