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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校園環境 吸引高質素國際學生

非本地生佔比增 教育樞紐漸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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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倡三路齊下培育國際級人才
教 育 大 學 協 理 副 校 長 周 文 港

特區政府近年全力推廣「留學香港」品牌，一方面建設

香港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另一方面建立熟悉「一帶一路」

市場的人才庫，助力開拓東盟及中東市場。香港科技大學

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處長劉夢琳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該校早在7月下旬已開始為下學年招生作準

備，並赴「一帶一路」地區、東南亞及南亞舉辦招生講

座，並探索新興市場如阿聯酋及土耳其，以及其他歐洲國

家如瑞士等，吸引更多元學生來港留學，讓香港高質素

的人才庫進一步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劉夢琳指出，在確保維持高水平的教學質素及支援學生的配
套下，大學計劃循序漸進地在下學年增加至700多名非本

地本科生名額，並會繼續平衡內地生與國際生的比例，維持多
元化的校園環境。她說，一直以來，科大的學士課程國際生比
例為八間資助大學中最高。2024年，科大取錄逾600名非本地
本科生，佔大學本地本科生學額逾30%（上限為40%）。除來
自中國內地，也包括美洲、東西歐、澳洲、非洲，以及亞洲其
他地區。

各式獎學金吸引優質學生
劉夢琳表示，科大已經推出各種特色入學獎學金計劃，當中
包括學術獎學金 - 香港科技大學為來自不同背景及資歷（IB、
GCEAL/IAL、AP/SAT、高考及其他國家考試）的優秀學生提供
學術獎學金。獎學金將根據學業成績頒發。遞交入學申請便會被自
動考慮，無需另行申請；非學術獎學金 – 為在非學術範疇有傑出表
現的學生而設的多元發展入學獎學金（BAAS），獲考慮的成就範疇包
括藝術創作、社會服務、音樂等，每名得獎學生可獲5萬元獎學金及較
有利取錄條件；科大亦有推出各種特色入學獎學金計劃，例如去年新推
出的國際化獎學金計劃，便為吸引「一帶一路」及其它較少來港就讀國
家（如日本、巴西）的優秀學生而設。

學費生活費相對具競爭力
香港在招收非本地學生方面擁有明顯的優勢，尤其香港院校的學費具
競爭力，相較於其他歐美海外頂尖院校，香港學費以及生活費相對較
低，但同樣能提供優越的教學質素和資源，她形容對非本地生而言，可
謂提供了更高的「性價比」的高等教育，她亦透露科大早已為下學年招
生作準備，並走訪海外各地進行招生工作，以吸引高質素的國際生源。
劉夢琳認為，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既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又

毗鄰內地大灣區，到中西各地交流、實習、考察等機會源源不絕，為
非本地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發展。同時，香港作為國際化教育樞
紐，擁有多所在世界享負盛名的大學，匯聚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優秀人才，提供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以科大為例，科大以全英
語授課，學生和教員分別來自全球近80及近40個國家及地區，
百分之百教授擁有博士學位，而且多數教授來自海外著名大學，
例如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
耶魯大學等，為學生打造國際化優質教育。

留港工作政策增添吸引力
此外，香港的留港工作政策也為非本地學生提供了良好的職業

發展機會。劉夢琳提到，剛出爐的施政報告公布，暫免在港就讀的
全日制非本地本科生參與兼職工作的限制，讓他們在學期間可以有
更多機會獲得工作經驗，有助吸納更多外地學生來港就讀，並為畢業
後在香港長遠發展做好準備，加上現時非本地生在畢業後可留港最多
24個月尋找工作，這些措施均提升同學們留港發展的彈性及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選擇留學目的地對於許
多學生來說是一個重要決策，而本港近年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到底本
港對於留學生而言有多大吸引力？來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Rashed Suhail
ALSHANSI及兩位孖生妹妹同樣獲得阿聯酋（UAE）阿布扎比教育部（AD-
EK）全額獎學金資助來港就讀本科，並獲得科大取錄，其中Rashed正在科大
攻讀工商管理學士（市場營銷與營運管理）課程，兩位孖生妹妹則修讀工程
學學士課程。

有豐富機會拓展人脈
Rashed表示，選擇留學香港的主要原因是本港擁有充滿活力的國際社區，

這與他的學術和個人追求完美契合，「我來自阿聯酋，希望在學術發展上，
可同時與來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建立聯繫，特別是當我追求對商業和行銷的
熱情時，香港是全球商業和金融中心，為學習行銷提供了理想的背景。」他亦
認為本港多元化的經濟和行業，亦為他的實習和人脈拓展提供了豐富機會。
Rashed 憶述，當初他在決定去哪裏攻讀學士課程時，他留意到科大在「2024

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在商業與管理領域位列第34位，他認為科大作
為一所在商業教育方面享有盛譽的世界一流大學因而在他的選擇中脫穎而出，
他亦相信「這是引導我的創造力和策略思維的完美計劃」。他特別提到，該校
課程的互動性強，教授不僅知識淵博，還十分友好，讓學生在課堂上能夠輕鬆
提問和參與討論。此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建立的友誼，使他在國際社區
中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魅力，這些都是他未來職業生涯中將受益匪淺的經驗。

提供實習更吸引海外學生
問到可如何進一步提升香港對非本地生的吸引力，Rashed提出了幾點建議。

他認為，政府應加強提供實習和工作安排，令以非本地生
可獲得更多實踐經驗；投資於校園設施，如圖書館和學習
空間；加強校友網絡以提供持續支持；以及加強校園及周
邊地區的安全性。此外，利用Instagram、Facebook和Tik-
Tok等社交媒體平台展示學生的經歷、校園生活和學術成
就，能有效吸引潛在的國際學生。參加國際教育博覽會
也將有助於與非本地學生建立直接聯繫，並提供有
關課程和申請過程的寶貴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行
政長官於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建設
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宣布
自2024/25學年起，將政府資助的專
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提升一倍至
40%；2024年施政報告宣布在全球
推廣「留學香港」品牌，並通過獎
學金及其他誘因，吸引更多境外尤
其東盟及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
學生來港升學，目前本港國際教育
樞紐漸見規模。
教育局早前透露，各資助大學將
於年底提交2024/25學年非本地學生
實際人數，而據教資會了解，本學
年修讀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
非本地學生人數，已增至超過1.7萬
人，相當於本地學額約23%。而在
2023/24學年，在港修讀全日制經本
地評審公帑資助及自資專上課程的
非本地學生共約6.4萬人，其中八所
教資會資助大學約有2.3萬名非本地
學生，當中約1.48萬人修讀學士學
位課程，他們來自超過100個國家或
地區，修讀超過200項不同課程，佔

該課程程度本地學額的19.9%，其中
約73%來自內地、澳門等地。

新政策增畢業生留港意慾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早前表示，為
了鼓勵非本地學生留港發展，壯大
香港人才庫，政府推出「非本地畢
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讓非本
地學生畢業後可逗留24個月以申請
工作。過去五年，平均約有12,340
宗申請獲批。最新施政報告進一步
宣布，自本月開始，政府暫免在港
就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的非本地
學生參與兼職工作的限制，通過工
作體驗，增加他們畢業後留港發展
的意慾及機會。
另外，特區政府2016/17學年首次
推出「一帶一路」獎學金，至今已
有超過 680 名來自 49 個「一帶一
路」國家，包括印尼、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和越南的學生受
惠，而他們較多就讀
商業、工程和科學相
關學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對於特區政府打造「留
學香港」品牌及建立香港多元人才庫，立法會議員、教
育大學協理副校長周文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建議特區政府以短、中、長期目標三路發展，包括透過
完善各項軟硬件配套打造「留學香港」品牌，之後再踏
出「搶人才」第一步，人才留港並貢獻香港經濟及發
展，才是政策最終目標。
周文港認為，現時香港八間大學的非本地學生中，以

內地學生佔最大比例，但少數族裔的學生也有不少成績
彪炳的，提高國際學生和教員的佔比可謂是必須。他建
議香港本地大學仍需加大力度向更多來自國際的非本地
學生「招手」。政府可成立專責機構和團隊，以組織本
地教育界在海內外舉辦大型教育展覽及升學講座，介紹
本港高等教育特色，推動本港專上院校提升與各地院校
的合作交流，相信有助吸納更多元化的非本地生來港和
留港升學。

加強與內地院校合作 促進交流
中期發展而言，周文港重點提到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這是國家賦予大灣區發展定位的重要舉措之一，更

是香港增強發展動能的有效方法。他認為本地大學
未來必須完善科研體系，藉着構建針對生命健
康、人工智能，及醫療科技的科創平台，
回應香港及國家所需。其實《施政報告》
提出政府已在北都預留至少80公頃用地，

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鼓勵本地專
上院校與中外知名院校以靈活創新的模式，
開拓更多品牌課程、研究合作和交流項目，
有關措施有助醞釀科研氛圍，加強香港與內
地的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合作機制，甚至是爭取在港建立
更多國家重點實驗室。
周文港亦指出，為了加快香港及內地發展新質生產

力，建議政府與內地協商，例如探討可否通過推出免租
優惠等措施，容許香港高校在灣區城市設立中試基地在
內的成果轉化平台、創新創業平台等，如果有關建議可
以落實，日後當國際學生來港就學，就可以透過香港
「背靠祖國」的優勢，深入認識內地14億人口市場的潛
力和發展機會，令這些來港留學的國際學生，將來無論
創業抑或就業均可聯通世界、甚至穩佔先機，亦可大大
增加吸引力本地大學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

善用機遇 留住國際學生在港就業
進一步看，香港要提供更多誘因，以留住這批國際學生

在港就業，有助增強香港人口活力和發展動能。周文港亦
認為，現有行業工種未必完全對應國際學生的期望，建議
有關部門可以善用建設「北部都會區」的機遇，探討可否
重點引進2至3間超大規模的世界級創科企業落戶香港，
同時考慮透過提供稅務優惠以至入股等措施，壯大這些創
科企業在港的經營規模，屆時有望為本港提供更多高端就
業機會，亦有助為留住國際人才增加誘因。

港全球化商業環境是學習理想地

●香港科技大學
本科招生及入學
事務處處長劉夢
琳認為，香港地
理位置優越，既
擁有四通八達的
交通網絡，又毗
鄰內地大灣區，
到中西各地交
流、實習、考察
等機會源源不
絕，為非本地學
生提供更多元化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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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聯 酋 留 學 生 ：

（本系列完）

港八大22/23學年「一帶一路」地區學生人數

原居地

印尼
印度
馬來西亞
哈薩克斯坦
孟加拉國
巴基斯坦
註：百分比指佔該課程非本地學生總數的比例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學士學位課程
人數
652
418
255
249
170
109

百分比
4.6%
3.0%
1.8%
1.8%
1.2%
0.8%

研究院修課課程
人數
——
5
2

——
——
2

百分比
——
3.9%
1.3%
——
——
1.7%

研究院研究課程
人數
30
68
48
10
43
65

百分比
0.4%
0.9%
0.7%
0.1%
0.6%
0.9%

●●周文港周文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Rashed Suhail ALSHANSI
（右）來自阿聯酋，獲科大取
錄入讀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兩
位孖生妹妹則修讀工程學學士
課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