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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澳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比較

1.國際教育市場概況
2021年全球留學生的
市場佔比
全球百強大學數目＊
2023年高校的
非本地生比例
2022年教育服務
佔GDP的比例
高等教育出口收入※
2.國際教育策略

現行策略

3.海外學生移民政策
錄取限額/學生人數設
限
校外兼職
帶同配偶及受養人入境
畢業後工作
（逗留期限）
4.推廣教育品牌

指定推廣部門/機構

建立的品牌
全球推廣活動
＊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英國2021年、澳洲2023年。

資料來源：立法會資料便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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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拓國際教育樞紐優點及挑戰
優點

●非本地學生通常須繳付全額學費，可望帶來可觀收
入，可用以補貼本地學生的學費和資助研究活動

●2019年全球各地的留學生在學費、住宿、膳食、零
售、保險和交通等總支出，估計為 1,960 億美元
（15,290億港元），預計到2030年將增 1.2倍至
4,330億美元（3.4萬億港元）

●非本地學生畢業後若留港工作，可成為額外的人力
資源，有助紓緩勞工短缺問題

●非本地學生亦能帶來無形效益，如增添本地文化多
元性和提升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

挑戰

●非本地學生的來源地不夠多元化及國際化

●大學宿位不足及其對私營房屋市場帶來的連鎖反應

●有關偽造學歷證明的事件

●「留學香港」品牌的全球知名度偏低

●通過高才通計劃來港的人才的受養人是否合資格以
本地學生身份入讀大學

資料來源：立法會《英國和澳洲的國際教育樞紐位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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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留學香港留學香港時不我待
英澳高教產業可借鏡
擬定通盤策略 指定部門負責 解決宿舍短缺

英國及澳洲是兩個受學生歡迎的留學目的地，香港特區立法

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最近就詳細分析了兩國如何落實成為國際

教育樞紐所採取的措施，發現均具備全國性的國際教育策略，

更有指定部門或機構推廣教育品牌。而且英國不對海外學生人

數設限，又力推海外分校、網上課程、與海外院校協辦課程等

多元化模式；澳洲則為海外留學生提供法定保障，又鼓勵家庭

提供寄宿服務，解決學生宿舍短缺問題。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近日強調特區政府在思想方面要進一步改革破局，牢記時不我

待的緊迫性，有教育界人士認為，推廣「留學香港」品牌，把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正是時不我待的重點項目之一，香

港應借鏡海外成功經驗，盡早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全球留學生人數在10年間大幅增長60%，在2021年已達640萬人，預
計到2030年將再增加25%至40%，達到800萬至900萬人。香港特區

立法會秘書處在資料便覽《英國和澳洲的國際教育樞紐位置》中表示，英
國自2013年推出首份國際教育策略後，海外生人數持續上升，教育出口
收入大幅增加，在2010年至2021年間激增75%，達到279億英鎊（約
2,782億港元）；澳洲在2021發表了《2021年至2030年澳洲國際教育策
略》，疫情過後，國際教育產業在2023年強勁復甦，高等教育留學生人
數按年增加21.5%，帶動同期教育出口收入激增78.3%。

英提供多元選擇 教育大使負責對外
便覽提到，英國政府推廣如海外分校、網上課程、與海外院校協辦課程
等眾多選擇，讓外地學生不用親赴英國，亦可在居住地完成學業並取得英
國學歷。這些課程模式有助促進資歷互認，以及促成英國與夥伴國合作開
發與產業接軌的學位課程，提升畢業生的就業出路。
英國政府更於2020年6月委任首位國際教育大使，專責提高來自教育出
口的收入、擴展海外招生來源地的多元性，並處理開拓重點市場的障礙，
包括網上及混合式學習課程的互認。

澳訂立專法保障學生 推廣民居寄宿
澳洲則通過制定《2000年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及相關法例，為海外生
提供嚴格的保障，包括在各州及領地委任海外學生申訴專員，協助處理留
學生有關澳洲私立學校、學院及大學的投訴。該國又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商
業化，將推廣國際教育的責任由教育部轉移至澳洲貿易投資委員會。
因應學生宿舍短缺問題，澳洲政府自2000年代起一直推廣寄宿家庭計
劃，例如在計算納稅人的應課稅入息時，豁免計算最多兩名國際學生在寄
宿安排下所收取的租金，又推出不同計劃鼓勵居民接待留學生。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英國及澳洲的相關措施值得香港
參考，例如寄宿家庭計劃有助促進兩地青年交流，也可打破文化的隔膜。
他認為住宿問題是香港發展國際教育樞紐的一大關鍵問題，任何有助解決
問題的方案均值得參考，「但當然外國房屋普遍較大，安排房間給非本地
生的難度較低，所以香港能否做到、如何去做等都要思考。」
就英國及澳洲均有全國性國際教育策略，更有專員負責相關事宜。張民
炳直言，香港相關發展較遲，因此更要急起直追。他認為既然行政長官李
家超近日強調特區政府要牢記時不我待的緊迫性，推廣「留學香港」品牌
正是其中一個要追趕的項目，「正如『一帶一路』發展有專員，引進企業
有引進辦、投資推廣署，國際教育樞紐是一個很大的產業，也應更有計劃
地安排專人執行。」他相信特區政府若能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肯定能加
快目標的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
香港特區政府面臨千億財赤，教
育開支被點名成為節流項目之
一。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
大輝昨日表示，對削資有心理準
備，會與特區政府共同進退、甘
苦與共，「有粥食粥，有飯食
飯」，「但食飯的孩子當然成長
好過食粥的孩子」，故希望削幅
只是雷聲大、雨點小。
理大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
由林大輝和校長滕錦光聯同一眾
管理層介紹理大發展大計。對特
區政府表明將削減教育開支，林
大輝相信特區政府明白「再窮也
不能窮教育」，而院校愈早知道
便可愈早部署。
他坦言，減少撥款對教育肯定有影響，但
大學不會停下步伐，會繼續招兵買馬，並研
究節流方法。有其他院校近日表態指削減
3%至5%撥款屬可接受，林大輝指「別人的
3%和我們的3%不一樣」。
被問及會否透過增收授課式研究生、提高

非本地生學費以彌補削資的影響，理大副校
長（研究及創新）趙汝恒回應指，增收學生
可提高學費收入，但若不增聘教師會影響課
程質素，令大學的國際排名受影響，需要作
出平衡。
理大副校長（教學）黃國賢補充，大學
每年均會檢視非本地生學費，現時學費可

收回成本。目前該校整體非本地
生比例約兩成多，要等2027年
九龍塘及何文田學生宿舍落成，
才有望將非本地生比例提高至
40%上限。

有信心辦成醫學院
距離提交籌建本港第三間醫學

院建議書的期限餘下約一個月，
滕錦光表示，已經完成草擬，內
容上會精益求精，而專家委員
會、教學模式、課程設計及資金
來源等都十分重要，校方會在建
議書詳細交代，又對成功爭取開
辦充滿信心。
他表示，理大在醫療方面已有

45年辦學經驗，為香港醫療產業培養逾5萬
名畢業生，是大學堅實的基礎，若能開辦醫
學院，進行醫工結合，將使其成為全面「全
生命周期」的醫療教學機構。同時，理大擁
有約1,300名醫療相關教研人員和90多個實
驗室，均可用於培訓醫科生，「性價比是好
高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區政府在
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透過旗下的5個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為有經濟困難的專上學生
提供助學金及/或生活費貸款。據教育局最
新數字顯示，2024/2025學年至去年底，學
資處的各項相關計劃共有5,197宗拖欠還款個
案，涉款9,734萬元，均較之前一年略減。本
學年至上月底採取法律追討行動個案，則有
583宗。
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書面回覆

立法會議員提問表示，考慮到專上課程學生
的負擔，現時學生資助計劃的標準還款期已
延長至15年，學生可選擇在畢業後一年才開
始還款，有實際困難者更可申請免息延期最
長兩年。在疫情期間至今年3月31日，特區
政府亦進一步提供五年免息延遲償還貸款的
暫緩期，即整個還款期最長可達22年。

583宗採取法律追討
針對拖欠還款現象，教育局回覆的資料顯

示，2024/2025學年截至去年底，5個專上學
生資助計劃共涉5,197宗相關個案，較上學年
全年的5,327宗微降2.4%，所涉款項9,734萬
元則降2.6%。
近年，學資處會積極向多番催促和追討後

仍未回應或未還款者採取法律追討行動，
2024/2025學年至上月底共有583宗，獲法庭
判定勝訴的案件，包括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
等。2023/2024學年全年，法律行動追討的個
案則有984宗。
涉及學生資助借款人去世或破產後的撇賬

個案，本學年共有 40 宗，比起疫情期間
2021/2022學年高峰期的166宗大減76%。

本學年拖欠學貸5197宗涉款近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1月新上任的香港浸會
大學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黃英豪表示，該校將充分利用
「兩制」的優勢，持續吸引國際人才及學生，提升國際化
水平，以響應特區政府的號召，助力香港建設國際高端人
才聚集高地。
2002年起出任浸大校董會及多個委員會成員的黃英豪，近
日接受浸大大學合作發展處專訪，講述該校最新發展。
談到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吸引全球優秀學生的問題
時，他強調，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能夠最大限
度發揮「聯通世界」的區位優勢，「我們既是14億人口
大國的一部分，同時又保留香港較為獨特的制度，這使得
我們能夠更有效地與世界各國交流，因此，香港相較內地
更容易吸納國際人才及國際學生。」
他特別提到，得益於特區政府今學年起將八所資助大學
非本地生上限提升至40%，為浸大提供了更多空間招收國
際學生，進一步加強校園國際化，更好推廣「留學香港」
品牌，「這些年，我親身感受到我們這幾任校長和高層在
招收國際學生方面做了很多工夫，可以說，現在浸大要去
吸引更多（國際）學生，我們是很有底氣的。」

「一校兩園」應對灣區高教新形勢
隨着香港逐漸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在大灣區框架
下，高等教育領域正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的新局面。作為本港第一所於內地開辦分校的大學，位於
珠海的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UIC）今年已創辦20周年，黃英豪表示，浸大近年的
「一校兩園」方針，正是應對灣區高等教育領域新形勢的
重要策略，過去20年兩地已打造出良好合作基礎，「現
在以我們浸大九龍塘的校園，再加上珠海校園，能夠輻射
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則是成倍增加。」
黃英豪說，自己上任後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正正是要
進一步加強浸大與珠海UIC校園及合作夥伴北師大的關
係，以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大局，為未來發展奠基。
他強調，浸大作為研究型博雅大學，除了在學科領域做

得更深更精外，亦希望透過形塑青年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培
育，讓學生能夠成為有道德水平、對世界有廣闊認識且具備家國情
懷的人。當前，大灣區正逐步真正實現互聯互通、融合發展的新局
面，為本港學生更全面認識祖國發展，厚植家國情懷提供了良好條
件，「希望我們的學生不僅了解自己家在新界、九龍和香港
（島），更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不僅實時了解大灣區的發展變
化、國家的發展變化，同時也要關注如東盟及世界其它地區的最新
動態，拓寬對世界的認識。」

●理大一眾高層分享新一年的願景，並將許願卡掛上「理大許願
樹」。 理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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