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鄧
飛表示，一般來說，就業市場競
爭力較強的人才，合約完結後應
可順利獲續約或有新公司聘用，
未必受續簽收緊影響。不過他亦
強調，人才政策應兼顧不同行
業，例如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在
港發展未成熟，如相關人才因公
司結業或收縮職位而無法續簽，
最終需要離開香港，這對香港多
元化發展未必是好事。
他認為，人才續簽政策可加入一
定彈性，如考慮為首次續簽者提供
多數個月至半年的寬限期，讓他們
有空間尋找新工作。

民建聯「人才
高地」辦公室主
任葉文斌也留
意到網上關於
IANG 續 簽的
討論，對持簽
人的憂慮表示
理解，但強調
隨着來港發展

的人才增加，入境處等部門的把
關工作更見重要，除了要在適當
時間審批個案，更要防止人才計
劃被濫用。他認為現行政策在確
保人才質量的同時，亦會持續優
化完善人才留用機制，以配合香
港發展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楚意）
對於部分人才計劃續簽時參考僱
傭合約期限，立法會議員、香港
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尚
海龍曾向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和入境處查詢，獲回覆指會靈活
考慮申請者過往履歷及在港就業
情況，並根據個案批出短期簽證
/ 簽註，例如一至三個月或最長
半年，以便完成續簽程序。
他認為，這種短期安排需視乎

具體個案判斷，強調申請者應尊
重入境處保留對每宗個案的最終
裁決權。
不過他亦提到，部分工商界因

對未來發展存不確定性，或傾向
簽訂短期合約，這會導致入境處
按短合約批出續簽期，容易形成
簽證 / 簽註和合約期變短的惡性
循環。此外，不少科研人員是按
特區政府或資助機構批出的項目
以短期合約受聘，若項目未能延
續，或讓相關人員需要離港，有
機會造成科研人才流失。

提前續約不易
留港期過短憂難轉職
曾於英國修讀碩士並工作4年

的Nancy，因喜歡香港的國際化
環境和文化選擇來港讀書，2023
年畢業後透過IANG留港，現於
學校從事行政工作，今年稍後需
要續簽。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對IANG續簽更改成「僅批至合
約到期日」感措手不及，認為做
法忽視了香港短期合約制職位相
當普遍的實況，或會影響人才留
港的意願。
Nancy指，部分非本地生畢業

後於 7 月至 8 月獲批 IANG 簽
證，並在9至11月找到兩年制的
合約工，按新政策續簽時或只能
獲數月甚至一個月留港期；而續
簽多數依賴僱主提前續約，一旦
原僱主因經營變化而未能續約，
簽證到期後如何合法申請轉職、
會否令連7年的居港期斷簽等也
是未知之數。

來自東南亞、
現於本港大學進
行可持續發展研
究的Yan說，其
研究工作為一年合約制，新安排
下其 IANG 或僅獲批續簽 6 個
月，不便之外也影響留港規劃。
他認為，IANG是吸引非本地生
來港的重要配套，很多人誠心留
港發展，認為政策應提供更多彈
性，避免削弱香港對國際人才的
競爭力及吸引力。

IANG續簽調整 掛鈎聘用期
入境處：包括但不限合約期審核 確保申請人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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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香港中學文
憑試（DSE）核心科筆試已完成，數萬名考
生亦要準備探索各自的升學前路。由今年9
月新學年起，香港八所資助大學在相隔28年
後再次加學費，是連續第三年每年平均加幅
約5.5%。學費上漲的趨勢不僅限於八大，新
學年多項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亦普遍增
加。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香港各所專上院校
的最新課程資訊，發現新學年逾170項本地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大多有上調，普遍加
費約為 2%，有個別課程加幅較高超過
14%，更有以全球合作為賣點的「天價」課
程加費後首年學費接近55萬元。不過，有部
分課程因為調整學分收費或納入資助計劃，
出現逆市減費情況。

嶺大環球經濟銀行加14.3%
根 據 「 經 評 審 專 上 課 程 資 料 網
（iPASS）」的數據顯示，2025/2026學年共
有15所專上院校提供173個全日制經本地評
審的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與2024/2025
學年相比，大多課程均有加費（見表）。其
中，嶺南大學自資開辦的環球經濟與銀行課
程，首年學費從14萬元上調至16萬元，加
幅高達14.3%，為加幅最高的課程之一。
香港科技大學自資開辦全球工商管理學士
（World Bachelor in Business）課程，該課程
與美國南加洲大學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學合
作，可獲頒授三校學位，學生會在三地各修
讀一年，第四年可於獲取錄的大學學習。按
課程安排，學生首年會在南加大上課，
2025/2026學年學費將上調至546,222港元，

加幅為5.6%，四年總計學費近126萬港元，
屬於天價自資學士課程中的佼佼者。
去年升格為香港首間應用科學大學的香港
都會大學，亦開辦了多個學費較高的自資課
程。其中，物理治療學及醫療化驗科學課
程，2025/26學年學費分別為174,360港元和
174,290港元，加幅均為2.1%。
不過，有關課程均被納入特區政府教育局
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
DP）」，2025/2026學年入讀的本港學生均
可獲81,450元學費資助。

下調學分收費或納入資助計劃
東華學院的醫療影像學課程，以及香港樹
仁大學的應用數據科學課程，將於 2025/
2026學年首次納入SSSDP資助，雖然其學費
在賬面上有所調高，但入讀學生實質需要繳
交的費用仍大減近半，前者由166,000元減
少47%至88,030元，後者減少49%至47,296
元。
職業訓練局轄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亦逆市減價，其園藝樹藝及園境管
理課程，學費從 106,755 元下調至 102,000
元，減幅為4.5%。扣除SSSDP資助後，學
生首年實際需支付50,120元，較2024/2025
學年的 55,945 元減少 5,825 元，減幅達
10.4%。
THEi回覆文匯報查詢時解釋，上述課程
在2025/2026學年進行重新評審，將調整每
學分學費和所需修畢學分，包括考慮將部分
必修科目改為選修科目，鼓勵學生投放更多
時間於實習，以深入了解實際職場需求。

港科大全球工管課程首年學費天價近55萬

香港科技大學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 517,126元 546,222元 ↑5.6%
香港都會大學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170,780元 174,360元 ↑2.1%
香港都會大學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170,710元 174,290元 ↑2.1%
東華學院 醫療影像學（榮譽）理學士*^ 166,000元 169,480元 ↑2.1%
東華學院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162,660元 166,070元 ↑2.2%
聖方濟各大學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160,260元 163,620元 ↑2.1%
嶺南大學 環球經濟與銀行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140,000元 160,000元 ↑14.3%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榮譽）理學士 106,755元 102,000元 ↓4.5%
耀中幼教學院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93,460元 95,420元 ↑2.1%
香港樹仁大學 應用數據科學（榮譽）理學士*^ 92,142元 94,076元 ↑2.1%

*為SSSDP資助課程，本地學生2025/26學年可享有46,780元至89,620元資助。上述學費為未扣除資助額數字。
^2025/26學年起新納入SSSDP，學生實際繳交的學費將較2024/25學年減少

資料來源：iPAS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特區政府近年再推出包括「高才通」等人才計劃，為本港以至
國家未來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同一時間，如何防止制度遭

濫用，讓香港能吸納真正有意留港工作及居留的人才，亦是政
策焦點之一。

「高才通」續簽看齊合約聘用期限
近月社交平台流傳，部分「高才通」申請人在簽證 / 簽註獲
批後，其實並未有實際來港，只打算藉輸入人才及其子女受養
人的身份取利，甚至有人有意以掛名受聘的「掛靠」方式爭取
續簽。事實上，嚴格處理人才計劃的續簽安排，被視為其中一
種應對方案，「高才通」的續簽須知便列明，申請人必須證明
其已在港受聘並能獲穩定收入，或已在港開辦或參與業務，如
獲批准一般可延長逗留不多於3年，或至其在港的僱傭合約的
有效期限屆滿，以較短者為準。
除「高才通」續簽與合約制聘用期限看齊之外，近日多名以

合約制獲聘的非本地畢業生發現，其IANG簽證 / 簽註在首次
兩年時限到期後，續簽時亦只會根據僱傭合約到期日批出（見
另稿）。
就有關情況，入境處回覆香港文匯報指，處方一直保持敏銳
觸覺，與時並進，以應對新的挑戰，在簽證 / 簽註審批方面一
直與相關政策局保持溝通，因應社會環境的情況及需要，在便
利與管制當中致力取得適當的平衡；處方會按照相關政策依法
處理每宗IANG申請個案，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入境處進一步解釋，非本地畢業生/大灣區校園畢業生提出
IANG續期申請時，通常會以「3-3年」的模式獲准在港逗留，
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然而那只是一般做法，不適用於所
有個案，亦不代表在任何時候提出的申請都必然會有這申請結
果，與其他的入境計劃做法一致。
在實際審批過程中，處方會嚴格依據各項審批準則，包括但

不限於有關合約期限審核，其延長逗留期一般不多於3年，或
至僱傭合約屆滿，以較短者為準。
入境處又表明，會就每宗個案的實際狀況進行個別及深入考
量，確保符合政策規定，及確實有意留港工作及居留的申請人
才能獲批延期，若流程中個別擔保公司提供書面聘請承諾，亦
將被納入審批時的考慮範疇。為提升審批程序透明度，處方已
將審批相關資訊於官方網站「常見問題（FAQs）」列出，以便
有需要者更詳細了解審批的考慮因素。

與英澳等地續簽要求相似
記者翻查多個地區的人才引進技術類簽證政策，發現包括
英國、澳洲等地均採用「簽證期與聘用合約期限掛鈎」的原
則，與本港的續簽要求相似。如英國的技術工作簽證續簽
時，申請人需證明仍受僱於同一僱主且薪資需達到行業標準
或最低年薪門檻，若申請人合約剩餘期限少於簽證最長年
限，簽證將按合約剩餘期限批出；澳洲的臨時技術短缺簽證
同樣將簽證期限與勞動合約期限緊密結合，簽證批出時通常
會與合約期限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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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學年
首年學費

2025/26學年
首年學費

增減課程名稱
部
分
自
資
學
士
課
程
學
費
加
幅

暫齊 要八轉A10 HSH02：配 IANG續簽 回應＋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楚意）對於部分人才計劃續簽時參考僱傭合約期限，立法會議員、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尚海龍曾向特
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和入境處查詢，獲回覆指會靈活考慮申請者過往履歷及在港就業情況，並根據個案批出短期簽證 / 簽註，例如一至三個
月或最長半年，以便完成續簽程序。他認為，這種短期安排需視乎具體個案判斷，強調申請者應尊重入境處保留對每宗個案的最終裁決權。

不過他亦提到，部分工商界因對未來發展存不確定性，或傾向簽訂短期合約，這會導致入境處按短合約批出續簽期，容易形成簽證 / 簽註
和合約期變短的惡性循環。此外，不少科研人員是按特區政府或資助機構批出的項目以短期合約受聘，若項目未能延續，或讓相關人員需要離
港，有機會造成科研人才流失。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鄧飛表示，一般來說，就業市場競爭力較強的人才，合約完結後應可順利獲續約或有新公司聘用，未必受續簽收
緊影響。不過他亦強調，人才政策應兼顧不同行業，例如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在港發展未成熟，如相關人才因公司結業或收縮職位而無法續
簽，最終需要離開香港，這對香港多元化發展未必是好事。他認為，人才續簽政策可加入一定彈性，如考慮為首次續簽者提供多數個月至半年
的寬限期，讓他們有空間尋找新工作。

民建聯「人才高地」辦公室主任葉文斌也留意到網上關於IANG續簽的討論，對持簽人的憂慮表示理解，但強調隨着來港發展的人才增加，
入境處等部門的把關工作更見重要，除了要在適當時間審批個案，更要防止人才計劃被濫用。他認為現行政策在確保人才質量的同時，亦會持
續優化完善人才留用機制，以配合香港發展需要。

提前續約不易 留港期過短憂難轉職
曾於英國修讀碩士並工作4年的Nancy，因喜歡香港的國際化環境和文化選擇來港讀書，2023年畢業後透過IANG留港，現於學校從事行政

工作，今年稍後需要續簽。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對IANG續簽更改成「僅批至合約到期日」感措手不及，認為做法忽視了香港短期合約制職
位相當普遍的實況，或會影響人才留港的意願。

Nancy指，部分非本地生畢業後於7月至8月獲批IANG簽證，並在9至11月找到兩年制的合約工，按新政策續簽時或只能獲數月甚至一個
月留港期；而續簽多數依賴僱主提前續約，一旦原僱主因經營變化而未能續約，簽證到期後如何合法申請轉職、會否令連7年的居港期斷簽等
也是未知之數。

香港近年積極吸納外地高學歷人才，相關政策配套大受關注。香港文匯報近日接獲

非本地畢業生表達對「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 回港就業」安排（IANG）修訂續簽的關注，該

安排近期把原本的「2+3+3（年）」續簽模式，改為根據僱傭合約批出續簽期限，有

關調節並不影響以長工受聘者，但對合約制僱員來說，有機會出現簽證 / 簽註「只續

簽一兩個月」的現象。香港入境事務處詳細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為有關人士釋疑。

該處表示，本年初對審核流程進行更多方面考量，旨在確保真正有意留港的申請人才

能夠獲批，續簽會按申請人的就業薪酬福利或業務營運發展，以及留港時間作考慮。

有關規定亦與英國、澳洲等地政府的續簽要求相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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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與美國及意大利大學合辦的全球工商管
理學士課程，首年學費將增至近55萬港元。

課程網頁截圖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課程「逆市減價」，圖
為其柴灣分校校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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