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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一行20人，包括會
長吳佶財，第一副會長林怡豐，副會長黃定

亞，司理余義源，財政蔡榮淨和數位首長夫人及鄉
親等，首先來到香港普寧鄉會紅磡會所探訪交流。
雙方首長舉行座談，彼此共聚鄉情友誼，增強聯
繫。晚上席設九龍站「圓方」利苑酒家接待新加坡
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
4月16日，代表團前往嗇色園黃大仙祠參拜，全
程有導賞員帶領，深入了解嗇色園黃大仙祠的文化

和歷史。此行特別感謝嗇色園董事會前主席馬澤華
親臨接見及安排接待。
4月17日，香港普寧鄉會於九龍站圓方王子飯店
設歡送午宴款待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由會長
張仲哲、副會長兼秘書長陳榮欣及總務主任王
文生接待。餐後大家前往高鐵站歡送南洋普寧
會館代表團。及後，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代表
團乘坐高鐵前往普寧市，三天探訪活動圓滿結
束。

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到港
與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交流

4月15至17日，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到訪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15日，香港普

寧同鄉會會長張仲哲，監事長許義良，常務副會長陳少洪及副會長兼秘書長陳榮欣率該會

副會長及主任等眾首長到機場迎接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

●在機場迎接新加坡南洋普寧會館代表團合影。

●雙方首長在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會所舉行座談交流。

●參觀嗇色園黃大仙祠合照。 ●歡送午宴合照。

團體促加快兩地專業資格互認
鼓勵更多港企內地招人 助內地畢業港生就業

現時在內地就讀的港生據統計已增至約2.3

萬人，創歷年新高。然而，港生在內地高校畢

業後，面臨着工資待遇、資格互認和信息獲取

方面的一些困難。「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昨日

在廣州發布《內地畢業港生出路研究 2025》研

究報告，顯示近年來赴大灣區發展的「意願指

數」雖持續上升，較2019年增長18.6%，但在

實際了解薪資與租金情況後，最終選擇在大灣

區就業的港生卻下降了13.9%。團體建議進一

步加快兩地專業資格互認機制，特別是在醫

學、法律、金融等關鍵領域，同時鼓勵更多港

企與香港公共機構到內地招人，以縮短信息斷

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職業就業去向、
工資水平一覽：

工資指數：
●在內地工作的人群收入：
集中在人民幣5,000元至8,000元
檔次，中位數漲幅同比2019年增
長8.3%

●在香港工作的人群收入：
集中在港幣15,000至20,000元檔
次，中位數漲幅比 2019 年增長
10.6%。

就業去向：
●醫學專業：
87%的醫學專業受訪者在本科畢業
後選擇升讀研究生

●法學專業：
受訪者中返港就業近一半可達25,000
元港幣以上，回流香港意願強烈

●經管專業：
有67%的人選擇回港或到廣州深圳
發展

●約七成的人有意願成為香港或內地
公務員；約5%的人因工作穩定性
高願意成為內地公務員

資料來源：

《內地畢業港生出路研究 2025》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醫院管理局去年
成立「公立醫院系統管理檢討委員會」，就提升
質素與安全提出31項建議。局方昨日公布落實相
關建議的工作進展，包括培育發言人團隊，加強

事故應變團隊，以及優化根源分析，引入外部專
家幫助分析複雜事故成因，具體措施包括為急診
室配備腎上腺素預充筆、引入充氣式保溫系統
等。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
示，醫管局已就過去的醫療事
故通過引入「人因工程學」分
析作出改進，從設備設計入手
降低人為失誤，如為急診室
新 配 備 「 腎 上 腺 素 預 充
筆」，僅能用於肌肉注射，
避免過往緊急情況下誤用靜
脈注射的風險；手術室採用
「充氣式保溫系統」，術前
為患者加溫，現已在24間有
手術室的醫院推行，病人術
後出現低溫情況比率減少約
50%。醫管局又逐步將傳統手
寫處方轉化為電子記錄，降低
人為錯誤風險。

手寫處方轉電子記錄 減人為錯誤
為加強事故後的公眾溝通，醫管局各聯網正培訓

發言人團隊，成員須具備臨床經驗及質素安全管理
知識，並對醫院行政運作有相當經驗。他們會接受
專業發言技巧及危機應對訓練，確保能以清晰易懂
語言向公眾說明事故原因，「過往事故解說多由醫
院總監或部門主管負責，但引述過多專業術語可能
令公眾難以理解，更可能誤會院方刻意隱瞞。專業
發言團隊可更有效傳遞信息，同時體現問責精
神。」
醫管局並會加強醫院事故應變團隊，為成員提供

培訓，對事故涉及的病人、家屬和醫護人員針對性
做工作，各司其職，提高效率，確保醫院有效應對
潛在危機，團隊內每個崗位有特定的成員和功能，
避免工作重疊。
同時，醫管局會優化根源分析，多角度分析系
統問題，改善醫療流程，具體包括加開培訓班，
讓更多員工能理解並掌握有關根源調查分析的專
業知識，並強化根源調查委員會組成，讓合資格
人員擔任委員會主席和協調員，並引入外部專家
參與，包括人因工程學專家，提升根源調查質
素。
高拔陞表示，未來將定期公布工作進展，並計劃
今年6月前全面落實委員會建議。

小學幼園學生各跌5萬 教師流失率續回落

醫管局培育發言人團隊 更清晰易懂解說事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出生人口下
降，對各級學校收生及營運帶來一定影響。據
2024/2025學年香港最新中小學、幼稚園教育統計
資料顯示，其中的小學生總人數已持續5年下跌至
31.9萬人，與2019/2020學年相比累計減少逾5萬
人。幼稚園學生同期也大減約5萬至12.5萬名，由
於幼稚園只得3個年級基數較小，其跌幅接近三
成，中學生則微增4%。另一方面，中小學的教師
流失率過去兩年都持續回落，中學由2022/2023學
年的9.9%減至本學年的7.1%，小學流失則由8.9%
減至7.4%。
教育局近日發布今學年中小幼及特殊教育最新統

計，顯示中學生人數有輕微增長，在2019/2020至

2023/2024的5個學年間均約為32萬至33萬人，至
2024/2025學年略增至34.1萬人。相對來說，小學
及幼稚園受學生人口減少的衝擊明顯更大，兩者均
已連續 5個學年下降，小學由 2019/2020 學年的
37.3萬人，2024/2025學年減至31.9萬人，累計減
幅 14.5%，幼稚園學生更由 17.4 萬名大減 28%至
12.5萬名。

持單程證來港首讀中小學人數大幅反彈
是次統計資料亦分別列出了持單程證的內地新來
港首次入讀中小學學生人數，數字較過去疫情的低
位大幅反彈。以2020/2021學年的低位計，新來港
學生只有3,571人（小學2,975人，中學596人），
2024/2025學年回升至7,085人（小學4,614人，中
學2,471人），增長約一倍。
隨着學生人口變化，幼稚園及小學的教師人數近
年均相應減少，中學教師則略有增加。此外，
2024/2025學年各級教師的流失率則較過去兩年的
高位回落，中小學分別減至7.1%及7.4%，而幼稚
園則為16%，亦較2023/2024學年的19.1%明顯減
少。
融合教育亦是近年香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教
育局統計列出近6年在公營普通中小學就讀而有特
殊教育需要（SEN）學生人數，由2019/2020年的
5.3萬名，大增28%至今學年的6.8萬名，其中最多
人為特殊學習困難，佔近2.9萬人，其次為注意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的 1.6 萬人，及自閉症的 1.4 萬
人。

該報告收回500份有效問卷，調查覆蓋15個省市的79
所高校，收回有效問卷共500份。從就業數據來

看，受訪者中有逾四分之一仍在待業，其中一半為應屆
畢業生。
在就業競爭激烈的內地市場，「香港長大」的港生失
業率比「內地長大」的高出約4個百分點，尤其以文
史、法學等人文社科專業最為顯著。
醫學、法學、經濟與管理，是目前港生赴內地就讀的
三大熱門專業，該報告為此分類進行了調研。在醫學專
業方面，87%的受訪醫學港生選擇繼續升學。由於內地
對醫生學歷要求極高，要求必須為博士，並具備SCI期
刊論文，加上規培名額緊張、檔案管理不暢等問題，不
少人計劃回港執業。受訪者普遍認為香港醫生待遇高、
培訓制度更成熟，且兩地資格互認政策已逐步推行，尤
其對來自8所內地高校的港生更為有利。
在法學專業方面，受訪港生反映內地執業門檻高，收
入普遍在1萬至1.5萬元人民幣之間，而香港法務收入可
達2.5萬港幣以上。資格互認障礙令不少法學港生在內地
執業信心不足，擔心客戶信任度及案源問題。回港執業

則需重新修課、考試，時間和成本高。

67%商科生傾向回港或赴深穗發展
在比較熱門的「商科」經濟與管理專業港生中，有四
成內地就業港生薪酬低於1萬元人民幣，加之專業認證
門檻高、行業人脈資源薄弱，不少人認為發展前景與自
身規劃不符。67%的經管港生表示更傾向回港，或選擇
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約七成受訪港生有意加入公務員系

統，其中超過一半希望成為香港公務員，原因多集中於
高起薪與穩定性。其中，有35%受訪港生認為成為任意
兩地公務員都可以。相較而言，僅5%的港生明確表示希
望投考內地公務員，這也反映出內地公務員較少向港生
宣傳，港生對是否可以考取內地公務員、如何提交材料
和程序存在顧慮。

港生對內地申公職資格要求一知半解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表示，內
地畢業港生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求職信息匱乏，

「目前缺乏專門針對港生的招聘平台是不少受訪者的共
識」，加上大灣區以外地區對港生的宣傳有限，使得許
多港生對內地公職申請流程、資格要求等一知半解。
他建議由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牽頭，聯合地方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高校就業指導中心及香港勞工處等
相關部門與機構，在港生較多的地區建立專屬港生的招
聘信息平台。整合內地與香港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
對港生校招與社招信息，增設「求職技能培訓」，提供
簡歷優化、面試技巧。
同時，應借鑒內地流動人員人事檔案經驗，在港生最
多的大灣區，建立「大灣區數字人才檔案」官方系統，
統一錄入港生的高校學術成績、技能證書、實習項目、
科研成果等數據。
在醫學方面，他建議取消中醫專業港生的1年培訓，

與內地生同等執業方式與實踐；醫務衞生局等相關部
門，將更多專業與內地高校納入承認範圍，開放更多特
別註冊崗位。在法學方面，建議借鑒粵港澳大灣區律師
的相關規定，在粵港澳大灣區取消訴訟業務涉港澳台業
務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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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昨日召開記者會，就落實提升質素與安全的工作進展作出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攝

●據最新教育統計資料顯示，與2019/2020學年相
比，幼稚園學生大減約5萬至12.5萬名。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