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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特區政府將本港資助大學非本地本科生收生
額倍增至40%，加上各校加強宣傳其卓越的教

研水平，「留學香港」的吸引力正愈見提高。港科
大昨日公布，該校2025/2026學年非本地本科生入學
申請創歷史新高，申請人來自超過85個國家及地

區，包括德國、法國、哈薩克斯坦、蒙
古、阿聯酋、菲律賓、越南、泰

國和烏茲別克斯坦
等。

港中大將逐步增逾千宿位迎新生
為推廣「留學香港」，港科大近期加強了在印

度、印尼和哈薩克斯坦等「一帶一路」國家的招生
力度，近期推出「創睿學子（I.ELITE）」和主題暑
期訓練營兩項全新舉措，以招募海外優秀高中生於
升大學前體驗在港學習與生活。
香港文匯報就最新招生狀況向其他大學查詢，港

理大回覆表示，新學年將取錄約1,200名非本地生，
共接獲逾2.1萬人申請，創紀錄新高。為吸引更多優
秀非本地學生就讀，該校正興建兩所學生宿舍額外
提供約2,900個宿位，預計於2028年第二季起逐步完
成。
港浸大表示，該校內地生申請數由2024/2025學年

的1.1萬人增至新學年的1.26萬人，取錄數由逾400
名增至近600名，至於內地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非
本地生申請，更按年大增逾五成；校方會擇優而錄
並繼續加強招生以達至40%非本地生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表示，將於2025/2026學年透
過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統招）錄取
400名內地高考生，惟沒有實際申請人數，
除統招外，該校收到逾一萬份非本地本科
生申請。該校會逐步增加宿位及配套設
施，包括至2027年本科生宿位增加約
1,100個。
香港城市大學表示，該校非本地生
數字一直平穩向上，去年錄取人數已

增逾兩成，新學
年申請人數亦顯
著增加。
嶺南大學表
示，該校新學年
收生程序仍在進
行，其中研究生
院預計學生人數
將比去年有所增
加。香港教育大學未有具體回應收生狀況，但強調
會致力推動國際化，積極招收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本
地生。

港大向哈佛轉校生發多份錄取通知
港大新學年非本地生申請還未截止，校長張翔率
先透露，因應美國簽證政策對當地國際留學生的影
響，該校已收到約300人查詢，以及逾百份轉校申
請，包括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哈佛學生，經嚴格篩選
後港大已發出多份錄取通知，但未透露具體人數。
他強調，港大此舉是為優秀人才提供繼續學業或研
究的支援，並非要從中取利。
率先向哈佛學生招手的港科大昨日補充，該校已
收到全球近200名受美國政策影響的學生查詢，並已
向6名獲取錄哈佛或在校研究生發錄取通知，其研究
領域涵蓋科學、科技、人文學科及跨學科領域等，
當中5名來自巴基斯坦、格魯吉亞和內地申請人已接
受錄取。

接獲近2萬份非
本地本科生入學申

請，競逐約800個
學 額 ， 創 歷 史 新

高，其中國際生的
申請增加約四成；另
有5名已獲哈佛大學
錄取或在讀研究生，
已接受港科大錄取

香港科技大學

至今接獲約300名在
美留學生查詢及過百
份轉校申請，包括哈
佛大學學生，已發出
多份錄取通知

擬錄取約400名內地高
考生；除經統招申請的
內地高考生之外，共收
到逾一萬份其他非本地
本科生申請

共接獲逾2.1萬名非本
地生（包括內地生及
國際生）申請，人數
創紀錄新高，擬錄取
約1,200名非本地生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來屆非本地學生申請
人數顯著增加，料
錄取及入讀人數
將相應增加，
包括透過內地
高考統招取
錄約300人

本科生及研究生收生程
序仍在進行中，研究生
院預計，新學年學生人
數將有所增加

未 有 提 供 招 生 狀
況，但強調會致力
推動國際化，積
極招收來自世界
各地的非本地
生

香港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已接獲約12,600名內
地學生申請，擬招收
近600人；來自內地
以外非本地生的申請
人數按年大增逾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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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註11：：港大非本地申請仍在進行中港大非本地申請仍在進行中；；內地招生將內地招生將
於本月底截止於本月底截止，，其他非本地生則於其他非本地生則於88月下旬截止月下旬截止
註註22：：港中大及港城大透過統招取錄內地高考港中大及港城大透過統招取錄內地高考
生生，，未有獨立申請數字統計未有獨立申請數字統計；；其餘港校則對內其餘港校則對內
地高考生採自主招生地高考生採自主招生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鄭世雄A1

習近平將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檢閱部隊
A3-A5

「留學香港」吸才強勁
哈佛5尖子棄美投港
港科大理大分別收兩萬非本地生申請創新高

資料來源：各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高等教育體
系近年表現愈見卓
越，在上星期公布

的QS世界大學排名2026中，再次有5所大
學打入百強，整體進步率達至最高水平。
其中，香港大學更躍升6位至全球第十一
的歷史高位。港大校長張翔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等媒體專訪時表示，排名只是外
表，學術才是香港高等教育的內功，「只
有把內功練好，外表才能真正出彩。」他
強調，「為中國而立」是港大的使命，期
望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推動香港成為全球人才留學、創新與研究的首選地點，「我們要為
中國培養人才，也要為世界培養懂中國的人才。」

勿太着眼大學排名 聚焦內在學術發展
張翔在訪問中分享了在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過程中港大的實踐
與思考。他認為，大學排名的佳績，體現了港大在學術上的大幅提
升，以及大學仝仁對精益求精的堅持，但強調不應太着眼於外在的
排名資訊，更需要聚焦大學內在的學術發展。對港大來說，引進多
元化人才正是提升學術水平的關鍵，單在2024年，港大已吸引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120多名國際頂尖學者加盟。
自張翔出任校長以來，港大積極網羅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世
界級精英學者，又推出「HKU 100」計劃，吸引新興領域中具突
破潛力的傑出學者。他提到，以科睿唯安「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

名單為例，港大上榜學者人數，由2018年的15名，增至去年的53
名，這說明了大學科研水平和教學質量的提升，校方亦會營造良好
的學術氛圍，鼓勵學者潛心基礎研究，推動源頭創新，進一步鞏固
香港的學術影響力。
張翔表示，港大始終牢記百多年前創校時「為中國而立」的使命，
會在「一國兩制」下依靠香港國際化的環境和特色，匯聚全球精英學
者。過去5年，港大三度獲評為全球最國際化的大學，現時吸引來自
94個國家或地區的學生，這種多元文化環境成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
樑，推進香港於全球人才培育及科研創新的角色，為國家吸引和培
養大量優秀人才，以實際行動助力國家建設教育強國的發展戰略。
談到未來發展，張翔表示，港大將借助在全球排名中的佳績，進
一步支持特區政府「留學香港」品牌推廣。目前香港8所資助大學
已開展聯合宣傳，製作全球播放的宣傳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歐洲、美洲及日本等地的推廣活動，歡迎全球優秀學子
到香港學習，致力成為「中國的世界學堂」。

力推「香港國際開放科學實驗室」建設
張翔又透露，正推進「香港國際開放科學實驗室」的建設，主要
聚焦三個方面：一是建設「人才蓄水池」，吸引頂尖人才在香港從
事基礎性、原創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產生新的發明創造，使香
港工業更加多元化；二是引領全球合作，尤其是在氣候變化、人類
健康、癌症及疫情等全球性課題上發揮領導作用；三是提升教育質
量，引進人才培養頂尖青年和推動創新。
「希望我們的學生未來也能成為頂尖企業家，帶動香港經濟增

長。」張翔笑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張翔：港大為國育才 也為世界培養懂中國人才

全球人才環境複雜多變，香港高等院校

擁抱國際化，積極吸引全球頂尖學者和學生

來港發展，加上特區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

支持，各大學接連於國際評比中創出佳績，

為香港國際教育樞紐之路奠下堅實基礎。在

9月即將到臨的2025/2026學年，香港多所

大學面向全球招生的反應持續升溫，香港科

技大學接獲近兩萬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請，創

歷史新高，該校國際生申請亦按年增四成；

香港理工大學的非本地生申請同樣創新高，

超過2.1萬人；香港浸會大學內地以外非本

地生申請也按年大增逾半。由於美國留學政

策混亂，單是港科大和香港大學就收到約

500名受影響者查詢，多名哈佛大學

學生獲發錄取通知書，其中

5人已接受港科大錄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港大校長張翔近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等媒
體訪問。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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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地緣政治格局持續動盪，張翔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當前人類面臨包括氣候變化、公
共衞生等共同挑戰，任何國家都難以獨自應對，為此國家勇立
潮頭，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持續提升科技與教育實
力。在此脈絡下，他認為香港更應該發揮「超級聯繫人」作
用，成為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排頭兵，讓國家展示引領全球合
作的包容態度和大國風範，進一步提升國際形象和影響力。

助力國家突破「卡脖子」難題
在高等教育、科技和人才層面，張翔提到，近日國際學術網
站Research.com發布的2025年度全球學者排名，在26個學科領
域中，港大有5人居亞洲第一，香港學者更經常在全國範圍內
保持領先地位，這充分證明香港在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方面的
卓越實力。香港應利用這個優勢，通過開展突破性、前瞻性研
究，助力國家突破關鍵領域的「卡脖子」難題，回應國家在加
強基礎研究和長遠科研規劃的戰略發展需求。
張翔指出，當前的國際合作，牽涉到一系列海洋開發與海洋
航道航行的國際公約與相關法律，需要大量海洋法律、國際談
判和海事仲裁人才，而現代國際海事、海商法等，大部分都屬
普通法體系，作為中國唯一普通法地區，香港在培養這方面人
才有獨特優勢，可以滿足國家對海事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
港大積極與香港航商會及內地多所知名學府，包括北京大學、
山東大學、廈門大學、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等
合作，為國家乃至世界航運培育具有國際視野、同時兼具大陸
法與普通法專長的海事法高端人才。
面向國家在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張翔坦言，要達成該目標時
間緊任務重，期望港大把握北部都會區的新引擎，建設國際化校
園，吸引全球和內地頂尖高校參與，打造獨一無二的國際教育平
台，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一體化的建設上，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香港科
技大學接獲

近兩萬份2025/
2026 學年非本地

本科生入學申請，申
請者來自超過85個國家和
地區。 港科大圖片

本本報報專訪專訪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9月3日舉行

精英逐夢綻放光芒
讚香江吸引力非凡

A2

地區治理初見成效
港人國家認同感趨增

A7

特朗普宣布伊以停火
數小時後兩國續交火

A20

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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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7474 今日出紙3疊8大張 港售12元

2025年6月
星
期
三25 晴轉多雲 酷熱驟雨

氣溫28-33℃ 濕度60-90%

乙巳年六月初一 十三小暑

立即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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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治理新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