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重返全球最佳留學城市二十強
打造國際教育樞紐漸見成果「留學香港」品牌響名堂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措施，大力在全球推廣「留學香港」品

牌，漸見成效。國際高等教育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昨日最

新公布的2026年最佳留學城市排名榜，在全球150個參評城市和地區中，香港由去年的第二十二位躍升5名，

排名全球第十七，再度躋身全球20大最佳留學城市之列，在合共六個評分指標中，大學排名、學生組成、嚮往

度及可負擔性四個關鍵指標上均有顯著進步，充分體現了香港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特區政

府打造國際教育樞紐的階段性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2026年最佳留學城市亞洲十強及各分項指標全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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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QS 2026年最佳留學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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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5位至全球第十七
QS的參評城市要符合人口規模達25
萬以上，且至少擁有兩所入選QS世界大
學排名的高等院校，並依據6個分項標
準，包括：院校學術排名、僱主招聘需
求、學生對該城巿的嚮往度、生活成本
可負擔性、學生群體多元化及學生評價
調查，各項指標權重均等，以全方位評
估各城市對國際學生的綜合吸引力與配
套支持能力。
是次排名中，首爾超越倫敦，躍居全
球最佳留學城市榜首，第二位是東京，
至於連續六年蟬聯榜首的倫敦，此次跌
至第三位，主要原因是「可負擔性」指
標大幅下滑，慕尼黑、墨爾本、悉尼則
順序位列第四至第六。

大學排名亮眼 列全球第七
至於香港，在多項指標中取得明顯進步，
表現亮眼。在大學排名的指標表現，上升
三位至全球第七，位居亞洲第四；加上香
港積極吸引不同地方的非本地生來港發展，
在反映學生群體多樣性及規模的學生組成
指標躍升8位，位列全球第四十七，與吉
隆坡並列。
在嚮往度方面，包括污染、安全、旅遊
評分、廉潔指數等指標，香港更首入全球
30強，排全球第二十九，居亞洲第四。至
於包括生活指數、居住與學費開支等的可
負擔性指標，則為香港的軟肋，雖然較去
年進步17位，但仍只排第八十五，明顯拉
低整體表現。
另外，香港在僱主活動指標上，亦較去

年下滑5位居第三十二；同時學生評價亦
微降一位至第三十七，這些方面仍有待加
強。
QS行政總裁 Jessica Turner 表示，香
港在最新發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表
現卓越，成為本年度亞洲進步最顯著
的高等教育體系，九所上榜院校中有
五所躋身全球前 70 強，而旗艦學
府——香港大學更逐步逼近全球前
十。在是次最佳留學城市排名中，多
個指標躍升，反映吸引國際生的成效
和其留學目的地聲譽提升。不過她指
出，香港面對公共財政挑戰，大學需
要可持續解決方案，如擴大非本地生
限額等政策增加招生，緩解財政壓
力。整體而言，她認為「留學香港」
等計劃能吸引全球人才，鞏固本港學

術科研樞紐地位。
此外，報告指出，今次大多數亞洲
城市在全球排名中有所上升。今年共
有39個來自亞太地區的城市上榜，其
中三個是新入圍的城市。在去年上榜

的34個亞洲城市中，今年26個城市排
名上升。多個亞洲城市創歷史最高排
名，包括首爾、吉隆坡（第十二）、
北京（第十三位）和台北（第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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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暢 實習記者
鄒孟奇 北京報道）中國科學院—香港青年實習計
劃開學禮15日在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召開。
今年的實習計劃將為20名香港青年提供六周的實
習指導，來自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聲學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軟件研究
所、微電子研究所、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計算
機網絡信息中心、自動化研究所等9家科研院所的
19位導師和19名內地研究生，將與20名香港青年
結對，在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物理學、聲學、
生物醫學等多個前沿領域開展深入的科技交流與
實踐。

盼同學學以致用 推動港創科發展
中科院學部工作局三級職員（正局級）周德進致

辭時表示，中科院智能科學與技術科普工作協作組
精心選擇在人工智能、數學、聲學等領域學科建設
好、師資隊伍強、人才培養經驗豐富的數學院、物
理所、聲學所等9家單位承接香港實習生，並設計
了涵蓋科研實踐、名家交流、科研院所參觀、企業
交流、中華文化體驗等多方面內容的實習課程體
系。「相信同學們通過本次實習，能夠進一步加深
對中科院乃至內地科研機構的理解和認識，提高自
然科學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在今後的學習及工
作中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周德進說。
「本次實習計劃為同學們搭建一座連接香港與內
地科研的橋樑，零距離感受國家頂尖科研機構的創
新活力，深入理解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與前沿成

果。」中科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吳艷介紹，中科院
不斷深化與香港地區的科技合作。目前17個院屬研
究所與香港六所高校共建了22個聯合實驗室開展合
作，期待同學們未來能參與到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
台中。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

示，香港青年有機會近距離跟隨國家頂尖的科研人
才學習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她勉勵港青以國家頂尖
科學家為榜樣，培養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
「希望這段實習經歷不僅啟發同學們對科研的熱
愛，更成為未來為國家和香港創科事業助力的起
點。」麥美娟說。

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黨委書記袁東介紹該研究
所的發展概況及與香港的合作成果，表示將進一
步推動實習計劃做深做細做實，持續深化兩地科
技交流，為香港青年發展提供更多助力。
中科院—香港青年實習計劃自2018年起舉辦，

為香港大學生提供機會接觸前沿科學，培養其科學
探索精神，加深對祖國科技發展的理解和認識，累
計有107名香港青年參與。本屆在原有基礎上新增
「企業深度遊」板塊，形成七大主題板塊：「科研
『1+1』」「感受中國科學院」「名家面對面」
「零距科學家」「文化共傳承」「團隊一家親」
「企業深度遊」。

20港生中科院實習 走進科研「國家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暢 實
習記者 鄒孟奇 北京報道）「雖然我們來
自不同學校和專業，但對科學的熱愛卻如此
一致。我們都期待通過這次實習，親身感受
科研工作的獨特魅力。」中科院—香港青年
實習計劃開學禮儀式上，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黎展毅作為實習生代表發言指，計劃不單可
以接觸國家尖端科技，亦能藉參觀交流感受
中國傳統文化，「這些經歷將讓我們對祖國
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增強家國情
懷。」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陳瑩瑩指，中科院是工
科生嚮往之地，她在參觀微電子研究所時，
發現自己此前做作業引用到的論文出現展覽
架中，這讓她感到很震撼且受到鼓舞，「你
原本在電腦裏面所看到的一些論文可以在現
實生活中看到，甚至看到作者本人。」
暨南大學港生熊康言則說，希望能夠從實
習學習到內地先進科技發展現狀和科研模
式，「在未來，我希望能夠通過這次實習學
到實用的科學技術，再回到香港，為科技發
展貢獻力量。」
計劃導師、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楊
戈在開學禮分享說，去年自己作為計劃導師
已感受到香港同學追求卓越的求學態度與精
神，相信今年的港生也定能充分感受到中科
院濃厚的學術氛圍，提升自己從事科學研究
的能力。「希望同學們實習期間在深入研究
重要科學問題的同時，能夠加強對於人工智
能技術發展總體趨勢的了解，積極擁抱這一
變革，在未來的科研實踐中為國家特別是香
港的科技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楊戈說。

港
生
：
對
祖
國
有
更
全
面
深
刻
認
識

●中國科學院—香港青年實習計劃開學禮昨日在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召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考評局昨日透露，今年文憑試共發現6
名考生作弊，其中5人因嚴重作弊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績，另外1人因在有
關科目作弊而被取消相關科目的成績，違規考生均為本地學校學生。此
外，今年亦出現3宗校本評核抄襲的嚴重個案，分別涉及中國語文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及視覺藝術科。考評局與相關學校進行深入調查後，
對涉事考生的抄襲課業評為0分，並將有關科目成績下降一級。考評局
評核發展主管蔡筱坤呼籲學生堅守學術誠信，避免違規行為。
此外，今年共有14名考生在試場拍照，其中9人將電腦條碼或試場照片
上載至互聯網，他們的成績將被降級，情況與去年相若。另有126人違反
手提電話相關規定，宗數較去年增加，當中不少人因誤以為手機已關閉而
違規，但有4宗嚴重個案，涉及考試期間在身上藏有處於啟動模式的手
機，相關成績將被降級。另有365人在聆聽考試中違規，屬輕微情況。
考評局提到，今年有135人未遵從考試時間指示，包括提前翻閱試卷或
在考試結束時未有停筆，違規人數較去年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考評局
早前提出，在2026年起修訂文憑試考試
規則，要求修讀非DSE課程的考生須提
交學校證明文件，證明其課程獲相關官
方認可並達到高中程度。考評局秘書長
魏向東昨日表示，有關修訂是為令學歷
審批更順利，並澄清申請所需的文件要
求，強調此次更新並未更改自修生的定
義。
近年以非DSE學歷申請成為自修生的人
數有所增加，當中不少為來自內地的考
生，部分人就讀內地正規學校的DSE班，
亦有部分是透過內地補習社或教育中心學
習及報考。魏向東指，為了更順利地處理

相關申請，考評局修訂了自修生規則。記
者翻查資料，今屆DSE自修生人數共有
10,303名，佔總報考人數約18.5%，按年
增逾3個百分點。
根據新規定，相關考生需要提交由學
校提供的證明文件，證明課程已獲官方
部門認可等同中六水平。
此外，聲稱曾參加其他等同 DSE 公
開試的考生，也需提交相關機構的證
明文件，以確認學歷符合要求。另
外，符合特定條件者可繼續以自修生
身份報考 DSE，包括曾參加過 DSE 的
考生，或截至考試當年 1月 1日已年滿
19歲者。

魏向東指，此舉並非針對內地補習社或
是意圖限制考生人數，強調考評局非常歡
迎更多人參加DSE，因有助提升考試的國
際信譽，也配合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
地位，但考生是否參加補習與其是否符合
考試資格無關，只要符合規定並提交文
件，證明能完成正規高中課程，便可申請
自修生資格。
此外，考評局去年首次在內地設立DSE

考場，試驗計劃涵蓋兩間「與考學校」，
今年考場增至3個，覆蓋四間大灣區內地
城市港人子弟學校。魏向東指試驗計劃將
至少維持3年，今年內地試場運作順暢並
達到預期目標。

修讀非DSE課程考生須交證明文件 考評局：助學歷審批更順利 6名DSE生作弊斷正 5人成績全取消
上接A1版

●徐啟方（右）會見麥美娟。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
方，昨日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一行。據特區政府新聞網，
麥美娟向徐啟方匯報民青局的工作，包括地區
治理、青年發展、婦女事務等的最新進展和未
來工作計劃。她也感謝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對民青局的支持和指導。
麥美娟亦拜訪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副部長賀

志亮，就基層治理工作進行交流。香港特區的
地區治理已進入新階段，政府充分實現行政主
導。區議會、地區三會、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

是完善地區治理後的「三駕馬車」，在民政事
務專員領導下，互相合作服務有需要的市民，
發揮協同效應。
民青局和民政事務總署定期組織培訓，提升區

議員履職能力，包括去年安排區議員前往上海、
浙江考察培訓，了解國家基層治理經驗。麥美娟
表示，民青局會繼續團結地區力量，增強服務效
能，致力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麥美娟隨後與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王志剛

會面，就宗教事務進行交流。麥美娟表示，特
區政府一直與香港宗教團體保持緊密溝通。她
也指出，香港各宗教一直和衷共濟，除弘揚教

義，也提供各種教育、醫療和福利服務，對構
建和諧社會貢獻良多。
麥美娟昨日下午出席中國科學院青年實習計

劃開學禮，恭賀20位香港青年在選拔中脫穎而
出。計劃為期六個星期，是民青局與中國科學
院共同推展的重要合作項目，每年暑假為香港
青年提供以高端科研為主題的實習機會。
麥美娟致辭時說，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致
力培養更多科研人才。她期望計劃啟發同學對
科研的熱愛，成為他們未來為國家和香港創科
事業出力的起點。

徐啟方在京會見香港民青局局長麥美娟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