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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目前在香港8所資助大學
中，有6所對內地高考生採取自主招
生，各校近日均表示，今年內地生申請
人數均較去年上升。

報讀港大 50爭1
香港大學方面表示，有逾1.5萬名

內地生以高考和其他考試成績申請報讀
香港大學，其中高考生申請人數較去年
翻倍，以國際文憑（IB）申請的內地生人
數升幅亦超過七成。據港大招生數據顯
示，該校2022年內地招生學額預計有
約300個，意味着競爭比率高達50：1。

香港浸會大學發言人則指出，今年
自主招收內地高考生的申請人數超過
3700人，較去年2500人增加約48%。
獲錄取的學生有超過160人，亦較去年
超過110人增加約45%。

香港嶺南大學發言人表示，今年共
收到近2000名內地高考生報名入讀資
助大學學位課程，較去年多六成；最終
錄取約50名內地高考生，比去年增收約
24%。香港科技大學稱，內地高考生申
請數字較去年上升，2020年至2022年
入讀其本科課程的內地高考生平均約
190人。

有深圳家長向大公報表示，孩子從
小在國際學校就讀，原本計劃赴歐美留
學，但近年來，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且
受疫情影響，出國往返都十分不方便，
相比之下，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香港
社會重歸平靜，求學安全無虞，距離也
更近。 「香港高校全部英文授課。海外
學習機會多，學歷的含金量也就被內地
企業，尤其是大灣區的企業認可，但求
學成本又比歐美國家的留學費用低。」

畢業於深圳某高中的張同學，原本
已經拿到美國一所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
書，但因為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美國方
面限制中國學生讀一些理工類的專業，
無法選擇心儀的專業，因此轉而選擇香

港高校， 「香港高校科研水
平也很高，近年來與內地合
作日益密切，也參與眾多國
家科研項目，在香港深造更能
為國家科研做出貢獻。」

來自深圳，畢業於香港浸
會大學新聞專業的馬同學認
為，選擇香港高校的原因在於
文化相通，溝通交流以及生活
習慣方面沒有太多的障礙，而
香港的教育水平也值得信賴，
「專業課程設置兼顧了系統性和

自主性，理論課與實踐課相結。
配套的教學設施也非常完善，不
管是專業書籍還是拍攝器材，
都可以自由借閱使用，學院大
樓有專門的錄音室和剪輯
室。」

合作辦學申請上升
港校的 「金字招牌」 在

內地亦十分亮眼。去年起，
教育部出台了對於受疫情影
響的留學生就學政策，支
持內地中外合辦院校進行
自主招生，其中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香港科
技大學（廣州）均為熱
門選擇。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去年吸引超
過5000學生申請，記
者了解到，今年該校
申請人數較去年也
有明顯上升，火爆
程度更甚。香港科
技大學（廣州）
由於尚未開設本
科專業，主要吸
引原計劃就讀
境外碩博項目
的內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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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課程 躋身科研一線 灣區企業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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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Z世代 讚嘆灣區點心精美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燒賣、艇仔粥、鮮蝦紅米腸……有
着 「食在廣州第一家」 之稱的廣州酒
家內，創享大灣區2022 「Z世代」 青
年文化創客營的中外青年們
面對各類精美粵點食欲大
開。粵菜師傅韋興順帶着徒
弟李思雲現場製作早茶點
心，向大家講解廣府飲茶習
俗和粵菜文化。

連日來，來自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
天津大學等20餘所全國重點
高校的30餘名中國青年代
表，攜手16個國家的20名國
際留學生組成創客營，在廣
州、佛山等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開展人文、科技、生態等

方面的沉浸式考察。
「粵菜師傅們烹飪手法十分嫻

熟，能夠快速地將一個小小的點心包
得那麼栩栩如生，彷彿把這些點心給

帶活了。」 來自浙江大學的蔣冉晨驚
嘆道。天津大學的武思凝說： 「粵菜
師傅們說點心要用心去做。我們能感
受到師傅們是在認真地做好每一道

菜，這是對中華飲食文化的
一種傳承。」

在走訪中，來自香港的
黃翠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充滿活力，為年輕人提供成
長發展的機會， 「這種蓬勃
朝氣其實特別能吸引到
我。」

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韓
國留學生李採英表示，一提
到大灣區，她就想到兩個關
鍵詞，一個是青年，一個是
創新，這兩者結合起來才會
有真正的大灣區。

建跨喜馬拉雅鐵路 中方專家將赴尼泊爾踏勘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8月11

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
有外媒記者提問，中方是否希望在中國和尼
泊爾之間修建鐵路？會修建什麼樣的鐵
路？汪文斌表示，中尼外長在會談當中，
雙方一致表示將構建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
互通網絡。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也宣布，
中方將使用對尼援款支持中尼跨境鐵路的
可行性研究，年內派專家赴尼開展踏勘。

另據觀察者網報道：中尼鐵路不僅海
拔高，項目難度更是頂到同類工程 「天花
板」 。中國專家曾表示，修建該鐵路必須
通過喜馬拉雅山，因此需要修築一條很
長、通過喜馬拉雅山的隧道。中方前幾年
提交的第一份可行性評估報告中，提到了
六大地質問題和潛在地震帶來的一系列問
題。

而且新冠疫情來臨後，項目進度被拖

慢，中方一度只能用遙感方式進行可行性
研究，實地研究進度落後。

此外，中尼鐵路還受到地緣政治操弄
的影響。尼泊爾被中印 「夾在中間」 ，與
北方鄰國的交通項目自然引起印度的不
滿。美國官員更是挑唆尼泊爾關注 「本國
利益」 ，污衊中方 「動機不純」 。

儘管困難重重，但把鐵路鋪到喜馬拉
雅山，中尼是認真的。王毅外長3月訪尼，
與尼方官員簽署了9項合作文件，其中兩項
就與這條備受兩國重視的鐵路有關。

根據規劃，中尼鐵路中國境內段線路
位於西藏自治區內，東起拉日鐵路日喀則
西站，向西經薩迦縣，穿越仲拉山至定日
縣，沿朋曲、門曲河谷至佩枯錯後穿越喜
馬拉雅山支脈馬拉山至吉隆鎮，設鐵路口
岸站，後取直至國界，預留向加德滿都延
伸條件。



留學環境成熟 增強互信
【大公報訊】記

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一國兩制」 青年論壇
創辦人兼主席、全國港

澳研究會理事何建宗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香港各大院校的內地生申
請人數上升，反映了香港近年在加
強疫情防控、維護國家安全、推行
國情教育等表現上的變化，讓內地
年輕人對香港高等教育重拾信心。
「自2020年後，香港進一步推行
國情教育，這無疑增強了港人對內
地的認同感，同時也增強了內地
學生對香港的認同，這是相互
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背景下，
內地學生傾向赴港求學，何建宗
認為，這正好促進香港青年學
生到大灣區的內地城市發展，
而內地學生到香港留學也可以

促進資源互換，申請留學的難度降
低。 「現在香港本地大學對內地留學
生基本已有針對性的制度和措施，內
地學生在香港留學已經有比較成熟的
環境。」

對於為何今年報考港校的內地學
生數量顯著增長，何建宗認為，首要
原因在於 「學歷接軌」 ，香港高校的
教育水平與國際接軌，所頒授的學歷
能得到國際承認。另一方面，赴港留
學有 「跳板作用」 ，香港高校與海內
外知名學府有頻繁的學術交流，內地
生有更多的機會到海外參與學術會議
及研究工作。

「相對於海外其他國家的防疫政
策，香港的防控政策更值得信賴。」
何建宗稱，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內地
學生更相信香港的防控政策。此外，
對比海外留學，香港的留學成本更
低、文化上相對更容易適應。

港大新生：海外經歷有利內地就業
【大公報訊】記者林凱報道：

陳欣竹是今年內地高考考生，以591
分的成績和多元卓越計劃的30分加
分，拿到了香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就業問題是我選擇香港學校的主
要原因，當教培雙減之後，對於

文科生的就業選項就更少了。
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他的

大學專業是不分文理科
的。」 陳欣竹是一
名文科生，選擇了
香港大學的測量
學專業，同樣
的情況放在
內地，文
科 生 是

無法報名測量學專業。
「聽說香港社團活動會非常多，

校園活動很豐富。希望自己可以認識
到不同國家的同學，都能跟大家一起
成為好朋友。」 陳欣竹對香港大學的
社團活動充滿期待，並希望能與各國
同學交流文化。 「香港大學課程設
置很多元，金融行業也更發達，希
望在香港求學期間，能夠獲得全新
的視角來規劃自己未來的事業走
向。目前，對於未來的規劃都是基
於大灣區，我很期待中國未來的發
展，我也很期待未來大灣區的發
展。」 陳欣竹表示學術理想不是自己
的追求，借助香港環境來開拓自己的
視野不斷修正直接的未來規劃，通過
求學期間在大灣區尋求機遇是自己當
前的打算。

「據學姐介紹，香港大學不分班
不分年級，所有學生都聚在一起，我
很期待在這樣的環境下我能交到怎樣

的朋友。授課形式和內地大學也不
同，分組討論很多，會有和教授面對
面的交流環節，很期待這種環節。」
馬蘇桐也是今年內地的考生，以576
的分數和30分的元卓越計劃加分獲得
了香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她對香港
生活環境和學習方式非常嚮往。

▶香港大學收到逾1.5萬內
地生申請書，競爭比率高
達50：1。圖為香港大學畢
業典禮。

內
地
高
考
生
申
請
香
港
高
校
今
年
再
度
﹁火

爆
﹂
，
多
所
香
港
高
校
表
示
內
地
生
申
請
人
數
大

幅
上
升
超
過
五
成
，
香
港
大
學
收
到
逾
1.5
萬
內
地

生
申
請
書
，
競
爭
比
率
高
達
50
：
1
。
不
少
學
生

表
示
，
香
港
高
校
可
接
軌
國
際
課
程
，
科
研
水
平

高
，
學
歷
被
大
灣
區
的
企
業
認
可
，
受
疫
情
和
國

際
形
勢
複
雜
多
種
因
素
影
響
，
原
本
去
歐
美
升
讀

的
計
劃
轉
而
選
擇
香
港
。
此
外
，
港
校
在
內
地
合

辦
的
高
校
如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深
圳
）
，
亦
成
為

內
地
眾
多
考
生
的
熱
門
選
擇
。

大
公
報
記
者
李
望
賢

深
圳
報
道

•疫情下出國往返不便，香港求學安全，

距離更近。全英文授課

•學術交流活動多

•海外學習機會多

•學歷含金量被內地企業，尤其是大灣區

的企業認可

•求學成本比歐美國家低

大公報整理

港校受追捧原因

▲中外青年們觀看大廚製作粵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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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超過15000名內
地生申請

•以IB國際文憑申請的
內地生人數，較去年升
70%

中文大學、城市大學

•參與內地統一招生，取錄人數
與去年相仿

浸會大學

•超過3700名內地生申請，錄取160
多人

嶺南大學

•近2000名內地生申請，錄取50多人，
較去年升24%

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教育大學

•申請數字較去年上升

◀港中大（深圳）開學
典 禮 上 ， 工 作 人 員
（左）正在指導學生。

專家
解讀

▲陳欣竹希望借助香港環境來開拓視
野。 受訪者供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去年吸引超過5000學生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