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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身說法
 
 xiàn  shēn  shuō    fǎ

我覺得沒必要抱怨，都是

自己的選擇。

「
」

    我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

在香港讀書不是不好，

    但它沒有認受性

  會令人難受。

「

「

」

」

張裕來自廣州，內地高考獲五百三十多分（七百分為滿

分），卻放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省重點大學）的取錄，

來到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院，修讀副學士課程。他家

裡的經濟能力一般，為了供兒子來港讀書，父母甚至要把房子

賣掉。他表示：「因為香港的工作機會較多，升職按工作能

力，比較公平。」

望做永久居民 出入境方便
來自青海省的陳橙現就讀於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修讀電

影、電視及數碼媒體學。她放棄四川體育大學的學位課程來

港，除了源自對影音科目的濃厚興趣，她直言：「我想待夠七

年當香港永久居民，然後拿香港的護照出去玩，方便很多。」

入境處電郵回覆本刊表示，在香港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

課程而獲得學位或更高資歷的申請人，可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留港/回港工作，而學位課程不包括副學

士，換言之，副學士內地生修畢課程後必須回國。

陳橙也知道畢業後不能留港工作，但她希望能升讀學士課

程，再找就業機會。

副學士升大學 巧避戶籍限制
陳橙早在報讀副學士之前，便體驗到「身分問題」所帶來

的不便。她表示，去年她到香港演藝學院面試，她相信自己有

機會獲得取錄。其後，陳橙收到演藝學院的通知，表示不接受

她的申請，因為是青海省戶籍的學生不能在港修讀學士課程。

中國教育部資料顯示，香港的十二所院校只可以在內地

二十五個省份招生，當中並未包括青海、新疆、西藏、寧夏、

甘肅、內蒙等地。希望落空的陳橙並沒有放棄，她決定先在香

港修讀副學士，然後銜接本地大學，希望拿取香港學位。

二零零四年，內地與香港簽訂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

的備忘錄，但內容並不包括學士學位程度以下的學歷，當時香

港的副學士課程尚未招收內地學生。

張裕在入境處取得簽證時，得到由入境處發出信件，才得

悉「內地和香港就高等教育學位互認所達成的協議並不適用於

副學士」，即他就算擁有副學士資格，國內大學都不會承認。

他說：「肯定失望，但都要搏一搏（望升上本港大學）」。

來港讀副學士 原因何在？

學歷不獲內地承認

（你是否想成為香港居民？）

   零零五年，教育局宣布容許內地學生來港修讀副學士課程。不

少成績不足以考進本港大學的內地人看中了香港良好的工作環境，或

期望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紛紛來港修讀副學士。他們有人甚至為此放

棄升讀內地大學，把家裡的房子也賣掉來交學費。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李耀基表示，零八年二萬八千名副學士

畢業生中，升上本地資助學位課程的不足百分之七，且副學士學位不

獲內地認可。

正當內地人視來港修讀副學士為升學佳選之際，他們更應在作出

決定前「做好功課」，清楚了解在港的升學機會和生活環境，以免與

想像中的落差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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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汪一聰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市場學∕一年級

陳
橙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創意數碼媒體設計∕一年級

30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院∕體育管理∕二年級

宜做足功課
二零零八年畢業的副學士中，不足百分之七能升讀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課程。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

港專上學生聯會、理工大學副學士升學關注組，以及副學位

畢業生等組成的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召集人馮偉華指出，內地

生修讀副學士後，升讀受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機會不高，有

意報讀的人士宜向院校了解內地生升學的比率。

但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主席李仕權曾經在公開場合時

表示，本港各大院校今年將增加六千至九千個自負盈虧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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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李耀基認為，院校應主動公開副學士課

程的認受性。

非本地生更加弱勢，因為他們
不熟悉香港教育政策，投訴也不知道找甚麼部門。」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李耀基批評部分專上院校只顧收生，沒有向學生清楚說
明修畢副學士課程後，會得到甚麼資歷和專業資格，還有在甚麼地方會被承認。他認

為院校應主動公開其課程的認受性，確保申請者事前有足夠的認知，並建議有關部門

制定機制監管。

多學習 多嘗試
雖然有內地生來港後發覺落差甚大，但對不少

人來說，修讀副學士課程仍然具有價值。香港城市

大學專上學院創意媒體系二年級生，來自北京的Bell

（化名）表示：「其實副學士沒有那麼差。」她表

示，在課程中學到很多關於媒體的東西，例如拍片、

寫劇本、寫網頁等等，很有成就感。雖然副學士的資

歷在國內不被承認，但她相信「讀書用功點，把履歷

做得漂亮點，也可以有競爭力。」

成功升上本港大學
經歷重重難關，來自廣東省的Sammi（化名），

兩年前高考成績不足以考入內地大學，選擇來港修

讀副學士。他畢業的成績是GPA3.7（滿分為4.0）符

合當年Graduate with distinction的條件，今天他已是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的一年級生。被問及是否一心一意

要考進香港的大學，他回應：「是，因為我沒有退

路。」他強調，一般內地學生來港後，不會考慮回到

內地，因為來港的成本很高：非本地學生讀副學士的

學費，兩年達八萬多元，如果像他沒有獎學金，壓力

會比較大。不過他認為在香港工作的薪金比內地高很

多，學費貴也值得：「花多點錢，以後賺多點。」

校方提醒小心考慮 
Sammi憶述在副學士面試前，他不知道學歷不被

內地承認，直至面試時校方向他說明此事，還提醒他

內地生不能在港做兼職賺外快、讀副學士這兩年不可

計算在取得香港居留權的七年限期之內。他稱讚校方

提供的資料充足：「連最壞打算（升不到大學）都告

訴學生，叫學生考慮時小心、小心、再小心。」

學額，較過往增加兩至三成。本刊記者

瀏覽本地一些院校的網頁也發現，副學

士升讀大學的比率達五成至七成，據了

解，這些通常包括自負盈虧的學士課

程、本地和海外合辦的課程、或到海外

升學等，但所佔比率的分布一般都沒有

清楚列明。馮偉華提醒內地生自負盈虧

學士課程的學費可能較貴，且也需達到

一定成績，要求嚴寬各大學不一，事前

要了解清楚，免生誤會。

目前沒有機制要求院校詳列副學士

的升學比率，他促請當局施壓要求院校

公布。

宿費昂貴 租屋環境差
內地生當初毅然決定到港修讀副

學士課程，來港後卻發覺現實生活和想

像存在很大的落差。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的陳橙表示，沒想過香港的居住環境這

麼擠迫。她負擔不起每月四千元的宿舍

費用，唯有與友人到外分租一個單位，

每人月租二千五百元。單位面積約一百

呎，比她內地老家細五倍，多來一個客人的話，走動也有困

難。面對居住環境的落差，陳橙表示：「我並不抱怨，都是

自己的選擇。」

校園裡的弱勢社群
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院的張裕，自稱校園裡的

「弱勢社群」，因為副學士不屬於教院內的內地生聯會。他

們的人數少，團結性也較低。不過，他稱讚班上的本地同學

都很熱情，樂於幫助他。

張裕只會告訴內地親戚自己在香港讀大學，反正他們不

知道副學士是甚麼，而且知道的人會看扁他，故不會如實說

出來。張裕直言，不會推薦師弟妹來港讀副學士課程：「在

香港讀書不是不好，但它沒有認受性，會令人難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