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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現時大學的學位供不應求，不少香港學生決定到內地升學，據近年來的資料顯示，大約

有一萬三千名學生到內地升學，當中有八千人會選擇在廣東省升學。因為免招生計劃的啟動，

香港學生現時可更容易到內地大學升學，而當中最受歡迎的學科為醫科，因為內地大學的課

程也受到香港政府的認可及課程比較相宜，因而吸引了很多學生到內地升學。而根據學友社

於 2018 年一月，以問卷形式1訪問了逾一千一百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當中有一成九學生稱考

慮到內地升學，較去年增加兩個百分點，主因是當地收生要求較低、學費較便宜和院校知名

度高。由此可見，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的趨勢有所上升。 

另外，由於現今科技發達及全球化的影響下，交通變得更便捷，同學亦可到內地升學，在內

地的大學完成高級文憑課程，但是太多的選擇反而令同學感到迷茫，不知如何選擇升學路向。

到底是留在香港，抑或到內地修讀課程？ 

          故此我組希望根據是次考察，參觀不同大學，了解其環境與設施、資料及配套等，讓

同學了解更多有關內地大學的資訊，再與香港的大學比較，探討在香港還是內地升學較好。

我們會從大學種類、考核方法、取錄要求、排名、校園生活、設施比較，從而探討到內地升

學是優還是劣。 

    

 

                                                
1
學友社兩地升學意向調查 內地升臺灣微跌  http://www.hyc.org.hk/files/press/20180304_P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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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手資料 訪問 內容 

透過訪問當地大學生，了解到了內地大學的環境、配套設施和

校園生活等資料，能更全面地獲取一手的內地大學資料，有助

分析內地大學與香港大學的比較。 

 

局限及困難 

受訪者對題目認識或經驗不足，未能提供相對仔細和客觀的資

料和回饋。 

 

 

一手資料 實地考察 內容 

透過到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財經大學三間大學考察，參與不

同的講座，香港留學生的個人經歷分享和校園參觀活動等有助

我們深入了解內地大學的收生要求、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的機

遇和挑戰等。 

 

局限及困難 

行程趕迫，參觀時間較短，未能獲取完整的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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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資料 文獻/報章 

 

內容 

透過各類文獻報章可獲得實質數據，例如：香港學生升讀內地

大學的情況和各大學排名等。 

 

局限及困難 

報道、數據等或會失實，影響結果。 

 

 

 

 

 

 

大學種類的簡介 

 

 香港 內地 

種類 資助或直資 

(1) 資助大學(八大) 

港大、中大、科大、理工、 

城大、嶺南、浸大、教大 

 

 

(2)直資大學 

樹仁、恆生管理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等 

 

 

一本、二本、三本 

(1)一本 

復旦大學、南京大學 

(2)二本 

上海海關學院、浙江外國語

學院 

(3)三本 

浙江萬里學院 

 

 

 

學位 學士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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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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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生標準中，香港大學大部份要求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

育最低必須取得 3322。另外，若再多一個選修科目，成績要達 2 或 3 級水平，基本上視乎不

同院校而定。在香港大學則要求除了核心科目以外，再需要修讀兩個選修科目，成績需達 3

級。由此可見香港入讀大學最少需要 20 分。相比起香港的收生的最低要求，內地的大學收地

要求則相對較高，以上海大學的復旦大學為例，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以 150 為滿分，

再需修讀三科選修科，而六科的總分需合共得 519 分才可入讀。將兩地的大學以百分比作比

較，香港需獲百分之四十，而上海則需百分之七十八，可見內地的門檻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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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學校的校園生活 

 

 

 

 
 

 

由於香港地方較小,往往校園的面積都小於內地。以香港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為例,復旦的佔地

面近乎是香港大學四倍。不過,香港大學的學費卻遠高於復旦大學。而且,香港的大學内的消費

較高。以食堂為例,在香港的大學内,一餐飯約要 30+元,但內地一個菜最貴只是 5,6 元,最便宜

甚至只需 1.5 元左右。總結整頓飯,也不需 20 元。而在住宿收費方面,每個學年復旦大學需要

¥600-¥2000,而香港大學則需 6,909~7,050 港幣,可見升讀香港大學,日常消費較復旦大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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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認受性 

 

 

          在 2018 年 QS 世界排名2，香港大學位為 26 名，復旦大學則為 40 名，由此可見香港

大學與復旦大學相比有較高的排名。 

根據 QS 在人類學的排名中，港大的排名為 13 名， 比北京大學高 10 名。 

2018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中，香港大學為 40 名，內地則有 7 間大學擠身

前 200 位，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大學比去年升

2 位至第 27 位，清華則上升 5 位至第 30 位， 由此可見，其實內地的大學未必比香港差，相

反有些大學，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更比香港中排名最高的香港大學還高。 

而在自然科學方面，內地大學亦比香港大學更有優勢。在 QS 世界排名中，北京大學

的排名為 14 名，但香港卻只有香港大學能進入 50 強內，排名僅有 21 名，比北京大學低，

而清華大學的排名亦較港大高。 

                                                
2
 2018 年 QS 世界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subject-ranking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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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文憑試內取得分數高的同學，雖然可升讀在香港及內地的大學，但在某些科目

方面，內地的大學比香港的大學更有一定的優勢，而如果同學希望在內地工作，若到內地的

大學讀書，可更早應識當地文化。 

           總括而言，在不同科目，兩地大學各有千秋，在人類學上香港大學較為出色，而在自

然科學上內地大學又比香港大學出色。在整體的排名上，我們亦不可得那間大學較好。 

内地升學的優點 

 

選擇空間多 

現時，吸引一些港生往內地升學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內地的職業選擇和發展空間比香港多。根

據鳳凰衛視的《時事大破解》,有不少港生選擇到內地攻讀大學本科。原因是有不少人的分數

在香港升學時受限,只能入讀不太心儀的大學學科,但相同成績到內地升學,則有更多選擇，學

生可以跟據自己的興趣入讀心儀的課程。而且,一些在香港競爭激烈的學科,例如醫科，及法律

學等,在內地有較充裕的學位提供。 

此外,如獸醫之類,香港的大學沒有專門的專科,但人生在內地的高校，都有這些專科供學生就

讀。 

 

費用低廉 

再者，學費及生活費的低廉也是內地大學優於香港大學的其中一個原因。現時香港大學資助

的全日制學位，每年的學費約為$42100，除此之外，學生還需要繳交宿舍費用及其他雜費，

所以讀完四年的課程，就要用$168400。基於這一價錢，不少經濟能力較差的香港學生都需

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以支付昂貴的學費，來減輕龐大的學費負擔。就讀大學對

不少在港的家庭猶如天文數字，是一筆龐大的開支。反觀內地的大學費用及生活水平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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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個「免試收生計劃」入讀內地學校的香港留學生，學生只需支付的學費和住宿標準與

內地學生致。比如，一般類專業學費則為每年¥4000 至¥65003，若用學費的上限作比較，香

港的學費大約是內地學費的 6.5 倍，可見內地的學費較為低廉，為經濟能力較差的學生亦可

負擔得起。 

 

自身優勢（語文能力） 

在語言方面來看，香港學生從小學開始，就以兩文三語溝通，升上中學後其他的課程都以英

文為主，授課的語言大多為英文，因此香港學生的英文能力普遍較強。另外，自 1998 年開始，

普通話科亦成為香港的中、小學核心科目之一，所有的中、小學生（小一至中三）都須接受

普通話的教育，學生亦開始掌握普通話，面對以普通話授課的課便能盡早適應，甚至駕輕就

熟。4 

 

 

 

 

內地升學的挑戰 

 

 

文化差異 

         雖然在內地升讀大學能有更多的學科選擇，也有較充裕的學位提供，日常消費亦比香港

低 ，但很多學生都會擔心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差異，令自己在內地就讀大學時未能適應當地環

境。比如，語言、 生活模式、文化差異等。根據香港電台通識網視點 315，內地升學的節目

                                                
3
 內地升學一本通 註：香港教育局 

4
 中國語文教育 - 課程文件 - 教育局 

5
 香港電台通識網視點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hwe15-0032-se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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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曾有香港學生表示，在剛入讀內地大學時因很難適應文化差異，常存有一種孤單的感

覺，在宿舍內會呆坐甚至不自覺地流下眼淚，有點後悔當初的選擇。但在交流團中，我們在

參京南京大學時聽到了一位來自香港的大學生分享，她表明在課堂時雖然教授以普通話授課，

甚至包含一些方言俚語，但適應過後便能解決語言障礙，甚至當成一種課堂上的樂趣。加上

現時大部分中學皆設有普通話課或普教中教學，在語言上能透過與內地生長時間的交流，打

破語言隔膜。而生活模式方面，國內與香港大學校園生活其實十分的相似，擁有各式各樣的

社團活動，如復旦大學的粵匯社等，讓學生在學習之餘，在活動中能融入內地校園生活。當

我們參觀復旦大學時，途經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當地學生介紹這是專門處理來自香港、澳門

及台灣的學生事務，協助他們早日融入大學生活。由此可見， 即使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差異大，

但有各種活動和途徑去協助香港學生融入內地大學生活。 

 

 

 

工作認受性 

          6根據大中華升學指南指出，有關備忘錄只適用於高等教育升學銜接。一般而言，不論

是海外或內地的所有非本地學歷，現今的職場均沒有自動認可的機制，回港申請政府及教師

職位的內地畢業生，須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請學歷評估。因此香港留學生在內地

畢業後選擇海外工作時，需要面對有關學歷上的認可問題。對日後內地發展或回港還是海外

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建議 

如同學有意到內地升學，可根據以下各方面作考慮。 

 

                                                
6
 大中華指南(專業資格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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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問題方面，同學在在到內地留學之前應先搜集更多關於內地大學或心儀大學的資料，如校園環

境，設備，交通等，找間真正適合自己的大學。也可詢問其他港人內地生，師兄師姐或老師的意見，

更充分地了解當地環境，做好萬全的準備，以便日後能有效而儘早地融入內地大學生活。 

 

在語言方面，內地大學主要運用的語言是普通話而非香港學生熟悉的廣東話，故而若有意到內地讀大

學的話應早日開始練習普通話，提升普通話能力以便日後在內地大學與人的溝通交流。同學可在現在

課餘時間主動找老師或擅長普通話的同學請教，嘗試用普通話和人交談，爭取運用普通話的機會。 

 

在學業成績方面，內地大學對於香港學生有較優惠的收生政策，收生要求較為寬鬆，在香港文憑試

（DSE) 中考獲十八分已有機會入讀內地一些較好的大學，但在香港十八分則難以進入排名較前的大

學。如果同學的分數未足夠在香港入讀心儀的科目，可考慮到內地升讀。 

 

在學系方面，有些學系如獸醫在香港的大學沒有提供給學生選讀，學生可跟據自己心儀的學系來考慮

在內地有提供相關學系的大學升讀。 

 

總結 

 

同學應根據自己較喜歡的環境及個人因素，比較兩地大學的好壞，以得出更適合自己就讀的

大學。例如：根據自己的興趣，成績及專長，比較兩地的入學要求，不同學科的排名、研究

內容等。即因為內地比香港有更多文物資源，所以希望就讀文科的學生，復旦大學可是一個

選擇。或者，因為香港的大學在理科方面比內地大學高，所以希望就讀理科的學生，香港的

大學對於他們而言是更好的選擇。此外兩地提供選讀的科系和收生成績也有所不同，同學也

應在這方面作考慮。 

 

 

中六同學應考文憑試後，便需就各方面為自己的將來好好打算，為未來鋪路，條條大路通羅

馬，同學應就自身因素作詳細考慮，內地大學亦不失為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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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體會 

 

                    短短七日六夜的行程，就這樣一瞬即逝。離港那天早上的情形，仍感覺歷歷在目。通過

這次的交流團，讓我們一方面瞭解到了國內現時在科技、社會等領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於文物保育

方面的重視，像是拙政園、豫園，這一些江南名圓，在我們參觀時，都能看到它們的原貌，以及周圍

優美的環境，可見當地政府都有給予這些歷史古蹟一定的保護和維修。從另一方面來看，在這次交流

團後，也讓我們認識到了國內大學和中學的一些優勝之處，例如：它們有優美的校園環境，嚴謹的學

風⋯⋯ 

                   但令我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對於大學的參觀。這次，我們參觀了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

和上海財經大學，這三所國內著名學府。通過聽一些講座和與學生志願者的溝通，是我們了解到了更

多升學方面的資訊。相較於參加交流團前，我們對於國內大學的認知很少，對於國內一流大學的了解，

也僅僅來源於網上的資料。但這次，我們能夠有親身的參觀和訪問一些大學生，從中，令我們獲益良

多。相信這也為我們在將來的升學時，有更多的考慮方向和出路。總的來說，雖然這次華東交流團已

經結束，但是，在這幾天中我們所看到的、學到的、經歷的，相信都將成為我們中學生涯中最寶貴的

財富。而我們也會將所學，進一步實現在我們接下去的學習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