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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港校数据以港大为例，内地高校除注明北大外，均
为清华数据。香港大学数据来自 www.cpao.hku.hk，清
华、北大数据来自官网及媒体报道。 （陈彬 韩琨）

最近，英国《泰晤士报高等
教育副刊》发布 2014 年亚洲大
学排行榜，东京大学再度蝉联第
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二，
香港大学位列第三，韩国的首尔
大学第四，中国内地的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分列第五和第六。中
国香港地区高校在百强中占据
六所，且全部在前 50 名之列。

虽然排行榜并不能代表全
部，但一个地区的高校能有这么
突出的表现，还是值得关注。在
笔者看来，香港地区的高校之所
以能办出高水平，与其基本的办
学制度密切相关，即政府高度重
视高等教育，但却采取现代大学
制度方式，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
权，让学校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香港科技大学的快速崛起，
一直令内地高校艳羡。而分析这
所大学的成长之路，不难看到现
代大学制度对一所大学的重要
作用。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
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
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
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
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
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
长的问责和监管。学校实行自主
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
生自治。行政无法干预教授的教
育自主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允
许自由表达、参与学校事务和公
共事务。

近年来，把我国大学办为
“中国的某某大学”，一直以来
是我国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经
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诸如东方
的哈佛、中国 MIT 等等。在本
世纪初，我国不少大学都列出
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
表，还有的大学完全按照国外
大学的“外形”进行建设，比
如，在大学旁边搞一个科技
园，想打造中国的“硅谷”“128
公路”；在学校内部，也比照相
关大学设置学科。但是，这只
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而不是神似。只
有真正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我国大学
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

2007 年，笔者曾去香港中文大学考察。言
谈之中，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校领导、教授与学
生，对学校的本科教育如数家珍。一位商科学
生告诉我，中大的商科本科很强，但研究生教
育就谈不上了（其实,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硕
士课程已连续三年获 Asia Inc. 杂志排名为全
亚洲第一位）；中大的学校领导，在介绍本科
教育时，说中大本科毕业生在香港地区雇主
调查中，九项指标七项列第一，两项列第二，
而谈起研究生教育，他们并不忌讳自身并不
具备很强的实力 （与世界一流水平相对而
言），并坦然告诉我，相当部分优秀的本科毕
业生选择海外大学继续攻读学位。

这与内地高校介绍学校时，着重强调其
研究型大学特点，突出介绍硕士、博士研究生
数量与规模，满足于研究生招生数量甚至超
过本科生数，形成很大的反差。可以说，香港
地区的大学，清晰地知道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所在，于是他们十分注重本科教育———在香
港中文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两院院士
均要求上本科生课，担任学生宿舍主任的，全
是教授，而在其书院中，指定（邀请）有几十名
教授，每位教授联系 30~40 位学生，每两周必
须和学生进行谈话与沟通。他们重视内地的
招生，虽然仅占总体招生名额不到 10%，却愿
意将招生名额分布到 20 多个省市，并在招生
期间派人到各地进行宣传，并为内地学生到
学校学习准备了 5000 万元港币的奖学金。

香港大学等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不
仅允许学生以多个考试成绩进行申请，以方
便考生，而且并不限定学生只选择本校，这是
在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来赢得生源竞争，
与内地高校擅长用录取政策、录取优惠来圈
定学生，不可同日而语。内地高校近年来的自
主招生，不是在扩大学生的选择机会，而是在
限制学生的选择。以 2011 年推出的联考来
说，参加联考的大学，结成不同的“集团”，总
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在参加联考时就做出“二
选一”或“三选一”的选择，学校美其名曰为学
生考虑，帮学生作选择———不过最终只能获
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何必要参加多个联
考呢？

内地高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反映出学
校惧怕选择、竞争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加
以调整，面对境外高校的“抢生源”之举，内地
高校将毫无还手之力。正是由于有完全不同
的招生理念和教育理念，近年来境外高校在
内地的招生，优势越来越明显。而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一些境外名校并没有“以我为主”，为
学生申请制造限制，设立新的门槛，而是结合
内地考生的实际，采用更多元的评价方式。澳
洲的悉尼大学，也宣布认可内地的高考成绩，
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就可提出申请。从中可
见，国外大学，一直坚持服务路线———他们在
推出这种做法时，没有高调宣布“以学生为
本”，可考生们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而紧随悉
尼大学之后，更多的海外名校在考虑以更优
质的教育服务，吸引我国内地的优秀学生。

我国内地高校要清醒认识到与港校的差
距，并反思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要让内
地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吸引优秀生源，就必须
推进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真正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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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论

香港回归次年，港校就以委
托内地高校招生的形式，从 10 所
合作的内地高校中选拔少量学生
赴港学习。毕业后拿港校的毕业
证，学费、生活费全由香港赛马
会、特区政府赞助，让人们看到了
读港校的“高福利、高回报”。

当然，委托招生不会永远只是一块试验田，随后
港校蓄势待发。2003 年被称作港校招生“元年”，当年
部分港校获批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
6 省份进行自主招生，虽然头两年遇冷，但是港校招
生阵营迅速壮大。

最为精彩的一年，莫过于 2005 年。不仅仅是因为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加入内地招生行列，成
为获此殊荣的“头两名”，更在于北京市理科状元陈秀
野弃清华选择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宣布因面试成
绩不佳 11 名省市状元遭淘汰……一时间，读港校成
为高三学生心目中超越清华、北大的“高大上”选择。

港校在 2005 年火了。次年，其招生范围增至 20
个省份。2011 年，全国 31 个省份向港校招生打开大
门。从今年起，17 所有学位授予资格的港校全部获得
了内地高考招生权。

与此同时，50 万元奖学金挖走状元、21 名状元
“南飞”港校……类似的新闻一直“烧”到 2011 年。在
这个过程中，港校对希望招到怎样的学生，向来都有
答案；高分考生对想要进入怎样的大学，回答得却并
不很理想；内地高校也被迫开始反思办学，被“推”上
了改革的“快车道”。

如果不是 2013 年辽宁状元刘丁宁港大退学复读
考北大，人们也许未必那么清醒地意识到“港校热”逐
渐回归理性的趋势。实际上，经历了“大起”的港校招
生，“退烧”的迹象早露端倪。从 2007 年起，港校就出
现了内地学子退学的现象。2002 年至 2011 年，香港 8
所公立大学中发生了 6 起内地学生自杀事件。

港校是不是学子心目中的“天堂”，越来越多人提
出了疑问：港校较之内地高校的最大优势在于国际化
程度，但近年来内地高校国际交流项目发展迅速。而
在基础教育领域，本就不是港校所长，一时也难以追
赶内地知名高校……

据媒体透露，今年，港校在省市高考状元招生中
遭遇集体婉拒。其中，以云南理科状元周权婉拒香港
中文大学 66 万港元奖学金为代表。状元们拒绝港校
的理由有很多种，圆一个“北大”“清华”梦、粤语关难
过、气候难以适应、港人对内地人的不友好、内地就读
更容易积攒人脉……然而，我们不能盲目地为状元拒
港校喝彩，一味喝彩那说明我们还没有搞清一些问
题———有谁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有谁在害怕改
变而浪费机会？我们应当为坚持理想而作出选择者喝
彩，为缺乏适应力找借口推辞者喝倒彩。 （温才妃）

香港 内地

学生总人数 27440 43112

所有课程国际学生人数 9613 2661

所有课程国际学生占总人数比 35.03% 6.17%

本科生总人数 15560 15408

本科生国际学生数 3727 1428

本科生课程国际学生占总人数比 23.95% 9.27%

注：留学生统计，港大含中国内地学生，清华不含港澳台学生

建立学生交换关系的高校数量 285 266

（北大）

注：港大数据为 2013~2014 学年

北大数据时间：2011 年

参加交换生计划的本校学生数 1065 500 多人

教学人员 1688 3291

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比例 19.70% 81.70%

本科毕业生工作比例 78.90% 16.4%

注：港大数据：2012 年 12 月

清华数据：2013年毕业生，本科生工作统计含灵活就业

受访人：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

学院访问学者

最后，小宇决定去香港科技大学读书。
这是在就读同样专业的情况下，他在北京
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间作出的选择。

“之前犹豫，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港校的奖学金。参加面试后，港科大表示提
供全额奖学金，再加上对两校的优劣势的
考虑决定去香港了。”小宇告诉记者，在香
港读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粗略估计，需要
70 万元港币左右。而在港校提供全额奖学
金的条件下，在香港读书和在北京读书的
花费便相差无几。

“我对北大很熟悉，还在北大上过一些
课，像北大夏令营等。”小宇说，而关于香港

科技大学，他也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了
解。可以说，他的决定是建立在必要信息和
冷静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学校和专业排名、国际化水平以及英语
教学，是小宇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个重点。

“就我想读的专业而言，港科大是优于北大
的。”小宇说，他非常看重港校的国际化程
度，有本地生、内地生和背景多样化的国际
生，学校为在校生提供的海外交流的机会
也很多。而港校的英语教学，对于日后有出
国读研打算的他来说，显然比北大更能够
锻炼自己。

那么，即将赴港求学，会不会担心适应
香港学习、生活的问题呢？小宇的回答非常
简单：“既然我打算日后出国读书，那么适
应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与其到时再适应新
环境，不如现在就开始让自己去新环境试
一试。”

谈及一个学生在高考之后就作出学校、

专业乃至人生规划的重大选择，小宇坦言，
这确实比较难。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
力。不过，许多学校也开始照顾到了这一
点，允许学生不那么着急“定下来”。“据我
所知，香港科技大学招生是按学院来报的，
如工学院、理学院、商
学院等，这样对学生的
限制就没有那么严
格。”

在 采 访 中 ，小
宇表示，在港校与
内地名校之间的选
择并不是对学校本
身作孰优孰劣的判
定，而是建立在自
己有意向的专业以
及日后人生规划的
基础上，进行的“合
适的选择”。（韩琨）

受访人：小宇
2014 年北京市高考

考生

“我是广东人，会说粤语。”Joey 在接受
采访时首先表明自己与大多数内地学生的
区别。无疑，从逻辑上来说，语言方面的优
势会使得她比不会粤语的内地生更容易适
应在香港的学习和生活。但是，从内地到香
港，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两间大学的求学经
历总是会在一个人身上冲撞出某些火花，
是体会，也是思考。

就个人最直观的感受而言，Joey 坦言，
她更喜欢香港的高校。“因为我所在的香港
高校比起我的本科院校，给我的个人思考
空间更多，更让人想到自由二字，没有太多
强制性的集体活动，不会一进校就告诉学
生禁止什么，应该怎样。”

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包容。这也
是 Joey 眼中，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最大
不同点。在她看来，香港院校更讲究包容，
容忍差异，内地高校则不喜欢不合群的人，
力求学生听话。Joey 举例道：“最近在北大，
学生抗议燕京学堂选址静园，学生举标语

被保安抓，这在香港院校就不会发生。校方
不会花太多人力在这些安保方面。但同时
校方不怎么管学生，也会让习惯关怀与团
聚的内地学生找不到归属感，而内地院校
的宿舍生活以及同学之间的感情会亲密很
多。”

Joey 赴港读书，是因为从小就看 TVB 的
节目，受新闻节目影响，很喜欢香港的新闻
氛围，“就想过来读新闻”。而来了之后，相比
她刚读大学时的失落，香港的高校“远远超
过我的预期”。Joey 说，在香港读书期间，自
己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和善良的人，即使
有不少同学同样来自内地，但依然感受到了
很多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和本科大学文化。

在评价一所大学时，Joey 最看重的是师
资。回想起优秀老师对自己的启发，Joey 认
为，老师的个人品行和行为，比起教学内
容，会影响学生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学生刚
上大学时，三观正在稳固的时期。除此之
外，她又提到了大学的包容性。“学生在想
什么或者做什么之前，不会有来自学校方
面的压力，这是我很看重的。”

在香港读书，大学里发生的许多事情
都让 Joey 觉得震撼，深觉这样的事情不会
在内地高校发生。她分享了一件印象最深
刻的事情。刚到中大时，Joey 看到校园布告
栏上的海报，内容是反对校方歧视同性恋，

源于校方不准男女生到异性宿舍过夜。“学
生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法，说同性恋也可
以到同性那里过夜，是否就觉得同性之间
是不会发生性关系的。这件事的讨论方法
和范围，让我很震撼。”Joey 回想道。

说到适应环境的问题，Joey 不觉得某种
人才适合在某个地方。她说：“因为人都会
变的，何况是刚上大学的 18 岁少年，没资
格说自己更适合哪里，毕竟之前的生活都
是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生活模式。
关键是来了，感受，再作判断。”

虽然如此，Joey 还说出了自己体会到的
比较客观的标准：“香港
的生活要求你自主性强，
很多事情不会有专人
提醒你，包括找实
习、找工作、换签
证、交税等。在内
地，会有辅导员开
大会通知你某个表
格该怎么填，就我
的经验，这在香港
似乎没有的。我就
因为搬家没有主动
通知税务局而错过
交税时间了。”

（韩琨）

受访人：Joey
本科就读于广州某大

学，研究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
学，现在港工作

问：据您在香港的观察，您觉得在学生层
面，尤其是本科生层面，香港高校与内地顶尖
高校在国际化的问题上孰优孰劣？

答：我觉得部分内地学生对香港高校文
化不够适应，不仅是埋怨国际化的“虚”，也有
对香港中文系教育环境与整体适应挑战无法
承受的，比如近期热议的辽宁省文科状元“刘
丁宁”事件。我觉得刘丁宁只是个案，她要学
习中文，却跑到香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香港
大学就读，这里面既包含了香港大学对内地
状元的“热情”接纳，也包含了内地状元对香
港大学的“错位”想象。我觉得，如果刘丁宁当
初选择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或者她的专业不
是中文，而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者理工科
门类，也许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了。对刘丁宁
的个案不宜放大讨论，典型意义有限。

就我的观察和理解，香港几所大学的国
际化是货真价实的，主要体现在：第一，教育
管理体制的国际化，这与主要大学创建于港
英殖民时期高度相关，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
学生会自治、校园多元开放等，这些是内地高
校无法比的；第二，师资与学生构成的国际化
与多元化，以我访学所在的香港大学法学院
为例，外籍教授占比很高，其教学与研究直接
和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其培养的法律精英学

生可以直接在国际层面开展法律业务；第三，
高度自治的学生舍堂文化和课外活动要求，
仍以港大为例，学校并不保障所有注册学生
都能住进学生宿舍，而是由各舍堂学生自治，
根据你参加集体活动的次数和表现决定是否
继续保留本舍堂的住宿资格，即某种“成员”
身份，这对于内地“学霸”型独行侠是个挑战；
第四，香港大学生国际交流与实习的机会和
比例也相对较高。因此，内地学生如果在选择
入学前有合理的专业考虑，挺过最初一段时
间的“适应期”，应该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香
港高校的国际化资源。我就认识不少来自内
地的港大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已经能较好
地适应港大的学习，在诸方面表现优秀。

关于不同群体学生的交流问题，可能主
要是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由于特殊的历史
和国际化路径，香港的学生主要分为三大语
言群体：普通话群体（内地生为主体）、粤语群
体（内地粤语区和香港本地学生）、英语群体

（真正的国际学生）。三者的共同语言不是普
通话，而是英语。关于他们之间的交流机制，
根据我的观察，香港大学校方在通识教育整
体计划中有部分“课外”活动安排，学生舍堂
文化也高度强调参与性和集体分享，香港社
会的基督教团契也是重要交流机制，应该说
这些香港的“本土资源”是学生交流和凝聚的
基本机制。其实内地学生即使去欧美国家，也
会面临上述“本土适应”问题，而这本身就是
内地学生的“国际化”过程之一环。

关于内地和香港高校的国际化优劣，
我觉得很难在同一层面比较：第一，作为英
国的完全殖民地，香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长期以英文为主，香港的国际化几乎
与西方的全球化同步，这种特殊殖民史带
来的国际化是内地无法比拟的；第二，如何
理解“国际化”，我觉得在民族复兴的大背
景下，内地的国际化不可能简单模仿香港
地区或者简单照搬美国，不是一种盲目的

“无我国际化”，而是一种参与性的“自我国
际化”，即一方面深度学习西方和现代经
验，使中国更具国际性，另一方面立足自身
经验和文明传统，通过艰苦学术工作和得
力国家战略将“中国性”就地打造为国际性
的中国增量，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前提下的

“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国际化逻辑，
这一点在香港的精神深处是没有意识的，
也是不可能的。内地高校近来的国际化有
些误区，基本上是一种“无我的国际化”，是
一种机械模仿、成长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比
如 2003 年 左 右 北 大 开
展的“全英文教学”改
革，近些年国内高校
对 教 师 、 学 生

“ 海 外 经 历 ”的
机械规定，最近
北大的“燕园学
堂”项目有“中
国学”和中国化
的倾向，但内里
仍然包含了文化
的不自信，且决
策过程与程序设
计 存 在 诸 多 瑕
疵。 （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