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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參訪主要目的為代表國際處參加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舉辦的

2015年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近年來由於大陸經濟力量的崛起，周邊各國莫不感受到極大壓力。香港作為

一個大英帝國前殖民地，發展的腹地規模雖然不能與大陸地區相比，但是經濟仍
可維持一定規模。然而，近年來由於大陸地區的高速發展與成長，香港遭受地緣
政治上與經濟地位上的巨大變化，因此離開香港到台灣念大學對學生來說，仍然
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為了進一步了解香港的學校，實地與香港青年學生接觸，本校因此安排參與
此次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而本活動香港方面由台灣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承辦，
安排了當地的各高中學校學生來參觀臺灣高等教育展。個人在參與會展期間，當
面與香港地區高中學生接觸，了解兩地間的差異以及香港地區高中學生對到台灣
就讀的之項目以及可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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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次出國參訪主要目的為代表國際處參加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舉辦的

2015年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為了進一步了解香港的學校，實地與香港青年學生接觸，本校因此安排參與

此次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而本活動香港方面由台灣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承辦，
安排了當地的各高中學校學生來參觀臺灣高等教育展。個人在參與會展期間，當
面與香港地區高中學生接觸，了解兩地間的差異以及香港地區高中學生對到台灣
就讀的之項目以及可能的需求。 
招生機會 

近年來由於大陸經濟力量的崛起，周邊各國莫不感受到極大壓力。香港作為
一個大英帝國前殖民地，發展的腹地規模雖然不能與大陸地區相比，但是經濟仍
可維持一定規模，然而，近年來由於大陸地區的高速發展與成長，香港遭受地緣
政治上的巨變，因此離開香港到台灣念大學對學生來說，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吸
引力。 
香港整體現況 

香港（簡稱：港，雅稱：香江；英語：Hong Kong，縮寫：HK）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位於南海北岸、以及珠江口東側，北接廣東省深
圳市，西隔珠江與澳門及廣東省珠海市相望，其餘兩面與南海鄰接。全境由香港
島、九龍、新界等3大區域組成，其中香港島是全港的發展核心；地理環境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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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龍半島等大陸土地、以及263個島嶼構成，人口約723萬人。 
公元前214年，香港被秦朝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此後長期為中國領土，也曾

短暫納入廣東越南地區版圖，亦曾建立過本土政權。1842年，中國清朝與英國
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此後再簽訂《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
址專條》，分別割讓九龍和租借新界，這些由英國統治的地區構成現今香港的治
理範圍。二戰期間，香港曾被日本佔領約三年零八個月。1997年7月1日，香港
主權回歸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部分自主之政治權力。 

香港開埠前，未計九龍和新界，香港島已經是一個有數千人口的小島。英國
人看中維多利亞港是一個水深港闊、四季不結冰，而且不在地震帶的天然良港。
1842年，清廷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後，分階段割讓和租借香港土地予英國，英國
人開始發展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從一個荒蕪、地瘠山多且天然資源缺乏
的小漁村，逐漸發展成一個轉口港，成為歐洲各國商船向中國進行鴉片及其他商
品貿易的樞紐，而且不受清朝末年的亂局影響。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國依此從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的基本國策，《香港基本法》說明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保持原有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除國防和外交由中國中央政府管理，中國給香港實
行高度自治，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以及參與國
際事務的權利。然而，近年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及中國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每況愈下，
政府高壓的權威也遭到民眾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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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服務業及航運中心，並以優良治安、自由經濟、
簡單稅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而聞名於世，素有「東方之珠」、「東方曼哈頓」等
的美譽。香港同時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生活水平最高、最適宜居住及人均壽
命最長的大都會。空氣污染、貧富懸殊、政制發展等則為該地主要的社會問題。
「亞洲國際都會」是香港的官方品牌。 

表一 香港基本資料 
香港位置 

地理[1]
  土地面積：約 1,105.6  km²[2]:8 

426 sq mi（全世界第 180位） 
 管轄總面積：2,755.03 km² 

1076 sq mi  （全中國省級行政區第 32位）（全世界第 180位） 
最長河

流 

深圳河（37.125公里） 

最大湖

泊 

萬宜水庫（6.66平方公里） 

最高點  大帽山（海拔 957米）[1] 
時區  香港標準時間（UTC+8）[4] 

公民生活 
法定語文 中文、英文[5] 
常用語言 粵語、英語 
人口   總人口：7,290,825人（2015年 8月）（全中國城市人口第 14位） 

（全世界第 100位）[6] 
 人口密度：6,544/km² 

16,576/sq mi（2011年年中，全國第 2名，世界第 4名）[7] 
 平均壽命： 

男士：81.2歲；女士：86.7歲[8] 
民族  華人（93.6%）[7] 

印尼裔和菲律賓裔（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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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0.8%）[7]。 
宗教 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中國民間信仰及其他 
曆法 公曆、農曆 
家用電源   電壓：220伏特 

 插座：G、D、M 
 頻率：50Hz 

經濟實力 
貨幣 港元（HKD） 
本地生產

總值 

2879億美元（國際匯率）（2014年） 
4048.92億美元（購買力平價）世界第 39名（2013年）[10] 

人均生產

總值 
39,800美元（國際匯率） 57,383美元（購買力平價）（2014年）[10]，
列第 25位）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列第 7名 

每月人均

生產 
25,073港元（2013年）[11] 

人類發展

指數 

 0.891[12]（極高，2014年列第 15位） 

堅尼係數  0.537（高，2011年） 
0.475（除稅及福利轉移後）[13] 

外匯儲備  3,399億美元（2015年 7月底）[14] 
 

 
人口分佈 

香港人口密度每年上升，根據2011年官方數據指出，香港的人口密度全世
界第3[m]。截至2014年年中，香港人口7,241,700人，男性3,345,100人，女性
3,896,600人。大部分香港人都住在高樓大廈，近十年興建的住宅樓宇多在30至
40層以上，部份更達70層，商業大廈可達約100層。而且，一個四人家庭普遍只
能居住或擁有面積在400至1000平方英呎（約37.2至74.3平方公尺，12.3至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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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的空間。正因如此，香港在高人口密度的同時，仍然保留大量未開發的郊野
土地。 

香港自1950年代起推廣家庭計劃，倡導每個家庭供養兩名孩子，目的是想
減少當時頗高的生育率。可是，於2013年，香港的粗出生率在全世界226個國家
及地區中是最低的——每1,000人中只有7.6個新生嬰孩。另一方面，香港是2013
年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為81.1歲，女性則為86.7歲。
2014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14.7%。隨著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口將
會越趨老化，估計於2033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佔總人口27%。 

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佔香港人口接近93%，當中有一部分人士以暫居心態
遷移到香港，即使於香港成立地區性聯誼會或商會仍然以「旅港」兩字作為標示，
香港共有逾55萬人持外國護照。華人以外的種族，以印尼人及菲律賓人人數最
多，其次為歐洲人及印度人。在香港定居的菲籍人士與來自印尼及泰國的一樣，
大部分是家庭傭工，也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定居香港的菲籍歌手和樂師，於酒
廊或休閒場所演奏。此外，也有不少於英治時期由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被英
國徵召及招聘到香港出任警員及軍人（如踞喀兵）、銀行護衛、建築工人或在公
立學校和津貼學校教授英語的南亞人。在香港定居的英國人大都在英治時期來香
港工作和定居的大企業和政府部門高層、專業人士和在公立和津貼學校的英語教
師。在香港定居的日本人大都是來香港工作和定居的日資大企業中高層。 

香港自2000年開始出現女多男少現象，當時的男女口比例是每10,000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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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9,670名男性，有關差距於過去數年一直擴闊。2014年女性較男性多出
551,500人，每10,000名女性只有8,584名男性；初婚年齡男性中位數為31歲，
女性為29歲。 
 
香港地區中級與高等教育現況。 

現時香港教育主要由香港政府教育局管理，學校可分為四種：津貼學校、官
立學校、直資學校及私家學校。主流教育可分為四大部份：學前教育，3年幼稚
園、6年小學、6年中學（包括3年初中和3年高中）及大專教育（包括學士、副
學士、文憑和高級文憑等），並有國際文憑（中學課程，通常為國際學校所使用
以方便國際學生在全球學習和升學，也方便香港人在全球升學）沿用至今。 
香港主權移交後，政府推行一連串教育制度改革（簡稱教改）措施，包括母語教
學、一條龍辦學及升學模式、三三四高中教育、小班教學和幼稚園學券等。前教
育統籌局於2006年至2007年新學年的中一新生起將教育制度改為三年初中、三
年高中和四年大學，整合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並於2009年開始逐步在各科推行「校本評核」作為學生在公開考試的評分準則。
同時，前教育統籌局已於2007年至2008年起，為3至6歲幼稚園學生提供幼稚園
學券津貼。上述改革主要為香港教育帶來不同的教學模式，為部份學生提供更佳
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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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展活動資訊 
攤位佈置時間：2015年10月29日(16:30~19:30) 
展覽時間： 2014年10月30日(09:30~17:30) 

2014年10月31日(10:00~18:00) 
主辦單位：陸委會香港事務局、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協辦單位：香港培正專業書院 
辦展地點：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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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10月29日(四) 國泰航空(CX421)  

雖然天候不佳，但飛行過程順利，10月29日抵達香港後直接至旅館，並隨
後趕到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會場參與展前說明會並開始布置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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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本次奉校長指示，代表國際事務處出席在香港舉辦之2015年香港臺灣高等教育
展，不但讓國際處對於香港的教育狀態與學生需求有進一步的認識，相信也讓本
校與香港間之交流能更密切。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每年都在10月左右舉辦，希
望這樣的活動能延續並能對香港臺灣兩地的學校交流有實際的幫助。幾項個人的
心得與建議略述如下: 
1. 招收境外學生對本校的學習風氣與本國學生的多元學習很有助益，而香港的

學生雖然出國念大學風氣不算很盛，，然而由於其尚有一定規模，所以依然
值得本校爭取。本校的管理學院與文理學院都有對一般香港學生而言較容易
返港就業的熱門的科系，本校應該可以強化招生活動。 

2. 不過，類似這樣大拜拜式的教育展，對虎尾科大這樣地處偏遠的鄉下學校來
說，是很不利的，本校知名度不夠，也沒有顯而易見的優勢可以凸顯，非常
容易淹沒在其他學校的宣傳中。 

 因此個人建議，在參加一至兩次這類的活動之後，本校國際處與招生單位，
應該主動出擊，避開人潮眾多的時段，在年度中單獨至香港拜會相關中等學
校，以收到較佳之宣傳與招生效果。 

 此外，隨著虎尾站在2015年12月通車，本校的地理位置也隨之有大幅度的變
化。未來學校對外的文宣品，也應同步進行更新並強化宣傳。 

3.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主辦單位很熱心也很用心地在星期五晚間舉辦餐會，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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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各校與各機構代表與香港地區中學校長與老師的交流機會。餐會以傳統圓
桌方式進行，洽談氣氛良好。但是想建議主辦單位可否改為自助式餐會?自
助式的晚宴雖然較不正式，但是整體氣氛輕鬆自在，原本不熟識的各校與各
機構代表也趁此機會自我介紹並彼此認識，也可以對各項議題做比較深入的
意見交換與探討，這樣的做法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