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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難留港澳難回——港澳生在內地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在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當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新任特首

自上任後，不斷倡導本港與內地必須加強合作，近期又走訪上海、廣東、深圳多地，拜會當地領導

人，期盼加強本港與內地的合作，藉內地（尤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香港尋找發展機遇。 

港澳生內地升學後發展的機遇 

自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政府開啟了內地高校向香港、澳門招生的大門，內地高校遂成為港澳年輕人

在本地升讀大學另一蹊徑。為加強內地與兩特區之間年輕人交流，中央政府以及港澳政府先後推出資

助政策，以鼓勵學生到內地大學升學。根據官方數字顯示，截至 2015 年 10 月，在內地高校及研究院

就讀的香港學生逾 1.5 萬。 

一項由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主持的《內地高校港澳學生就業研究》指出，這批港人在內地高校畢業

後，不少希望留在內地發展。有關研究對象以 2015/16 年度，曾就讀或正在就讀內地大學的港澳學生

為主體，成功以問卷及小組訪問了逾 300 人。310 份有效問卷中，有 81%在內地升學的港澳學生希望

留在內地工作，而其中 53%是「港一代」或「澳一代」（即沒有直屬親屬在內地長期居住）。但在受

訪畢業生的樣本中，最終留在內地工作的只有 37%。此外，在問及他們畢業後有什麼計劃時（受訪者

可最多選擇 3 項），當中選擇就業的比例為 72%。與此同時，他們亦有 73%選擇繼續進修；而選擇

「進修」時，最想在港澳台進修，其次是海外，最後是內地。而在職業或行業選項中，港澳生在 27 

個行業中，最為追捧的是金融行業及商業服務業，其後為教育、公共行政與公共安全、文化創意與傳

媒、醫療醫藥與衛生及法律。 

大門縱開小門難開 

縱使這些受訪的港澳畢業生有對在畢業後於內地工作及發展的良好願望，在該次研究中，港澳居民身

分的模糊與不確定性為其帶來不少在內地工作及發展的障礙。由於這批港澳畢業生持有回鄉證或通行

證，而非居民身分證，而他們所持有的特區身分證在內地不享有正式認可；另一方面，有關的研究明

確指出港澳人士的「獨特身分」使他們變成「境外人士」，不能享用內地就業、創業、旅遊、住宿等

日常面對的政策。故此，不少內地公司及僱主，鑑於他們「身分模糊」及不確定性，加上為這些畢業

生申請在內地就業手續繁複，當事人又怕陷入政策誤區，漏報細節而受連累，故不大樂意為這批人才

申留內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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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關港澳畢業生要在內地就業發展遇到的「身分」問題，正彰顯內地即使在政策上開了「大

門」，但不少「小門」仍關，難以融入「境外港澳人士」。加上近年內地大學畢業生亦大幅增加，又

加上內地生在海外升學或就業一段時間後回流內地工作，對本港於內地升學的畢業生要在內地工作，

無疑增添了不少困難，競爭亦愈激烈。這形成了港澳畢業生抱怨的「內地難留，港澳難回」。因此，

特區與中央政府如何梳理這些政策瓶頸，將是內地與特區政府需檢視的一大領域。參考資料：北京港

澳學人研究中心 

（2017）《內地高校港澳學生就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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