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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發表《港人內地讀書就業身份待遇問題研究》報告，並提出十

大政策建議，協助內地香港學生和在職人士。  

 

據 2011 年香港統計處統計，香港人在內地定居達 50 萬人。2015 年，在內地高

校和研究院就讀的香港學生超過 1.5萬人。 

 

本會連同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於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在北

京、上海和廣州進行本研究。 研究共收回 1154 份問卷, 涵蓋三地 40 所高等

院校, 並與超過 100 名港人進行焦點小組與深入訪談,為至今規模最大的同類

研究。 

 

研究目的是瞭解內地香港學生、創業者和專業人士在求學、擇業、創業、就業、

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問題，重點研究與香港人身份有關的差別待遇問題。按照各個

港人群體的實際需要，研究在個別政策領域優先拉近或統一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待

遇；並對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提出政策建議。 

 

入學途徑多元化，土生港人增加 

 在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分為「港生」和「港籍」。「港生」指在香港受教育和

長大的學生, 主要透過「免試招生計劃」入讀內地大學; 「港籍」指在內地

長大的香港居民, 主要透過「港澳臺聯招考試」入讀內地大學。 

 2012 年後，土生土長港生數目大幅增加，每年大約 1400人，接近「聯招考

試」的每年 1700 人。 

 

 



 

 

報告指出，對入讀本科的「港生」而言, 他們選擇到內地讀書最主要的原因依次

為, 內地學費和生活費用較低、內地發展機會較多、未能在原居地升學。對「港

籍」本科生而言, 則主要因為家人身在內地。 

 碩士研究生當中，有九成在內地本科畢業,融入內地生活的問題不大。 

 

畢業後期望回港工作或深造較多 

 同學對內地讀書感受滿意度高，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共 60.8%，北京學生

達 70%。 

 畢業後 45%希望到香港找工作或者深造，留在內地發展佔 29%，其餘不確定。

當中，內地長大的「港籍」學生回港和留在內地的比例是 31%：38%；「港生」

回港和留在內地比例為 56%：22%，反映後者留在內地意願不大。 

 無論在內地或回港發展都遇到不少困難。在內地實習求職的過程中遇到最大

的困難包括: 缺少內地的人脈關係(40.4%)、未能應聘國企和事業單位

(35.1%)、因港人身份而被用人單位拒收(34.8%)。 

 回流香港求職也不容易, 最大的困難是香港僱主不認可或不熟悉內地的學

歷(70.4%)、缺乏在港的實習經歷(59.0%)、缺乏在港的人脈積累 (51.4%)、

兩地資格認證不能互通(49.8%)。 

在職人士港人到內地發展的吸引因素和面對的困難 

 內地工作的香港在職人士方面，主要從事金融、房地產和 IT 業。 

 吸引香港人到內地創業的主因是內地的市場前景和創新創業氛圍好。專業人

士則普遍認為, 在內地工作前景好是最吸引的原因。  

 在內地創業的困難包括面對受到工商註冊、營商政策、稅務的困難、可投資

領域不足、缺乏人脈等等。 而專業人士在內地最大的困難是遇上激烈競爭

和社會人際網絡不足。 

就業證諸多不便，社保需要改善 

 在職港人期盼內地當局能取消對港人實施就業證的制度，比例達 76.6%。 

 受訪者大多數都沒有購買社保, 他們普遍認同社保的重要性，尤其在醫療

保障方面，但不少人期望供款比率下調。  

特區政府駐內地辦支援不足 

 港人對特區政府駐內地辦的支援普遍表示不足，其中表示不足和非常不足的，

學生佔 35.3%，專業人士佔 51.0%，創業人士更達 60.0%！ 

 港人期望駐內地辦的支援包括提供實習就業和升學輔導、協助港人爭取權益、

為港人尋找商機和發掘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機遇等。 

 



 

 

建議一：駐內地辦為港人爭取權益和商機 

調查顯示認為駐內地辦支援不足和非常不足的港人接近六成。本研究建議應著重

強化三項功能：一是主動協助爭取港人權益，包括改善港人身份待遇問題；二是

更積極為他們尋找商機，尤其是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有關的商機；三為提供資訊並

加強學生和港人的就業輔導。駐內地辦應多進行關於內地生活港人的研究及統計，

了解他們所需。 

 

建議二：內地就業“三方協議”應覆蓋港生 

建議內地政府把大學畢業生的“三方協議”（由大學、企業和學生簽訂）制度，

以自願參與的形式向香港學生開放。由於香港學生可能同時在內地和香港求職，

因此以自願而非强制規定比較合適。此外，內地高校亦應積極幫助港生在內地的

就業，更主動向港生們介紹求職途徑和其他勞工權益，讓他們得到與內地生同等

的就業保障。 

 

建議三：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應涵蓋內地港生 

就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而言，政府應取消必須在香港完成高中課程的申請條件，

並以補交在內地完成高中課程的證明文件作為替代。此外，政府亦應進一步拓闊

計劃內的院校範圍，同時研究在未來新增更多不同類型的院校入資助範圍，借此

鼓勵港生北上發展不同專業，培育多元人才。 

 

建議四：為內地港生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香港政府或企業可給予他們更多本地實習機會，並加強協助“港籍學生”融入本

地職場。此外，香港勞工處和職業輔導機構應該針對性提供支援，幷協助克服跟

專業相關的就業障礙。勞工處可考慮增設“協助內地畢業青年來港就業”計劃，

提供更適切的支援服務。 

 

建議五：內地取消就業證的規定 

辦理就業證所需文件繁多，過程複雜，因此影響了企業招聘港人的積極性。因此，

內地政府可考慮將港人須註冊就業證的安排取消，以兩證合一的方式改為於居住

證內一併辦妥，減省重覆的程序及所需的證明文件。 

  



 

 

建議六：給內地港人發放居民身份證 

港人所持的回鄉卡在使用內地網上認證系統，包括公共服務、電子商貿服務，經

常遇到不少困難。由於過去回鄉證升級導致號碼變更，為港人在內地的銀行、電

信、買賣樓宇和其他業務帶來不變，本研究不建議更改回鄉證的號碼。本研究建

議在保留原有回鄉證的同時，內地政府向有需要的內地港人發放有限期的居民

身份證，其號碼格式和功能與內地居民身份證看齊。居民身份證可優先在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和大灣區試行。 

 

建議七：港人自願購買社保，降低供款比率 

本研究建議容許香港人自願購買社保，並設最低繳費比率，僱主和僱員可各負責

10%；政府也可以容許他們繼續以原來較高比率供款，並要確保他們在退休或失

業後能享受社保待遇。由於部份港人並非以內地為終身居住點，這種以靈活彈性

的方式處理港人的社保是最切合港人需要的安排。 

 

建議八：在主要城市和大灣區允許港人子女小學就地入學 

現在內地沒有明確政策，允許港人子女就地入學。而且國際學校學費偏貴，學位

不足，家長選擇甚少。因此，建議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大灣區各市調整政策，

讓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就地入讀小學。如因供應關係未能滿足，容許跨區就學。 

 

建議九：全國統一港人買樓政策，幷在大灣區允許非自用買樓 

各地不一的限購政策，使有意在內地發展的港人感到無所適從。個別城市甚至

不同區都有不同的措施，引起混亂。本研究建議全國統一港人買樓政策，在提

供有效工作或就讀證明的情況下，允許每人購買一套房產。當地銀行應根據申

請者的實際資產收入狀況決定是否提供貸款。此外，在大灣區九市，應回復過

去港人可購買一套非自用房産的政策。 

 

建議十：鼓勵香港銀行承造大灣區置業的按揭貸款 

特區政府應與金管局和本地銀行商討，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鼓勵本地銀行

對購買大灣區一手或二手樓宇的香港人提供本地按揭服務，條款與利率接近本地

樓宇的按揭。此外，業界包括地產代理應提供更多港人內地買樓的資訊，包括最

新政策、買賣樓宇流程和相關法律和貸款資訊。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何建宗表示： 

 

「隨著港人前往內地讀書就業和生活的人數越來越多，現有法規已經跟不上融

合的速度和深度。本研究集中反映了眾多因港人身份引起的待遇問題，並提出十

大政策建議，涵蓋各個群體的需要，希望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重視和儘快落實。」 

 

「大灣區發展為香港提供機遇，將會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互通。本研究

提出的部分建議可以在大灣區先行先試（例如香港銀行提供大灣區按揭貸款、港

人子女就地入學）。未來本會將進一步研究大灣區港人讀書就業和生活問題」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簡介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於 2017年 4月成立，這個智庫由香港和內地的年輕學者、

專業人士和跨黨派人士組成，希望結合香港和內地年輕人的觀點，就「一國兩制」

的廣泛議題進行研究、對話，並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會成員在內地和香港都十分活躍，經常發表時事評論。內地成員當中，包括研

究港澳和曾在香港留學的年青學者，已出版多本著作，並參與國家級港澳研究項

目。香港成員則包括學者、前任官員、不同黨派年輕從政者、青年工作者、和在

內地有求學和工作經驗的香港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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