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香港來台留學⽣ 

眾所周知，台灣是亞洲中的⼀個熱⾨留學地點。不論中國⼤陸、香港、澳⾨或其他地
⽅來說，台灣都是留學的⾸選。價錢、⽂化、政治因素等等都是台灣成為其他國家的
學⽣們留學的不⼆之選。⽽本作品探究內容，便是以香港作為例⼦。 

⾸先，在價錢⽅⾯，台灣相對其他國家，例如：香港、⼤陸等已發展或發展較為發達
的國家，物價絕對是相對較為便宜。香港的物價⾼企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根據英國
研究公司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前發佈《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20》，香港與另外兩個城市並列成為全球⽣活成本最昂貴城市，香港除了
樓價是全球最貴外，其他⽣活⽇常⽣活開⽀亦同樣名列前茅。⽽⼀些受訪的在台香港
留學⽣表示，以台南為例，如果⼀⽇三餐都在外解決的話，平均⼀⽇約花費$250台
幣(約$73港幣)，⽽在香港簡單在茶餐廳吃飯就花費$50-$60港幣不等(約200台幣)。 
由此可⾒，台灣的物價對於香港的家庭或學⽣來說是相當吸引的。亦是其中⼀個香港
家庭會選擇台灣成為留學地點的⼀⼤要因。 

其次，在⽂化⽅⾯，由於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上，普通話是在香港⼩學及初中的必修課
程，所以香港學⽣絕⼤部份都具備⼀定的普通話能⼒，來台後在溝通⽅⾯並不會有太
⼤的問題，唯⼀可能⾯對的問題便是台語，但台語在台灣⼰經越來越少⼈使⽤，因此
對於香港學⽣來說無疑是減少了⼀定程度上的⽣活困難。⽽且，在交通部觀光局觀光
統計資料庫中可以看到香港近⼗年每年都有約⼀百萬⼈來台旅遊，原因不只是上⽂提
到的物價及溝通因素，有⼀些受訪的香港留學⽣表示，來台後最能夠體驗的就是台灣
的⼈情味，香港雖然發達，但缺少⼈情味，⽣活節奏極快，從⽽減少了許多⼈與⼈之
間的交流，⽽台灣⽣活節奏相對較慢，鄰⾥之間、街坊之間的交流也相對較多，⽽這
些在近10年的香港已經是幾乎完全⾒不到的。 

除此之外，在政治⽅⾯，在疫情爆發前，香港近10年都有著不同⼤⼤⼩⼩的政治運
動，⽽近5年更是激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家長都把⼦女送到不同國家留學，⽽政治
因素都是⼀個家長在近年來開始加入考慮因素的⼀個指標。社會穩定、⾔論⾃由等便
納入了家長們的考量。由於香港之前是英國的殖⺠地，因此有許多家長會把⼦女送到
外國讀書，⽽且在傳統觀念影響下，許多⼈都認為外國教育在⽇後的認受性會較⾼，
當然，這只是後話。外國留學無疑是⼀個很好的選擇，但價錢也相對貴。因此集價錢
因素以及政治因素於⼀⾝的台灣就成了香港家長的⾸選。 

最後，疫情不知道在何年何⽇才能過去，⽽在過去5年間，根據台灣教育部的⽂件顯
示，港澳⽣由104學年度的9000⼈上升到108年度的11000⼈， 呈現上升趨勢。因此
在疫情過去後，社會不明朗的情況下，來台就讀的香港學⽣只會有增無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