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区教育和培训枢纽 
 

概况 
 

香港拥有优质大学和学院，是区内教育和培训枢纽。政府在 2023/24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用于教育的经常开支

预算达 1,147 亿港元（147 亿美元），占政府总经常开支 15.1%。 

 

香港对内地和海外学生的吸引力 
 

 崇尚学术自由，让学生在一个国际大都会及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学习 

 大学提供宝贵的实习和进修机会 

 学生可考取获国际认可、高排名的学术资格 

 扩阔学生国际视野，并提供就业机会 

 多元文化背景下学习，有助学生拓阔视野 

 在地理和文化上毗连内地，有利于内地学生适应 

 

大学排名 
 

 5 间大学跻身全球首 100 位：《2023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2023 年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港大）（第 31 位/第 21 位）、香港中文大

学（中大）（第 45 位/第 38 位）、香港科技大学（科大）（第 58 位/第 40 位）、香港理工大学（理大）

（第 79 位/第 65 位）及香港城市大学（城大）（第 99 位/第 54 位） 

 5 间大学位列亚洲前 25 名：《2023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行榜》中，港大（第 4 位）、中大（第 6

位）、科大（第 7 位）、理大(第 14 位)及城大(第 16 位)；《2023 年 QS 亚洲大学排行榜》中，港大（第 4

位）、中大(第 12 位)、科大(第 14 位)及城大(第 23 位) 

 4 间大学位列全球最国际化大学前 10 名：《2023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港大（第 1 位）、

城大（第４位）、科大（第５位）及理大（第 6 位） 

 3 间新晋大学跻身全球 10 大：《2023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全球最佳新晋大学排名》中，科大（第 2 位）、理

大(第 4 位)及城大（第 6 位） 

 3 间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跻身全球 25 大：《2022 金融时报排行榜》上，美国西北大学

凯洛格管理学院与科大合办的 EMBA 课程(第 1 位)；港大商学院 EMBA 课程(第 18 位)、中大商学院 EMBA 课

程世界(第 24 位)。《2022 年 QS EMBA 合办课程榜》中，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与科大合办 的 EMBA 

课程，世界排名第 5。 

 港大开办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于 2022 年获《经济学人》评为亚洲第 1。 

 理大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高踞世界第 1：理大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连续 6年排名世界第 1(上海软科《2022

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港大牙医学院于《2023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3 及亚洲第 1。 

 港大教育学院于《2023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科排名》及《2023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分别位列全球第

5 及亚洲第 1。 

 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于《2023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10及亚洲第 2。 



 12 个学科位列亚洲第 1：文学及人文学科(港大)、教育及教育研究学科(港大)、内分泌及代谢学科(中大)、

肠胃及肝脏科(中大)、免疫学科(港大)、传染病学科(港大)、微生物学科(港大)、公共、环境及职业健康学

科(港大)、社会科学及公共医疗学科(理大)及外科学科(中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2022-2023 年全球最佳

大学学科排名》；表演艺术学科(香港演艺学院)及护理学（中大）《2023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国际学校 
 

在 2022/23 学年，香港共有 54 间国际学校，提供超过 10 项课程，包括英国、美国、澳洲、日本、新加坡、法国、

德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课程，以及国际文凭课程。 

 

交换生计划 
 

 鼓励大学生参加交流计划。在 2019/20 学年，8 间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共接待约 3,500 名交换

生来港交流；同期亦有约 5,400 名本地学生参加为期至少一个学期的交流计划。 

 政府增拨 1 亿元扩大青年国际交流的规模，由 2017 年起推行「国际青年交流资助计划」，扩阔年轻人的视

野。 

 为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杰出学生来港升学发展，自 2019/20 学年起，「一带一路」奖学金已扩展至涵

盖所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修读研究院研究课程的学生。政府会与院校合作进一步向东南亚国家联

盟以外国家推广「一带一路」奖学金。 

 

非本地毕业生 
 

 非本地毕业生可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申请留港或回港工作。  

 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毕业生，可申请在毕业后留港两年，

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以试行形式扩展该安排至本港大学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校园的毕业生，为期两年。 

 

人才培训枢纽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港铁学院、消防及救护学院和海事训练学院栽培有关专业的营运及管理人才。 

 金融学院于 2019 年 6 月在香港金融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保险业监管局及强制性公积金计

划管理局合作下成立。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将与内地航空培训院校合作，推出「大湾区青年航空业实习计划」，目标于 2023 年上半年

开始互派青年到两地机场实习，计划的首年名额共 450 个，以培育更多青年投身航空业。学院会继续与法国

国立民用航空学院合办航空运输管理高等硕士课程，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就读，巩固香港作为

区域航空培训中心的地位。 

 海运及空运人才培训基金于 2014 年成立，承担额为 3 亿元，为海运和航空业培育人才，自成立以来超过

16,000 学生与从业员受惠。2023/24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向基金注资 2 亿元，加强物流业人才培训，推

动高端、高增值及智慧物流的发展，并鼓励业界与大专院校及专业团体合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海事

人才培训资助计划」亦会于 2023 年推出，为有志投身海事法律工作的青年提供见习机会，以培育更多本地

海事律师。 

 建造业议会在 2018 年成立了香港建造学院，培训更多优质专才。2023/24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预留 7 百

万元，与香港建造学院合作，推出为期两年的「先聘请后培训」资助计划，为选择就读建造业安全主任课程



的学员，提供在职培训津贴，预计可惠及约 300 名学员。 

 为应对未来基建发展的人力需求和鼓励青年人加入建造业，2023/24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预留 1 亿元，

与专上院校合作推行为期两年的先导计划，为就职于建造业的学员在修读建造业相关的兼读制学位课程期间

提供在职培训资助，预计可惠及约 1,000 名学员。计划旨在完善进修及晋升阶梯，同时亦为建造业开拓生源

培训专才。 

 发展局于 2019 年 7 月成立主要项目精英学院，这是亚洲第一所同类型学院，为高级公职人员及参与工务工

程项目的建造业领导人员提供高水平项目管理及领导发展课程。由 2021 年 12 月开始，精英学院亦为政府中

层管理人员提供系统化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和项目推展能力，以更有效运用公共资源。2022/23 年度《财政

预算案》预留 3,000 万元，加强精英学院作为一个主要项目权威机构的角色，务求提升项目的整体表现。 

 「提升保险业及资产财富管理业人才培训先导计划」于 2016 年 8 月推出，涉及项目承担额 1 亿元，旨在吸

引人才并提升从业员的专业能力，促进行业长远发展。 

 「金融科技从业员培训资助先导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启动，推动金融科技人才专业化，并壮大香港金融

科技人才库。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培训先导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推出，推动本地合资格从业员及有志从事绿色和可

持续金融相关工作的人士参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相关培训，以应对低碳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 100 亿元，以完成各项提升和增加大学医疗教学设施的工程，可应付约 900

个额外的医疗培训学额。 

 由政务司司长出任主席的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开始运作。 

 政府自 2014 年 11 月起推行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资助每届最多 100 名本地杰出学生到香港境外升读世界知

名大学。 

 2018 年 3 月起推出企业内地与海外暑期实习先导计划，邀请大型企业为香港青年提供在内地及海外的实习

机会。 

 创科实习计划于 2020 年推出，为本地大学 STEM 课程的本科及研究生安排短期实习。 

 世界级院校于香港设立基地，例如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德国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研究所、芝

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康奈尔大学动物医学院、亚洲协会和香港大学－巴斯

德研究中心（法国）。 

 作为培育足够的人才以推动发展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工作，演艺学院会研究长远在本地以至大

湾区培育所需文化艺术人才的角色，并考虑长远在「北部都会区」设立另一个校舍的需要和增加非本地生比

例。政府亦会资助提供本地艺团及西九文化区实习职位予演艺学院及其他大专院校主修文化艺术相关科目毕

业生的见习计划。 

 

（更新日期：2023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