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教育和培訓樞紐 
 

概況 
 

香港擁有優質大學和學院，是國際教育和培訓樞紐。政府在 2025/26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用於教育的經常開支

預算達 1,028.6 億港元（131.8 億美元），佔政府總經常開支 17.5%。 

 

香港對內地和海外學生的吸引力 
 

 崇尚學術自由，讓學生在一個國際大都會及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學習 

 大學提供寶貴的實習和進修機會 

 學生可考取獲國際認可、高排名的學術資格 

 擴闊學生國際視野，並提供就業機會 

 多元文化背景下學習，有助學生拓闊視野 

 在地理和文化上毗連內地，有利於內地學生適應 

 

大學排名 
 

 5 間大學躋身全球首 100 位：《2025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行榜》/《2025 年國際高等教育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學排行榜》中，香港大學（港大）（第 35 位/第 17 位）、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第 44 位/第 36 位）、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第 66 位/第 47 位）、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第

80 位/第 62 位）及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第 84 位/第 57 位） 

 5 間大學位列亞洲前 20 名：《2024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行榜》/《QS 世界大學排行榜：亞洲 202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24-2025 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港大（第 6 位/第 2 位/第 6 位）、中大（第

10 位/第 6 位/第 5 位）、科大（第 12 位/第 11 位/第 19 位）、城大（第 15 位/第 10 位/第 12 位）及理大

(第 19 位/第 17 位/第 9 位) 

 4 間大學位列全球最國際化大學前 5名：《2025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城大（第 1 位）、

科大（第 2 位）、理大（第 3 位）及港大（第 4 位） 

 3 間新晉大學躋身全球 10 大：《2024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最佳新晉大學排名》中，科大（第 3 位）、城

大（第 4 位）及理大(第 7 位) 

 3 間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躋身全球 25 大：《2024 金融時報排行榜》上，中大商學院

EMBA 課程世界(第 22 位)及港大-復旦大學工商管理(國際)碩士項目(第 24 位)。《2024 年 QS EMBA 合辦課

程榜》中，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與科大合辦 的 EMBA 課程（第 6 位）；港大-復旦大學工商管理(國

際)碩士項目(第 15 位) 

 科大開辨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於 2024 年獲《彭博商業周刊》評為亞洲第 1 

 港大開辦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於 2022 年獲《經濟學人》評為亞洲第 1 

 3 個學科高踞世界第 1：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科(理大)及圖書情報科學學科(城大) (上海軟科《2024 世界一

流學科排名》); 教育學科(港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24-2025 年全球最佳大學學科排名》）。 

 多個學科躋身全球 10 大：牙科(港大，全球第 2)、教育學科(港大，全球第 3)、護理學（中大，全球第 5）、

語言學（港大，全球第 9／中大，全球第 10）及地理學(港大，全球第 10) (《2025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多個學科位列亞洲第 1：文學及人文學科（港大）、內分泌及代謝學科（中大）、腸胃及肝臟科（中大）、

免疫學科(港大)、傳染病學科(港大)、微生物學科（港大）、公共、環境及職業健康學科（港大）及社會科

學及公共醫療學科（理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24-2025 年全球最佳大學學科排名》；牙科(港大)、教

育學科(港大)及護理學（中大）《2025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國際學校  
 

在 2024/25 學年，香港共有 54 所國際學校(包括一所特殊學校)，提供各項非本地課程，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國、

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英國及美國等地的課程，以及國際文憑課程。 

 

交換生計畫 
 

 鼓勵大學生參加交流計畫。在 2023/24 學年，8 間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共接待約 5,100

名交換生來港交流；同期亦有約 5,500 名本地學生參加為期至少一個學期的交流計畫。 

 政府增撥 1 億元擴大青年國際交流的規模，由 2017 年起推行「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畫」，擴闊年輕人的視

野。 

 為吸引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傑出學生來港升學發展，自 2019/20 學年起，「一帶一路」獎學金已擴展至涵

蓋所有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2024/25 學年起，獎學金名額增加五成。 

 政府會與院校合作進一步向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外國家推廣「一帶一路」獎學金。 

 

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 5 所百強大學的城市，其教育競爭力位列全球第 4（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24 年世界競爭力

年報》）。政府銳意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未來人才搖籃，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城市地位。特區政府亦

會舉辦國際教育會議及展覽，凸顯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地位。 

 2024/25 學年起，政府資助的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增加一倍至 40%，吸引更多外國尤其是「一帶一路」國

家和內地學生來港升學。 

 2023/24 學年起，教資會向「內地與環球連繫及學習體驗資助計劃」額外注資 1 億元，鼓勵資助大學提供更

多境外交流及學習機會，提倡多元共融的國際化學習環境。 

 推出新一輪 15 億元的「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以鼓勵更多機構資助院校研究。 

 自資專上院校與政府資助院校相輔相成。政府於 2024 年底推出新一輪「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

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及提供免息貸款，支持自資院校擴容提質。 

 2025/26 學年起，「香港未來人才深造獎學金計劃」每年提供獎學金予最多 1,200 名修讀指定研究院修課課

程的本地學生。 

 逐步增加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至每學年 400 個，吸引更多傑出人才來港就學及進行研究。 

 推進「北部都會區」專上教育建設，致力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鼓勵本地專上院校與中外知名院校以靈

活創新的模式，開拓更多品牌課程、研究合作和交流項目 

 開放老撾及尼泊爾人才來港就讀教資會資助院校。 

 

非本地畢業生 
 

 加強在全球推廣「留學香港」品牌，吸引更多優秀境外學生。 

 非本地畢業生可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留港或回港工作。  



 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而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的非本地畢業生，可申請在畢業後留港兩年，

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安排並擴展至涵蓋本港大學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校園的畢業生。 

 根據為期兩年的「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職業訓練局（職訓局）2024/25 學年起入學的指定全日制高級文

憑課程外地學生，畢業後可留港一年，尋找與其專業相關的工作。此安排會試行兩年再作檢討。 

 

人才培訓樞紐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港鐵學院、消防及救護學院和海事訓練學院栽培有關專業的營運及管理人才。 

 金融學院於 2019 年 6 月在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

畫管理局合作下成立。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與內地航空培訓院校合作，推出「大灣區青年航空業實習計畫」，於 2023 年 5 月開始互派

青年到兩地機場實習，計畫的首年名額共 450 個，以培育更多青年投身航空業。學院會繼續與法國國立民用

航空學院合辦航空運輸管理高等碩士課程，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就讀，鞏固香港作為區域航空

培訓中心的地位。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於 2014 年成立，承擔額為 3 億元，為海運和航空業培育人才，自成立以來超過

16,000 學生與從業員受惠。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向基金注資 2 億元，加強物流業人才培訓，推

動高端、高增值及智慧物流的發展，並鼓勵業界與大專院校及專業團體合作，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海事

人才培訓資助計劃」亦已推出，為有志投身海事法律工作的青年提供見習機會，以培育更多本地海事律師。 

 建造業議會在 2018 年成立了香港建造學院，培訓更多優質專才。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預留 7 百

萬元，與香港建造學院合作，推出為期兩年的「先聘請後培訓」資助計畫，為選擇就讀建造業安全主任課程

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津貼，預計可惠及約 300 名學員。 

 為應對未來基建發展的人力需求和鼓勵青年人加入建造業，2023/24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預留 1 億元，

與專上院校合作推行為期兩年的先導計畫，為就職於建造業的學員在修讀建造業相關的兼讀制學位課程期間

提供在職培訓資助，預計可惠及約 1,000 名學員。計畫旨在完善進修及晉升階梯，同時亦為建造業開拓生源

培訓專才。 

 發展局於 2019 年 7 月成立主要項目精英學院，這是亞洲第一所同類型學院，為高級公職人員及參與工務工

程項目的建造業領導人員提供高水準專案管理及領導發展課程。由 2021 年 12 月開始，精英學院亦為政府中

層管理人員提供系統化培訓，提升專業技能和專案推展能力，以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2022/23 年度《財政

預算案》預留 3,000 萬元，加強精英學院作為一個主要項目權威機構的角色，務求提升項目的整體表現。 

 「提升保險業及資產財富管理業人才培訓先導計畫」於 2016 年 8 月推出，涉及項目承擔額 1 億元，旨在吸

引人才並提升從業員的專業能力，促進行業長遠發展。 

 「金融科技從業員培訓資助先導計畫」於 2022 年 9 月啟動，推動金融科技人才專業化，並壯大香港金融

科技人才庫。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畫」於 2022 年 12 月正式推出，推動本地合資格從業員及有志從事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相關工作的人士參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培訓，以應對低碳和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 100 億元，以完成各項提升和增加大學醫療教學設施的工程，可應付約 900

個額外的醫療培訓學額。 

 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於 2018 年 4 月開始運作。 

 政府自 2014 年 11 月起推行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資助每屆最多 100 名本地傑出學生到香港境外升讀世界知

名大學。 



 2018 年 3 月起推出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先導計畫，邀請大型企業為香港青年提供在內地及海外的實習

機會。 

 創科實習計畫於 2020 年推出，為本地大學 STEM 課程的本科及研究生安排短期實習。 

 世界級院校於香港設立基地，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所、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康奈爾大學動物醫學院、亞洲協會和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中心（法國）。 

 作為培育足夠的人才以推動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工作，演藝學院會研究長遠在本地以至大

灣區培育所需文化藝術人才的角色，並考慮長遠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另一個校舍的需要和增加非本地生比

例。政府亦會資助提供本地藝團及西九文化區實習職位予演藝學院及其他大專院校主修文化藝術相關科目畢

業生的見習計畫。 

 金融發展局旗下的香港財富傳承學院於 2023 年 11 月成立，為家族辦公室業界、資產擁有人和財富繼承者

提供綜合人才培訓平台，助力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蓬勃發展。 

 

擴大職業人才庫 
 

積極支持職業培訓，培育本地人才，增能增值，提供晉升階梯。 

 繼續支援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為有志在專業技術發展的青年建立康莊大道，及提升職業專才教育獲得大學

學位地位。 

 職業訓練局已成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聚焦為資訊科技界別提供職前及在職培訓，有關課程已於 2024/25 學

年推出。 

 

（更新日期：2025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