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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年後的檢討與改善 



報告摘要

學⽣內地交流計劃在⾹港主要由教育局、⺠

政事務局及其他政府資助進⾏，⾄今已經推

⾏⼗年，政府亦在過去⼗年投⼊了不少資源

在內地交流發展上。是次研究主要針對教育

局的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同根同⼼」及

「同⾏萬⾥」，以及⼀些⽀援內地交流資助

計劃的措施，分析過去⼗年教育局在內地交

流計劃的⾓⾊、成就，以及⾯對的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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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
⾹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中⼼針對這兩項主要的學

⽣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於2018年11⾄12⽉期間透

過問卷訪問了255間學校之教師，乃全港近五年相

關範疇研究內最⼤型之教師⺠調。

�

檢視過去內地交流的招標⽂件，以歸納政府的政策

執⾏的⽅法及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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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交流成就
包括：

成就⼀：政策積極投⼊，參與⼈數提升

 
成就⼆：重⼤社會事件後之應對

�

成就三：異中求同，從⽂化⾓度切⼊，鞏固學⽣對

中華⽂化的根

�

成就四：主題式回應中國發展

 
成就五：成功提升學⽣個⼈能⼒、擴⼤其中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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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政策積極投⼊，參與
⼈數提升

特區政府在過去⼗年投放了⼤量資源於學⽣內地

交流上。從2008/09學年的1,200萬增加⾄2019/20

學年預算之1.2億元，增幅為⼗倍。在資源⼤幅增

加底下，內地交流計劃在過去⼗年成功吸引了超

過40萬⼈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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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重⼤社會事件後之應對

2012年7⽉「反國教」⼤遊⾏後，內地交流的參與

⼈數不僅沒有⼤幅下滑，更逆轉過往下跌的型

態，呈現「V字型」反彈的趨勢，參與⼈數從

26,000⼈上升⾄50,000⼈，升幅接近50%，顯⽰相

關當局在重⼤事件發⽣後均採取了適當且有效的

應對措施，令內地交流的重要性更加明顯。



成就三：異中求同，從⽂化⾓
度切⼊，鞏固學⽣對中華⽂化
的根

⾹港與內地在政策、發展、經濟等層⾯上存在很

多相異之處，然⽽特區政府以⽂化作為切⼊點。

縱觀現今內地交流的主題，⼤部分交流團均以不

同類型的中國⽂化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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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四：主題式回應中國發展

隨著中央政府近年來提出不同範疇的發展⽅向，

內地交流的主題及參訪地點亦隨之增加，例如⼀

系列不定期舉辦的主題式交流學習計劃，交流主

題涵蓋科技、藝術、⾃然等範疇，回應了國家發

展的趨勢。



成就五：成功提升學⽣個⼈能⼒、
擴⼤其中國視野

在定量研究當中，受訪教師認為內

地交流為學⽣提供⼀個「活動教

室」：學⽣透過內地交流提升個⼈

能⼒，包括在外地照顧⾃⼰的能

⼒、普通話語⾔能⼒、跨⽂化交流

能⼒等。受訪教師亦認為透過參訪

內地不同地⽅，學⽣對內地的視野

得以擴闊，同時能够給予學⽣最真

實的中國經驗，以及讓學⽣學習中

國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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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研究發現特區政府對內地交流具有很⾼的成

效期望，然⽽，因為⾯對著不同層⾯的挑

戰，內地交流的部份成效未能有效的彰顯出

來。本⽂把上述的因素及挑戰按處理時序歸

納為規劃、執⾏、檢討三個層⾯



挑戰⼀：規劃層⾯－需理順兩
地政府政策期望

中央政府在過去⼗年給予特區政府不少關於內地

交流之發展⽅向及政策的建議。縱然在《憲

法》、《基本法》及「⼀國兩制」的框架下，特

區政府不須要完全遵循中央政府之政策；然⽽內

地交流的執⾏與中央政府及內地相關部⾨、機構

息息相關，包括⾏程安排、學校、商業機構合作

等等，與教學質素緊緊掛勾。雖然特區政府在某

程度上亦作出相關政策及措施以回應中央政府之

建議，但是次研究發現中央與特區政府之間存在

政策上的差距，同時較⼤的政策落差可能會導致

雙⽅在執⾏上的配合不⾜，從⽽降低內地交流的

效率。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理順兩地政府的政策期

望，加強與中央政府的溝通，才能相互配合，把

內地交流的成效發揮完整，從⽽提⾼內地交流的

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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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規劃層⾯－恆常性內
地交流計劃內容要與時並進、
尋求不同切⼊點

近⼗年的內地交流的主題缺乏適當的更新，尤其

是教育局對恆常性交流內容之更新相對較少，未

必能吸引學⽣重複參加。縱然教育局有提供與課

程及學⽣成⻑、發展相關的主題式交流學習計

劃，然⽽這些計劃並不定期舉辦，涉及的⼈數只

佔教育局內地交流⼈數不到百分之⼗，部份交流

團如「職業教育體驗營」，每年預計參與⼈數只

有80⼈，影響層⾯較窄。

�

現今內地交流以「旅⾏團式」遊覽為主，定量研

究的受訪教師對於在交流內能學到「全⾯準確了

解⼀國兩制」、「對『中華⺠族偉⼤復興』有承

擔」等有關中國的議題上出現較⼤的期望落差。

這反映了內地交流實際操作與政策原意出現落

差，未能完整地培育學⽣對中港關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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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三：規劃層⾯－制度上需

要引⼊熱⼼教師及夥伴

根據特區政府簡介會⽂件顯⽰，特區政府對教師

在內地交流的功能性存在很⾼的期望，除了帶領

總結會外，更希望教師能夠充當解說員的⾓⾊。

特區政府對內地領隊也存有很⾼的期望，希望他

們能夠提供完整的介紹。然⽽，因為內地交流的

招標政策以「價低者得」為主要原則，無論在團

費與市場價格⽐較，抑或是團費⾃⾝逐年⽐較兩

個基準上，都顯出團費在現實市場上的不合理

性；由此可⾒價低者得政策會導致承辦商為了競

得代理權⽽調低價格，⽽價格落差往往會轉移到

⾏程安排上，間接導致交流團質素下降，影響師

⽣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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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三：規劃層⾯－制度上需

要引⼊熱⼼教師及夥伴

定量調查顯⽰，教師認為交流團體驗不佳會⼤⼤

影響學校及學⽣未來是否再次參加交流的意欲，

同時也會降低教師的熱忱。由於同根同⼼計劃屬

於「套餐式」交流活動，教師往往處於被動⾓

⾊，因此主動性及投⼊程度相對較低。⾯對不斷

改變的社會及新的交流主題，教師在交流活動上

需要採取新的教學法。然⽽現今政府並沒有提供

相關⽀援或培訓予教師，導致教師表現未能準確

達到政府預設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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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四：執⾏層⾯－同學之間

的分享、延伸內地交流在本地
學校的影響⼒

研究發現內地交流正⾯對空缺率、同儕間的分

享、交流學習的成效的「三樽頸」。⾸先，內地

交流的空缺額年漸增多，主要原因為實際參加學

⽣增加的幅度並沒有預算名額增加幅度⼀樣⼤。

其次，學⽣有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未克出席交流活

動，因此參與學⽣學習成果之分享將對內地交流

形成重要的延伸作⽤。最後，由於內地交流的⾏

程安排主要注重在「旅⾏團式」遊覽，對內地接

觸較為淺薄，⼤⼤降低學⽣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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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參與⼈數�特區政府雖曾於�2015�年施政報告要求：中⼩學
學⽣在學習⽣涯內⾄�少前往內地交流⼀次。然⽽，根據調查，不⾜四
成（36%）的學校能夠做�到。四成（40%）受訪⽼師估計，全校只有
20-50%�的學⽣會在整整六年�學習⽣涯中最少參與⼀次內地交流。在
政策層⾯，政府公佈內地交流空缺�額由�2011-2012�年度的百分之五，
增加到�2016-17�年度的百分之三⼗五�(�蘋果⽇報�,�2018)。主要原因是
因為特區政府增加⼤量內地交流的預算�名額，然⽽實際參加學⽣增加
的幅度並沒有如預算名額增加幅度⼀樣⼤，�因此形成空缺名額越來越
多的現象。

�

（⼆）�同儕間的分享�基於種種理由，包括學⽣家庭經濟能⼒，興趣

等，未必所有學⽣都�會到內地交流，更未必所有學⽣去參加同⼀個交

流活動。因此，在學⽣�同儕間，由有體驗的學⽣向沒有同⼀體驗的學

⽣分享是重要的⼀環。學�校應促進學⽣之間分享，及⾹港與內地同輩

之間的繼續交流。

�

（三）�學⽣學習成果�學者趙永佳的研究亦指出在內地交流中，對中國

印象改善不等於強�化中國⼈⾝分，同時「旅⾏團式」短期交流的深度

不⾜。主要原因為短�期交流於內地的接觸較為淺薄，只能為學⽣帶來

模糊印象，以及不深刻�的感受。與此同時，教師與學者均認為學⽣學

習成果出現瓶頸。⼤部分受�訪教師在定量研究中，上均表⽰期望透過

內地交流能讓學⽣「落⼿做」，�親⾝參與的學習活動。然⽽，「落⼿

做」的活動⽐例較教師期望的少，�教師認為學⽣未能親⾝獲得深刻體

驗。



挑戰五：檢討層⾯－制定完善

檢討系統、廣納參與者回饋資
訊

由於缺乏⼀個完善的回饋系統，導致現今內地交

流缺乏⾃下⽽上之靈活性。參與活動的學⽣及⽼

師暫時沒有相關途徑反映他們的意⾒，例如在定

量研究中，⼤部分教師均認為內地交流的⼿續過

於繁複、⾏程太匆忙⽽未能深⼊了解等。然⽽，

教師及學⽣是內地交流的真正⽤家。由於未能有

效吸納⽤家的事後意⾒、學校未能參與交流計劃

設計等因素，交流因此未能完全符合⽤家之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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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主要的學⽣內地 交流資助計劃研究

規劃階段：透過微調政策引⼊更多動⼒、從⽽提⾼及建⽴準確

的內地交流系統

調整及簡化交流申請⼿續，以便教師把時間多投放在教學⼯作上。

特區政府應與中央政府合作，⼀⽅⾯提⾼對⾹港承辦商、領隊、導遊的要求；另

⼀⽅⾯透過中央政府加強規管導遊⽔平。

特區政府應該向教師提供相關主題的知識培訓，內容應涵蓋領隊知識、總結及講

解技巧等，讓他們深⼊認識⾏程內容及交流團的意義。

可在規劃交流團時加⼊學⽣個⼈成⻑，態度及社交學習的元素，或者建基於現時

以⽂化為主題的交流模式。

執⾏階段：增強交流多樣性、鞏固交流⾏程內容的品質

參觀時可安排詳盡的講解，並設答問環節，加強交流的深度。

在定量研究當中，受訪教師認為交流團主題可引⼊新切⼊點，包括⽣涯及價值觀

教育；同時應照顧學⽣全⼈發展需要，包括發展能⼒、⽣涯規劃等。

政府可按主題組織專家團隊，配合教育局委託內地交流計劃作導引及解說。

檢討階段：制定完善及定期的回饋系統、延伸交流效益

回饋系統不應單單應⽤在事後檢討，同時在擬訂計劃及招標前亦應進⾏諮詢；

系統應定期就各合作單位進⾏檢討，了解教師及學⽣的期望與落差。

及時取締不符合標準之⾏程安排

政府亦應先吸納承辦商及教育界意⾒，以制訂最適合⽤家之交流⾏程。

政府應容許學校投放額外資源、應積極利⽤創新科技、透過利⽤社交媒體，以解

決「三樽頸」問題。



傳媒査詢

⾹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中⼼研究員�馮智政先⽣（3920�0688
/6072�2676）或�⾼級研究助理�梁嘉豪先⽣（3920�0612）�
完整報告內容請⾄：http://www.hkpri.org.hk/research-detail/20191014-01

關於⾹港政策研究所

⾹港政策研究所是在1995年成⽴的⾮牟利獨⽴智庫，宗旨是通過有質素的研究，
集合⾹港、內地和國際的經驗和智慧，提出有效的公共政策建議，⽀持特區政府

改善施政，以期促進⼀國兩制、港⼈⾼度⾃治的持續成功。其教育政策研究中⼼

成⽴於2014年。因為全球⼀體化與科技急速發展，⼤幅度提⾼了社會對下⼀代及
學校的固有期望。多位資深教育⼯作者、學者及前官員希望透過政策研究及學校

⽀援，推動教育界⾰新與專業發展，以提升教育質素。

主要的學⽣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