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无疆界 恐共敏感碍发展  

 

梁振英当选后，其私人助理陈冉担任候任特首办项目主任，引来争议，包括她尚欠 3 个月才成

为永久居民、曾任共青团成员、还有所谓「用人唯亲」等。这场争议是一场必要到来的小风波，

但在回归 15 年的今天发生，事实上反映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 

 

说它是必要到来的风波，道理明显不过。梁振英是在泛民主派及建制派既得利益的反对下当选

的，他面对的政治形势和舆论环境远比他所有的前任恶劣！虽然他拥有半数市民（尤其基层市

民）支持，但这些支持都是「默默」的居多，而大家见到的竞选或助选班子，多是已退休的高

官或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虽满腔热诚，但既不像泛民政客般靠 Soundbite 取悦传媒，也不像

商界般有大量资源和人脉关系，政党和传媒对他们予以打击，对其选票或销量都是有益无害的。 

 

港人对内地认识少 乱掀矛盾 

这场风波反映了两个很突出的矛盾︰一是香港人究竟对内地的认识有多少。有关共青团或共产

党的争论不是始于今天。记得去年 11 月，岭南大学学生会候选内阁主席，来自内地的廖维懿

承认是共产党员，引起其他阁员的不信任而解散内阁。 

 

笔者任职于香港大学，深知优秀学生入团入党是平常不过，以为大学生才会引发这种无聊的争

拗，想不到今次连陈冉一个前共青团员也可引起轩然大波！近日不少评论（包括亲泛民的蔡子

强先生）已清楚指出，内地共青团员接近 8,000 万，大多是高中时被老师邀请加入。香港人对

这样一个在内地极为普遍的身份引起莫名的恐惧，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虽然回归已经 15 年，

但笔者愈来愈感受到，内地人（无论官员、学生及平民）对香港的了解比香港人了解内地深入

得多。 

 

状元南下 面临融入社会问题 

第二个矛盾是，内地专才能否和如何融入香港社会。回归 15 年，但屈指一算，自从 1998 年香

港赛马会资助第一批内地生来港读大学本科，至今也有 14 个年头，内地生的比例也从 2%增至

超过 10%。每年来港就读的本科及研究生近 9,000 人。这批学生不少是内地状元，毕业后可以

留港找工作，究竟他们能否融入香港，香港人又是否欢迎他们？ 

 

三十会于去年曾经进行「香港及北京年轻专业人士处境研究」，通过焦点小组及网上问卷调查，

了解和比较两地专业人士面对的问题。除了个别行业以外，最令我们关注的是跨境专业人士的

处境，包括内地工作的香港人，及在港工作的内地人。在其中一个焦点小组当中，笔者印象最

深刻的，是那些在 1998 年至 2000 年来港读本科的内地朋友，他们经过十多年时间，不少已融

入香港生活，操流利广东话，甚至与香港人组织家庭。相对来说，在香港就读研究院，或海外

来港的内地人（又称「海归」）融入香港的程度，要比在香港读本科的低得多。 

 



各地争取人才 港无政策挽留 

马克思曾说︰资本无国界。在这个全球化的知识型社会，人才也无分疆界，都是各地争取的对

象。在香港，优秀的学生争入 3 间较好的大学，但最优秀的学生却被全世界的优秀大学争相取

录！可惜香港政府并没有任何政策吸引及留住内地在港的人才，而香港人近来的「蝗虫论」及

对团员党员的「敏感症」发作，对于自称亚洲国际都会的香港吸引优秀内地人并没有帮助。 

 

说回陈冉，当笔者知道这位先被清华取录，后读港大新闻学学士和金融硕士的姑娘到候任特首

办任职时，最大的惊讶不是她的背景，而是她竟肯接受等同二级行政主任的微薄薪酬！说句不

客气的话，她领取的工资很可能是港大同届金融硕士毕业同学中最低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高材生放弃在内地及香港商界的发展机会，甘愿参与发展并不成熟的香

港政治，实在其志可嘉。这与一些议员以她尚欠 3 个月才住满 7 年为由，大肆口诛笔伐相比，

谁人心胸狭窄，谁人目光远大，不是十分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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