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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核模式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資料回應題 (3題必答) 62% 2小時 

卷二：延伸回應題 (3題選1) 38% 1小時15分鐘 

校本評核 獨立專題研究 20% / 

 

 

1) 卷一：資料回應題 

    這部分的目的是為了「評核考生在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等方面的能力」。同時，「考題中的資

料有助釐定議題範疇和反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的本質」。另外，這些題目的形式，也是為了「反映本

科課程的跨學科和多角度的學習本質」。 

 

 

2) 卷二：延伸回應題 

    這部分合共3條長題目，但考生只須選答1 題。這部分的題目會「提供更廣泛的層面，讓學生展

示所學的各種進階能力，例如深入剖析自己的經歷，展現創意思維和姒有系統的方法來表達等」。 

 

    另外，於卷一或是卷二，「資料」一詞包括任何形式，例如：文章、新聞報導、報告、備忘錄、

書函、廣告、對話、圖、表、地圖、漫畫、圖片及插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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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開考試考核內容 

 

每個單元包括的主題和重點： 

 

單元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 

1) 自我瞭解 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2) 人際關係 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為過渡至

成年階段作好準備？ 

今日香港 

1) 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

與 

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

言，香港居民如何行使權利告履行義務？ 

3) 身分和身分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現代中國 

1) 中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什麼

影響？ 

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

活 

家庭觀念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什麼關

係？ 

在何種程度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

的？ 

全球化 
1)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

與回應 

為什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不

同的回應？ 

公共衛生 

1) 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因素所塑

造？ 

2)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

生 

科學與科技在什麼程度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能源科技與環境 

1) 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

及科技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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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課文內容：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1) 10個重要概念： 

生活技能 衝突 

使婦女、兒童及青少年能作出正確決定，並在遇到困

難時能使自己脫險的實用技能。包括掌握新知識、獲

得新的審視問題角度的學習經驗、改變不良行為。青

少年生活技能則集中於訂立目標、金錢管理、時間管

理及人際關係等。 

衝突是社會中個人之間、團體之間，或國家之間的公

開鬥爭，往往為了爭奪社會資源或機會而直接交鋒。

衝突可以是制度化，受各方同意的規限，如民主選舉

程序，也可以沒有規則如暴力事件。衝突很多時被視

為社會變革的途徑，若在團體或國家之間的競爭亦包

括在內，與社會變革的關係便更明顯。 

自我概念 權利 

「自我概念」在個人成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

健康「自我概念」的人，具有反思和批判能力，其自

我價值並非只建立在外貌身材上，而是建基於完整的

「自我概念」上。自我概念由自我形象（個人內、外

在特徵）和自尊（對自己的肯定程度）組成。 

權利和義務是互相緊扣的概念，規範人與人、人與社

會等關係。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人人生而平等，

享有人格尊嚴和權利」，並應享有關於公民、政治、經

濟、社會及文化的權利，如生存、受教育、私隱灸受

侵犯等權利。 

自尊 社區參與 

自尊是個人對自己能力和價值的總印象。有較正面的

評價，就有較高自尊，評價較負面，自尊就較低。有

較高自尊的人，並非自覺完美或比人優勝，而是明白

自己的優、缺點，並力求進步，他們在個人發展和精

神健康方面都有較佳表現。 

社區參與是指市民自覺自願參加社區活動或事務，分

擔社區責任並分享成果。市民有機會就社區決策及其

執行向地方政府表達意見，以維護自己利益，是對社

區的民主管理。本港表少年參與社區的途徑，包括課

外活動、制服團體、社區活動、義務工作等。 

義務 溝通 

義務與權利互相緊扣，人們在享有《世界人權宣言》

或法律所保障權利的同時，亦要有履行的義務，如尊

重別人權利、遵守法律、對所在社區負責，並符合國

家灰道德、公共秩序和大眾福利的需要等。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以語言、文字或符號、身體語言等

媒介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意見或感受等，以互相了

解、分享。溝通需要傳遞和接收信息的雙方有共同理

解的溝通媒介，如相同的語言、文字、特定意義的身

體語言等，由接收者「解碼」以了解傳遞者所要傳遞

的信息。良好的溝通除了受媒介影響，亦關乎信息的

複雜程度、傳遞者的表達力，以及接收者處理信息的

能力。 

人際關係 身分 

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連繫及相處 (彼此對

待的態度及影響等) 的關係，包括不同類型，如親

屬、朋友、情侶及工作伙伴等。 

身分是一個人基於自己與別人或群體的相似或差異，

對自我所下的定義，即是「我是誰」的答案。 

身分可分為自我認同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是自我界

定，集體認同是個人對群體或團體的肯定，承認自己

是群體或團體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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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一：自我瞭解 

 

 影響自尊因素： 

性別因素 外貌因素 父母管教 

朋友接納 社經地位 學業成績 

 

 

 需求階級理論 (馬思洛) 

            

 

 

 

 

  

 

 

 

 

 

 

 人生八階理論 (艾力遜)： 

艾力遜把人生分為八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有各明顯的特徵，並且也潛伏著一種危機，但若安然

渡過這些危機，則生命會有更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個人便有能力來克服後一個危機；否則生命就

會受到阻滯，而後至的危機便難以應付了。 

0-1歲 (嬰兒期) 心理危機： 信任 VS 懷疑 

重要關係： 父母 

1-3歲 (幼兒期) 心理危機：自主 VS 羞怯 

重要關係：父母   

4-5歲 (兒童早期) 心理危機： 進取 VS 罪咎 

重要關係：家庭 

6-12歲 (兒童中期) 心理危機：勤業 VS 自卑 

重要關係： 學校 

13-20歲 (少年期) 心理危機：自認 VS 迷亂 

重要關係： 同輩群體 

21-29歲 (青年期) 心理危機：親密 VS 孤獨 

重要關係： 配偶、朋友 

30-60歲 (壯年期) 心理危機： 創造 VS 停滯 

重要關係： 工作場所 - 社區 & 家庭.... 

>60歲 (老年期) 心理危機：自我完善 VS 失望 

重要關係： 人類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自尊 

 自我實現 

例如：水、空氣、性 

例如：家居、醫療保障 

例如：朋友、歸屬感、愛與被愛 

例如：自我尊重、成就、名聲 

例如：真理、公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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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心理特徵： 

要求安全感 渴望被關心、重視 性疑惑 身體產生轉變 

好奇 好奇心 尋求認同 追求朋輩認同 

勇於嘗試、好勝 追求刺激、排解壓力、逃避問

題 

尋找獨立、反叛 欠缺家庭支援、建立獨立成長

身份 

 

 影響青少年成長的持份者： 

個人 父母 * 兄弟姊妹 

朋友 * 師長 約會對象 * 

 

 

 父母管教子女方式： 

管教方式 特點 子女表現 

放任型 1. 父母認為要求太多會限制子女自由，容許小

女隨心所欲。 

2. 父母過份關注子女的要求，但對小女行為 

要求不多。 

1. 相對不成熟、較任性。 

2. 責任感低。 

個性依賴，欠缺領導能力。 

權威型 1. 親子之間沒有互相討論的餘地，子女不應有

任何質疑，子女只須服從和附和。 

2. 以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子女，不鼓勵子女

追求獨立、自主。 

1. 依賴性強、自信心較低。 

2. 社交技巧較差。 

3. 欠成就取向。 

忽略型 1. 父母設法減少與子女接觸及溝通的機會，對

子女漠不關心，並很少詢問子女的意見。 

2. 以父母為中心，家庭行動以父母本身的興趣

和需求作為唯一的依據。 

1. 我行我素 

2. 子女潛在較多不良行為，並

嘗試以此來引起別人注意。 

恩威型 1. 重視子女的行為表現，培養子女的獨立自主

個性。 

2. 關注子女需求，注重雙方溝通。 

3. 事件的最終決定取決於父母，但父母會向子

女解釋有關管教的方式。 

1. 獨立自主、具有信心，較少

受朋輩的不良影響 

2. 成熟、能幹、具責任感。 

3. 適應性較佳，具備良好的社

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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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二：人際關係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提出的自我防衛機制，是指「自我」的心理防衛作用，用來應付挫折與不安的

適應機轉。個體在生活經驗中，為了應付或適應挫折與減輕焦慮，會學習自或採取某些適應行為，

而這些適應方式在性質上是保護、防衛自己安全的，以免自己受到焦慮的痛苦或自尊受到威脅。 

合理化作用 當個人的行為無法符合社會規範，或是遭遇挫折而不能獲得個人所追求的

目標時，為了想維護自尊，減低焦慮感，便給自己的行為和想法一個合理

的解釋，這個解釋，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行為原因，很多時候，當事人不惜

曲解現實，文飾自身的過錯，但本人卻不知情。 

投射作用 我們會以自己的想法去推測別人的想法，覺得我們這麼想，所以別人大約

也這樣想。 

幻想作用 這是使用想像的方法，所以幻想作用的歷程不必依照現實原則，也不必遵

循衍生性思考程序來處理心理上的挫折或困難，例如幻想自己是「張三

豐」、「郭靖」等。 

補償作用 個人因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缺陷而導致焦慮或不適應感時，使用種種可被接

受的方法以彌補缺陷，俾以減輕焦慮或不適應感的歷程。 

轉移作用 當人的需求或慾念無法經由直接的方式去獲得滿足時，就轉移對象以間接

的方式去獲取滿足的歷程。 

 

 青少年發生衝突的原因： 

對角色期望的不同 每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行為期望仔有所不同，當中可能出現矛盾，如：家長會

希望兒子用功讀書，兒子希望家長體諒自己。 

監管與自主的矛盾 在青春期中，青少年渴望自主，但由被照顧到自主這一段時間，則很容易跟

長輩引起衝突。 

各組別利益的分歧 不同組別的人可能會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成績、跟兄弟爭寵等，個人會因

利益問題，而跟其他人疏遠。 

 

 基爾曼的處理衝突模式： 

 

 

 

 

 

 

 

 

 

 

 

 

 

果
斷
自
信 

不
果
斷
自
信 

不合作 
合作 

迴避 遷就 

競爭 

妥協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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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競爭就是果斷自信和不合作，屬於權力導向模式。就競爭而言，個人基於本身立場，運

用任何適當的權力，以犧牲他人意見為手段，來贏得他人採納自身的意見。競爭可能意

味著捍衛自身權利、辯解自己堅信不疑的觀點或單純想成功獲勝。 

合作 合作兼具果斷自信和合作的特點。就合作而言，個人會試圖與他人共同合作，以找出滿

足雙方彼此見解的解決辦法。其中涉及深入探究問題，以瞭解雙方的基本想法，並找出

可滿足雙方意見的折衷方案。雙方之間的協力可能採取的形式包括探討差異處以瞭解相

互不同的看法、解決可能導致彼此爭奪資源的某些條件，或面對現實並試圖找到解決人

際問題的創造性解決辦法。 

妥協 妥協介於果斷自信和合作性之間。就妥協而言，目的在於找出雙方可接受的權宜解決辦

法，以滿足雙方的部份需求。妥協介於競爭與遷就兩者之間，捨棄自身意見的程度多於

競爭，但少於遷就。同樣，它處理問題的方式比回避更直接，但探討的程度不像協作那

樣深入。妥協可能意味著破除差異處、彼此讓步，或迅速達成折衷的觀點。 

迴避 迴避就是不果斷自信且不合作。就回避而言，個人並不迫切滿足自身或他人的想法。他

不會化解衝突。回避的方式可能包括圓滑地回避某個問題、擱置問題等待更好的解決時

機或只是從不利的情境下脫身。 

遷就 遷就就是不果斷自信且合作，與競爭相反。就遷就而言，個人會忽視本身的意見，而滿

足他人的意 見；在此模式中存在自我犧牲的因素。遷就可能會表現出無私的慷慨或寬

厚，在非出於自願的情況下服從他人的指令或屈從於他人的觀點。 

 

 (四) 課文內容：今日香港 

1) 10個重要概念： 

生活素質 法治 

生活素質往往是政府或經濟學家用來量度社會政策

是否能提升人們福祉的指標。為人熟悉的生活素質測

量有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

數等，大致都是從經濟活動、社會保障、文化活動、

政治環境、環境保護等，衡量國家或地區的適合居民

程度。 

第一個層次：物質生活 

第二個層次：非物質生活 

法治保障弱者免受欺凌，確保社會上人人安全而有尊

嚴地生活。法治的基本原則是維護每個人的權利和自

由，亦以同樣的法律約束每個人，即「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法治社會中，法律作為最高規則駕馭一切，

任何人，包括制訂者及執行者都必須遵守。法律條文

可能會使人覺得自己的行為受規管，但不代表違反維

護個人自由的原則，而是在維護個人自由的同時，保

障別人的自由、生命財產。 

民主 司法獨立 

民主一詞源自希臘語，「demo」意為人民，「cracy」意

味統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的統治。民主又分直接民

主和間接民主。在直表民主中，公眾能直接參與政府

事務，目前多數民主制度都是以間接民主形式表達，

即代議民主制。現時民主包含了全民選舉、角逐政

權、言論自由和法治的意思。 

獨立、職業化的法官是公平的、公正和有憲法保障的

司法體制的基礎。這種獨立不等於法官可以根據個人

主張做決定，而是即使違背政府或涉案權勢集團的意

願，他們仍可以依法作出裁決。根據《基本法》，香港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特區法院獨占進行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身分認同 政治參與 



9 

 

身分認同是個人與其他相近的人的互相認同，形成其

同身分的社群，並與 其他「外人」區分開來。社群

內的人有其共同的行為模式、價值取向、生活態度

等，個人選擇服從社群規範，由此發展出個人對這個

社群的投入和認同感，再把社群內的人認定是「自己

人」、社群以外認定是「外人」。身分認同可分為家庭、

宗教、國家、民族、行業等多個層次。 

任何有意影響公共事務或決策的行動，均可視為政治

參與。政治參與包括個人及組織層面，前者指投票、

助選、參選、公開表達意見 (如：致電電台烽煙節目或

向議員或政府部門投訴)。組織層面的政治參與則是透

過組織或參與有政治參與活動的群體或利益團體 

(如：工會、地區組織)，就社會或民生議題與政府溝通、

給予意見，或參與任何形式的集團行動 (如：遊行)。 

人權 身分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人格尊

嚴和權利」，並應該享有宣言中的所載關於公民、政

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權利，如生存、自由、受教

育、私隱不受侵犯、不受歧視等權利。本港設有《香

港人權法案》，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適合用於香港的規定納入法律。 

身分是一個人基於個人的與別人或群體的相似或差異

而對自我所下的定義，即是「我是誰」的答案。身分

可分為自我認同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是自我界定，

集體認同是個人對群體或團體的肯定，承認自己是群

體或團體一分子。 

社會公義 多元 

社會公義即社會公正，亦可理解為「分配的公義」，

是對人權、人的尊嚴及價值、自由，以及平等權利的

肯定，要求社會進步的同時，改善人的生活素質，促

進每個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 

多元是指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或社會群體在一個共

同文明體或共同社會的框架下，持續並自主地參與及

發展自有傳統文化或利益。在多元環境中，社會才可

以有進步及發展。 

 

2) 主題一：生活素質 

 

 生活素質包括： 

物質生活：以金錢換取物質享受，藉以得到快樂和滿足感。 

非物質生活：不能以金錢換取快樂和滿足感，如：健康、人際關係等。 

 

 

 生活素質分為不同層面： 

政治 

(如：人權、法

治、新聞自由、

政府表現...) 

經濟 

(如：就業、生

產總值、工資...) 

社會 

(如：醫療、教

育、退休...) 

文化 

(如：生活方式...) 

環境 

(如：污染、環境保育...) 

 

 

 

 各社會階層的生活需要： 

低下階層 對基本生存及保障安全有較逼切需求，如：居住、醫療、金錢上

援助...... 

中產階層 基本資源已滿足，對更佳的生活素質及社會層面有訴求，如：環

境保育、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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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階層 滿足了一定程度的生活素質，開始需要他人尊重自己的感覺，如：

追求名利、影響力、聲望...... 

知識分子 個人對知道有一定的探求後，會形成自身對事物的一套價值觀，

這些知識份子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加以實現，令社會達致真善美。 

 

 

 常見的社會價值衝突： 

階級衝突 最明顯的是資源分配上的衝突，低下階層希望更高的階層中，

獲得更多權利及資源，以改善生活，相反，較高階層則想保有

自己的既得利益。 

傳統與現代衝突 這是指保留文化與接納新文化，或是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 

本土與外來衝突 於全球化下，香港應保留本土特色還是更多地接受外國文化，

成為一個爭議。 

監管與自由衝突 生活素質中，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是重要的一環，然而，個人

的自由有機會損害他人的自由，如：吸煙，但過份地剝奪個人

自由，亦有機會令個人生活素質下降，故在自由與監管中存在

不少的衝突。 

 

 

 與生活素質有關持份者： 

個人 政府 * 非政府組織  牟利機構 

 

 

3) 主題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牽涉的持份者： 

 

政府 * 

 

市民 

社會團體： 

(政治團體、工商團體、專業團體、勞工

團體、環保團體、少數族裔團體等) 

 

 

 政府推行政策考慮重點： 

公眾意願 指大眾對政策的認受程度，而公眾意願會受傳媒、當前資訊、文化、道德

等影響。 

可行程度 政策實行時須顧及可行性，例如，停車熄匙對環境有著好處，但在香港炎

熱的天氣下，要嚴格執行亦非易事。 

成本效益 有些政策雖可行，但成本亦成為其中一考慮的因素，如：免費的優質醫療

當然能提高市民的生洞素質，但其成本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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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問題 一些政策出現後可能會衍生另外一些問題，如：政府為幫助大眾置業壓低

樓價，可能造成現有業主的利益損失，導致負資產問題。 

 

 

 法治概念： 

1. 法律凌駕一切地位：任何人都受法律管制。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性別、種族、身分的人都受法律保障。 

3. 法律禁止的是屬於違法：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均屬合法，任何人不得干預。 

4. 法律沒有追溯力：法律訂立前的違法行為，法律不能追溯，因為法律只限制人們現時和將來

的行為。 

5. 司法獨立：司法事務 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門不當控管，以內部有效運作來實踐制度上獨立。

司法權不僅獨立，且與其他的政府部門的權力是平等的。 

 

 

 法律的功能及重要性： 

保障個人權利 法律透過「限制個人權利」的方式來保障個人權利。由於個人的行為有機會

影響他人，而限制個人行為則能保障仔人權利，如：室內禁煙，就是保障了

他人有擁有清新空氣的權利。 

平衡社會權利 法律能使權存劃分得更平衡，同時保障不同階層的利益 (包括：大眾、弱勢

社群...)。 

確保施政素質 法治社會中，政府及人民均須依法辦事，而立法過程亦須充分地獲得市民授

權。故法律能防止官員濫權及監察政府之用，以確保政府之施政素質。 

維持社會穩定 法律清晰界定不同的權力，盡使各階層獲得滿足，人人權利得以維護，社會

自然穩定。 

 

 法治的四個層次： 

有法可依 具備清晰、可行的法律，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而在這個層次中，僅需具備法

律即可。 

有法必依 這個層次中，強調執法、司法機制能按照法律行事，而大眾亦須遵守法律。 

以法限權 這個層次要求司法上的獨立，以及發展出公民社會，以達致透過法律，限制管

治者的權力，防止濫權。 

以法達義 法律最終需體現公義 (符合大眾道德期望的事情)，要體現出公義，便需在立

法階段便將公眾的意願加在其中。 

 

 

 立法會架構： 

立法會 (共70席) 

地區直選 (35席)： + 功能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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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直選是由該區的市民投

票，包括： 

新界西、新界東、香港島、九龍

西、九龍東 

功能組別是代表社會上某些職

業而在特定公職選舉中擁有投

票權的類別，例如： 

教育界、法律界、會計界、醫

學界等 

 

 

 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 

歸屬感 個人對地方歸屬感愈強，愈會為該地付出，亦即會更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政治權力 個人若感到自己的行為能確切地影響政策，會更樂意參與其中，而當中涉及

個人能力及議政機會，如：更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開放從政途徑、更高的教

育水平等，均會使個人感到政治權存的增加。 

與議題關係 個人與議題的關係愈密切，愈會願意投入其中，如：最低工資的討論中，不

少勞工會走出來議政。 

 

 政治參與的作用： 

影響公共政策 個人或群體在政治參與中，能提出個人意見，影響公共政策，提升群體的生

活素質。若個人不參與政治，會有機會無法享受這些資源，同時亦會造成權

利被剝削，導致生活素質下降。 

提升施政素質 透過討論能集思廣益，找峴更佳的政策方向，提升施政素質，對社會整體有

幫助。 

監察相關施政 大眾能透過不同的政治參與給予政府不同的壓力，甚至能提出意見，監察政

府的作用，能避免施政者的失職瀆權。 

維持社會穩定 公共政策若能滿足社會大眾的需要，可減少社會怨氣。 

 

4) 主題三：身分和身分認同 

 香港人的身分層面： 

香港居民 中國公民 世界公民 

學校 (學生、班長...) 家庭 (子女、兄長...) 社會 (少年警訊...) 

 存在身份的因素： 

先天因素 血緣、膚色、身體特徵等。 

地理因素 地理上的阻隔 (如：高山、大海所阻、沒有道路運接等)均使人自然地分成不

同群體。 

歷史因素 各種的歷史原因 (如：東西德與南北韓因經濟模式而起衝突)，將人分隔。 

法律因素 身份可由法律所界定 (如：香港永久性居民、醫生資格等)，個人必須符合特

定條件，才能獲得承認。 

文化因素 由於人類被分開成不同的群體，面對不的環境，會漸漸發展出不同的文化，

加深身份差異，形成不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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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身份多元性的因素： 

歷史因素 香港原居民數目不多，大多數都是由中國各地移居香港的人，同時，由於過

去英國人統治，造就了華洋共處的情況，故香港這個群體的特質變得模糊。 

個人因素 衽五、六十年代，不少人都是移居香港的中國人，他們都抱著「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這種心態，因此對文化發展並不重視，然而他們卻能互相忍讓，

跟其他在港的「暫居」的群體和平共處。 

政策因素 由於英國政府當年的政策，迴避了發展深層文化 (如：教育之中，較少談及

國民身份認同或英國文化)，而較多專注於發展經濟，因此社會未有一套完

整統一的文化，而變得較為多元。 

全球化因素 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經濟，奉行自由貿易原則，不同國家的人、物、文化，能

較易在香港交匯，使香港集合多國文化。 

 

 身份難以融合的原因： 

改變上的困難 不少種族會恪守其文化傳統 (包括：服飾、語言、宗教等)，導致難以與其他

群體融合。 

接納上的困難 群體若然接納太多不同特質的人，會導致群體的獨特性下降，影響身份認同

度，亦有機會損害原有群體的利益。因此，這些群體也會恪守自己的文化傳

統，不會輕易讓其他人加入。 

歷史文化因素 歷史會產生出群體間的競爭，甚至仇恨意識，並導致雙方不願意接納對方，

甚至排斥對方，如：巴基斯坦與以色列等。 

缺乏了解機會 就以上的原因，有機會導致雙方不願互相了解，又或者缺乏共同經歷，從而

阻礙了身份的融合。 

 

 重要歷史事件： 

年份 事件 簡介 

1949 中國政權變更 中國政權易手前後，中批中國人南下香港定居。 

1967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令香港社會對中國政權產生恐懼，強化了「香港人」的身

份認同。 

1974 抵壘政策 明確地塑造出邊界概念，具體呈現了「香港」這一群體。 

1978 中國改革開放 對香港經濟模式帶來衝擊，同時亦開啟了中港交流的道路。 

1984 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確定了香港回歸中國，引來社會對香港與中國關係的進一步探索。 

1989 八九民運 強化了當時香港人對中國政權的不信任，亦影響了基本法等的擬

訂。 

1997 香港回歸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港人治港」被落實，公眾有著更強的 政治權

力。 

2003 七一遊行 強化了香港議政風氣，亦為港人政治參與度帶來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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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文內容：現代中國 

1) 10個重要概念： 

 

三農問題 公民社會 

「三農」是指農業、農村、農民，此問題關係國民素

質、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農業指農業產業化，如遵

循市場規律、改變小農經濟模式；農村指戶籍制度改

革；農民指文化素質及減輕負擔。 

公民社會又稱人民社會，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會組

織機構自願組成的社會。與此相反的概念，是指以武

力維繫的國家。 

本土文化 可持續發展 

本土文化包括很多元素，例如一個地方的本地語言、

口傳文學、民間風俗、民間藝術、民間工藝、民間醫

藥、飲食文化、地方歷史等。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

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和發展模式」。這要求

全面考慮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公平，以及保護自然

資源和環境，改變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格局。 

家庭倫理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家庭倫理是調整家庭成員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或準

則，是社會倫理道德的組成部分。家庭倫理觀念會隨

時代轉變，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五倫」，父子、夫婦、

兄弟便屬於家庭倫理。現代中國家庭倫理包括婚姻自

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等。 

1994年，時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全

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抓住機遇，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是全黨工作的大

局」。加上內地開始國企、稅收、金融、外貿、外匯、

住房、社會保障等體制改革，使國家經濟市場化指數

由20世紀80年代的5%，上升到21世紀初的60以上。 

繼1980年代開放經濟特區及沿海經濟開放區，90年代

亦開放上海浦東新區、重慶等沿江城市、省會城市

等，從南到北、東到西不斷擴大開放。2006年，中國

對外貿易總額約1.7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基層民主建設 

涵蓋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理論體系，指

切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理論；強調實效，擺脫意識

形態爭論，並把提高生產力視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

務。1978年，鄧小平提出建國以來一直忽視生產力，

使國家經濟發展緩慢，因而提出要重新理解社會主義

本質。 

1980年代開始，中央推動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以提升

基層管治上平。1998年人大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

法》，列明村委會的性質、工作、產生辦法等確定農

村基層民主的框架和基本內容。 

城鄉差異 綜合國力 

泛指城鄉生活素質和農村生活素質的差距。在中國，

城鄉差距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座屋、就業等方

面，城鎮居民訪有的福利和機會，還比農民高。由於

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日大，使問題日益嚴重。 

綜合國力是衡量國家經濟、政治、軍事、技術等實力

的綜合指標，但目前國際上未有公認計算方法。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

告》，以資本力、信息力、自然資源、軍事力、生產

總值、外交力、技術力及政府調控力計算綜合國力，

中國當時排行第六，首三位分別是美國、英國及俄羅

斯。 

 

 



15 

 

2) 主題一：中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日期： 1978年 

推行者： 鄧小平 

內容：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涉及持分者： 

人物角度： 

1. 農民 

2. 民工 

3. 城市居民 

4. 政府官員 

5. 領導人...... 

地域角度： 

1. 沿海地區 

2. 內陸地區 

3. 邊疆地區...... 

國際角度： 

1. 中國本身 

2. 發達國家 

3. 發展中國家...... 

 

 中國改革政策內容： 

 

農業改革 

包產到戶：改革初期，農民在上繳一定數額的農作物後，自行保留部分農作物，

以作交易或自用。即容許了「農作物私有化」，提升農民的生產動機，確保「市

場」的運作。 

土地流轉：指農民可將土地的經營權轉讓予其他農民或經濟組織，但保留當中

的承包權 (即對政府的責任)。這進一步確立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讓農民有更

大的發展自由度。然而，由於權責不清晰，造成政府強行以低價收地的規則，

又或農民被誘騙出讓土地的問題。 

 

工商業改革 

國企改革：國企引入多種「私有化」方式，如：加大國企自由度、引入自負盈

虧制度、將之上市並受市場監控等等。基本方向是令國企面向市場、避免受政

府所干預，減少政府對國企的幫助。 

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中，個人不能擁有自己的企業，在容許私有化下，政府

亦容許市民營商，讓民間自設企業，同時，透過減少國企的干預，讓民間企業

有更大的生存空間，亦即為。國退私進」的大方向。 

 

外資優惠政策 

設立經濟特區：於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其後更不斷開放沿海城市，

最後更逐漸延伸至內陸城市。 

提供發展優惠：政府向外資提供稅務及土地優惠，令外資投資成本下降，投資

動機上升，從而增加中國的外匯收入，加快建設。 

市場換取技術：若中國完全依賴外資發展，會造成潛在的政治威脅，以及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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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遇上發展局限，因此，政府限制部分行業的外資企業，需找內地企業合作或

合資，以促進本地企業發展。 

基礎建設 中國在基礎建設的投資多放在發展通訊與交通設施，同時亦積極發展城市，透

過城市以聚集工人，為發展提供基礎。 

 

 

 三農問題： 

農業問題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小 (2008年數據為人均1.4畂)。由於耕地不足，導致農業收入

不多，難以吸引投資，在欠缺資金下，農業技術落後，致使農業發展不佳，在

長遠來說，農業發展落後有機會引發中國的糧食問題。 

農村問題 由於農業利潤不高，農村基礎建設亦較落後，衍生出各種生活素質上的問題，

如：物質生活缺乏、教育較差等，同時，由於農業發展不及工業發展，不少農

業用地被改成工業用地，令原有的農村網絡及發展受到衝擊。 

農民問題 昔日農民的稅率較高、國家欠缺相關支援及補貼，加上農田不足、農業技術落

後，導致農民收入低，生活水平不高，此外，這亦導致不少農民需流進城市作

農民工 (民工)，引起「農民工」及相關的社會問題。 

 

 

 

 

 綜合國力 (一個主觀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所擁有凡全部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硬實力  

+ 

軟實力  

= 

 

 

綜合國力 
經濟力量、 

軍事力量 

人力資本、自然資源、科

技水準  、政府能力、國際

戰略和文化影響力等  ... 

 

 

 軟硬實力在國際間的作用： 

 

 

 硬實力 

軍隊象徵意義：現代軍隊具有震懾他國，以保障自身利益的作用，如：各類軍演，便

是在宣示這種威力，並逼使對方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動。 

貿易建立關係：國與國間的貿易會建立起國家的依存關係 (如：向別國輸送糧食，等

於影響其糧食供應的穩定與否)。這種依存關係能成為談判時的條件，影響他國政策 

(如：以限制出口、入 等方式，影響他國之經濟穩定程度)。 

控制他國資產：經濟實力充足的國家，可以購入他國的資產 (如：企業、天然資源等)，

從而達到影響他國發展目標。 

穩定本國社會：經濟屬個人需求層次中重要的一環，而某個的經濟實力則影響了該國

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社會穩定程度、國民身份認同等，這提供了國家與外國談判時

的重要基礎，避免國家受外國干預。 

 影響價值取態：各種文化產物、外交手段等，都是宣揚本國文化、影響他人價值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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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實力 

的重要媒介，如中國電影，便能將中國的強大宣揚開去，並潛移默化他國人民的價值

觀，建構出對中國的良好印象，對中國的發展有利。 

有利投票協商：現代社會的國際協調機制中，不乏採用溝通、投票等方式，解決問題，

如：聯合國的協商機制。價值觀則是影響個人投票取向的重要一環。影響他國價值觀

則能令更多國家支持自己觀點，從而在這些協商機制中，取得一定優勢。 

提升本土經濟：價值觀、文化等在現今的經濟中，已成為重要的商品，直接影響國家

的經濟實力，例如：一個卡通公仔，工廠所能獲得的收益僅為整體收入的極小部分，

而較大部分則落入設計者中。 

凝聚本國人民：在全球化的文化競賽中，本國人民有機會被他國文化、價值觀所吸引，

而變得身分模糊，相反，軟實力能確保國內人民的價值觀一致，以提升國民的認同感。 

 

 

 中國的外交策略： 

強調和平發展 中國不斷強調「和平發展」，以減少他國的疑慮，避免激起國民及外國的競爭

心態，從而促進合作。 

迎合國際價值 中國政府積極改變自己的政治架構 (如：提升法治)，同時於經貿上配合國際社

會的慣例 (如：版權法)，讓國民多接觸文化產物，從而改變他國對自己的看法，

減少因價值觀不同而存在衝突。 

參與國際事務 中國積極加入不同的國際組織：1971年恢復聯合國地位、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2003年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聯成 G20 集團等。此外，中國在國際救援、

反恐等國際事務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增加經貿合作 中國跟各國不斷擴大經貿上合作，如：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歐洲、

美國等，都有著愈來愈多的合作，從而促進關係，令雙方更趨互相依賴，以作

為談判時的籌碼。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好處： 

提升國際地位 透過入世，能跟世貿成員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同時，透過在世貿易這一重要

組織中發言，亦能加大中國的影響力，並跟世界接軌。 

增加出口產量 峴口限制減少，有利中國進一步加大其出口量，提升國內的生產總值，現時，

中國已成為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第二高的國家。 

吸納農村工人 由於世貿推動了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工廠需要更大量的工人，因此這能加速吸

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民減少，人均耕地面積增加及競爭減少，令

農民收入上升，如中國近年出現的人民工荒，便正好反映了工業的發展需要大

量工人，及農村的發展令農民不願離鄉的情況。 

提升產業技術 透過進一步增加外資投入量及投入範疇，可促進中國產業與外資間的交流，從

而提升中國的產業技術，如：中國的汽車，便透過跟外國企業的合作得到提升，

並在汽車產量方面達到世界第一的水平。 

確立市場規則 世貿組織要求中國建立更完善的貿易規則，這促進中國的市場發展，例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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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版權法的訂立，除了保障了外國企業外，亦保障了本的創意，對促進本土

的工業有幫助。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壞處： 

低技術工流失 理論上來說，由於中國入世，部分外國產品會進入中國，導致農民生活困苦，

同時，國內的低技術工作也面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競爭，有機會增加低技術工

人，如農民的失業率。 

加劇貧富懸殊 在加入世貿的拉帶下，各個東部特殊經濟區也獲得顯著發展，然而，世貿對於

西部的發展幫助不如東部般大，最終擴大了東西部貧富懸殊，同時，擴大了市

場後，企業的利潤有所提升，但工人的薪金提升速度較慢，擴闊了勞資雙方間

的貧富差距。 

經濟較為被動 由於中國需要削減各種保護主義的措施，最終可能會令中國的經濟體系更受外

國所影響，更為被動，例如：在依賴出口的情況下，若外國的經濟不景，中國

的產業便可能造成出口下降，以及受外國更便宜的貨品衝擊。 

體制上的衝擊 中國入世要在貿易法規上追上國際，對於現行的體制來說，會帶來一定程度的

衝擊，在接軌的過程中，有可能導致部分問題，例如：嚴格執行版權法案，會

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人民生活素質帶來一定的影響。 

 

 

 

3) 主題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傳統社會結構與中國文化： 

家族本位 農業社會中，家庭被視為最重要的生產單位，因此個人亦十分重視家庭關係，避

免家庭架構或聲譽受到破壞，而蒙受損失。 

重視仁愛 「仁」由「二人」所組成，其核心精神是指人與人間的合作的和洽相處，由於在

古代的社會中，各種社會援助未完善，使得人與人的關係成為幫助個人生活的重

要機制。 

安份守己 安份守己、知足常樂等精神，則是避免在欠缺流動性的農業社會中，個人感到不

滿足而設立，透過降低期望，令主觀的生活素質更高。 

移孝於忠 為確立社會秩序，中國以忠孝作為文化的主軸 --- 每個人均向上級效忠，兒子孝

順父母，臣民盡忠皇帝。以這種層級式的關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避免了社會

出現混亂。 

迷信風氣 當農業要看「天氣」來決定生產量，但當時的科學仍未被發展，故認為「天」可

控制「天氣」，「拜天」、「祭天」等行為則成為人民自我安慰的重要環節。 

 

 

 現代社會結構與文化： 

個人主義 在工業化下，生產再非以「家庭」作為單位，而是以「工廠」為單位，這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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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變得較薄弱，個人亦會為自己的事業、而非家庭的利益打拚，令個人主義抬

頭。 

自由主義 要令「自由市場」正常地運作，便需要維持法治及個人自由等條件，著重個人的

選擇，相反，傳統家庭架構改變，則令傳統的社會規範、道德觀念等受到衝擊。 

拜金主義 由於在市場經濟下，需要的是依賴低成本、高效益，才能獲取維持企業所需要的

資金，欠缺資金的企業則會消失，這種以「金錢」決定生產的方式，令「金錢」

變得異常重要。 

拚搏精神 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一個個由於投資成功而向上流動的個案出現，導致個人對

「安份守己」、「滿足現狀」等產生質疑，「力爭上游」、「拚搏」等則成為個人精

神的一部分。 

相信科學 工業革命後，效率取決於科學技術，這令大眾愈來愈相信科學，減少迷信。 

 

 傳統家庭架構： 

層級家庭結構 傳統家庭會按長幼排序。同時，在一核心家庭中，以父親作為權力核心，母親

則是居於父親之下，並作監管未成年子女的媒介。 

大家族式結構 農業社會中家庭的勞動力，決定了家庭的經濟狀況。男人更會出更一夫多妻的

情況，以繼後香燈，增加生產力。甚至多個核心家庭亦會聚居一起，甚至全村

為同一宗族，藉以互相幫忙，增加生產力。 

三從四德思想 由於狩獵與農業社會造就了男性在競爭力較有優勢，形成男尊女卑的情況。女

性在家只能「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 

家庭影響個人 家庭乃農業社會中的生產單位，個人要脫離家庭，自立門戶並不容易，故家庭

的興衰對個人的貧富有奠大的關係，造成個人重視家庭、不會輕易違背家庭的

原因。 

 

 現代家庭架構： 

平權家庭 由於女性社經地位上升，男女之權力愈趨平等，令以男性為權力核心的家庭機

制改變，在平權機制下，若出兀衝突，便只能透過協商解決，而沒有最終仲裁

者。同時，女性有能力獨立生活，令女性可選擇以離婚作解決問題。 

核心家庭 由於各種社會機制取代家庭功能，個人不須再依賴大家庭，進而依賴朋友，在

這個情況下，核心家庭 (由父母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不包括其他親戚) 變成

社會的主流，即家族的規模及長輩的影響力因而妏小。 

著重情感 由於女性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婚姻不再是以經濟所維持，而是以情感所維持，

而情感屬於易變的要素，它可以令家庭關係變得天為緊密，亦可令其變得更為

易變，造成離婚的現象。 

形式多樣 現代社會由於家族的管束力下降，同時也由於各種投資筏機制出現，令養爬防

老等的觀念式微，家庭組成的元素亦跟以往不同，例如：無子女家庭、單親家

庭等，亦漸見增加。 

 傳統家庭架構轉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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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成了生產單位 改革開放下，工廠成了生產單位，家庭對個人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使人

與家庭的關係變得疏離。同時，也製造了「民工」等要離鄉別井打工的

情況。 

女性地位提升 在工商業的社會中，體力並非決定生產存的要素，故男性並未有特別優

勢，而女性亦能自行獲得收入，使男尊女卑的觀念慢慢淡化。 

城市化發展社會機制 改革開放下，城市步伐日漸加速，各種城市機制，如：教育、福利等亦

得以發展，使個人對家庭或家族的依賴漸漸減少。 

西方思想傳入 隨著外資和西方思想傳入，外國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均與傳統中國

家庭有著一定的矛盾和衝突。 

 

 習俗 (指習慣風俗之意，是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這些習俗歷史悠久，有傳統特色。傳統有時

間的延續性，指過去存在，現在仍然在起作用的東西，會一代一代傳下去。)，而中國習俗面對

的挑戰如下： 

文化間競爭 在市場經濟下，人民重視成本效益，同時營造出消費主義的文化，部分

沒有經濟實效的習俗會被遺忘，如：重陽節的各項要求個人靜思的習俗，

便在沒有宣傳下被漸漸遺忘。 

市場化的問題 部分能帶動商業利益的習俗，如：月餅、團年飯等，則被商家加以宣傳

及推廣。但在宣傳及推廣的過程中，則會為著銷量，對原有文化有著一

定的扭曲，如：月餅的口味不斷地轉變。 

個人主義衝突 現代社會愈來愈「個人化」，令針對「群體」的習俗有著改變「如：核心

家庭的湧現，對團年飯、新年團拜等習俗，帶來衝擊，亦令參與者的人

數變少。 

社會現實因素 社會現在講求安全、健康等，令部分習俗變質，如：月餅也因健康理由

產生變化、搶包山的形式亦因安全理由而改變等。加上家庭疏離，亦令

傳統習俗莛姒傳遞予下一代，如：傳統糕點的製作方法，便難以被傳遞。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牽涉的持分者： 

人物角度 1. 年青一輩 

2. 年長一輩 

3. 男性 

4. 女性 

時間角度 1. 過去 

2. 現今 

國際角度 1.  中國本身 

2. 發達國家 

3. 發展中國家 

 

 



21 

 

(六) 課文內容：全球化 

1) 10個重要概念： 

全球化 經濟一體化 

全球化可籠統定義為全球經濟和社會一體化。 

隨著交通、資訊科技、國際自由貿易和跨國企業日益

蓬勃，推動人力、貨物、服務、金融市場、信息、資

本跨越國界自由流動，各地民眾生活更關連密切，彼

此牽連。這艇一體化亦帶動國際政治交流，各種國際

組織、協商架構應運而生，不時都會介入個別國家事

務。 

全球經濟一體化透過全球化體現出來，指各個民族國

家在世界市場中，會變成複雜和互相依賴的自由企業

制度。資訊和金錢前所未有地快速流通，在世界某角

落生產的貨品及服務，也更容易在所有地方找到，國

際間往來更親密，國際通訊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跨國企業 本土化 

跨國企業是擁有權屬於一個或多個國家，在幾個國家

以至全球開展管理、生產和銷售活動的商業組織。跨

國企業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發揮影響力，現代通訊交通

發達，更促進其擴展。 

早期，批評者把跨國企業的影響視為剝削窮國，但

1980年代後，觀察家開始重視跨國企業為地區帶來的

經濟發展、就業機會、稅收等好處。 

本土化又稱為本地化，是指將某一事物轉換成符合本

地特定要求的過程。本土化是顯示各種異質多樣性和

特定情境要素的過程，資源本地化的最佳效果是既能

適應本地要求，又儘可能地保持資源原有的特定情境

含義。 

主張本土化的人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各地多元文

化的活力仍舊旺盛，係化反而加強本土化意識的覺

醒，本土文化藉全球化刺激，產生創新的抵抗因子，

更重視本土文化。 

全球管治 文化同質化 

全球管治是指透過國際合作、有約束力的國際規範，

解決跨國問題，如氣候變化、國際救援、健康等，以

維持國際政治、經濟的秩序。 

文化同質化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影響之一，即各地的

本土文化趨向單一的全球文化，使各地的生活模式、

價值觀等愈來愈相似。 

批評者指西方跨國企業掌控為擴大市場，致力於在世

界各地創造單一標準及口味，威脅世界的文化多元，

淘汰本土小企業，甚至淘汰本土文化和固有價值觀。 

多邊組織 文化多元 

多邊組織是成員來自兩個或以上國家的組織，一般指

國際政府組織。多邊組織為成員國提供平台，合作解

決跨國界的特定範疇問題。隨著全球化發展，很多問

題已非單一國家能解決，所以多邊組織在二次大戰後

愈來愈多，影響力也愈來愈大，現時最重要的多邊組

織是聯合國及其隸屬組織。 

多元文化指不同群族及其文化的共同存在獲得承

認，並得到平等對待，各種文化互相理解、尊重、包

容，而不受欺凌、排擠或歧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

調，擁有不同文化的群族應該和平相處，該組織於

2001年公布《國際文化多元性宣言》，並訂每年5月21

日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發展日。 

發展 文明衝突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並非單純指國家收

入的高低，更包括透過促進民眾健康、知識、可用資

源及社區參與機會等基礎，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能

充分發展其潛能，並可按其需要選擇適合的生活方

式。 

「文明衝突論」是指冷戰後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不再

主導衝突，影響現今世界國際衝突的原因，是基於不

同地域的文化和宗教矛盾。但亦難以否認政府、權勢

集團、教派慣常打著文化、文明等招牌，將私利偽裝

成文化、文明的利益，掀起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狂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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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注意不同的國際組織標誌： 

國際政府組織 

 

聯合國 

 

 

國際原子能機構 

 

歐盟 
  

東盟 

 

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際特赦機構 

 

 

 

世界宣明會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UQczRP920ADk2.ygt.;_ylu=X3oDMTBpcGszamw0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SIG=122odlsft/EXP=1328866192/**http:/tomclancy.wikia.com/wiki/United_Nations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OyCpVOczRP0W8AmFS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9C%8B%E9%9A%9B%E5%8E%9F%E5%AD%90%E8%83%BD%E6%A9%9F%E6%A7%8B&n=30&ei=utf-8&y=%E6%90%9C%E5%B0%8B%E5%9C%96%E7%89%87&tab=organic&ri=4&w=432&h=378&imgurl=www.energia.gr/photos/iaea.jpg&rurl=http://www.energia.gr/article_en.asp?art_id=22467&size=29.4+KB&name=Energia.gr+-+News+%C2%BB+Regional+%C2%BB+IAEA+Chief+Says+Ready+To+Help+Egypt+...&p=%E5%9C%8B%E9%9A%9B%E5%8E%9F%E5%AD%90%E8%83%BD%E6%A9%9F%E6%A7%8B&oid=c6caac42bae135786c3cbf98497baac7&fr2=&fr=&tt=Energia.gr+-+News+%C2%BB+Regional+%C2%BB+IAEA+Chief+Says+Ready+To+Help+Egypt+...&b=0&ni=96&no=4&tab=organic&ts=&sigr=11hahhfav&sigb=15mvr14la&sigi=10u3dflnj&.crumb=.6DfmxHx9Zv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OyCpTZczRPFGMAa_S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9C%8B%E9%9A%9B%E7%89%B9%E8%B5%A6%E6%A9%9F%E6%A7%8B&n=30&ei=utf-8&y=%E6%90%9C%E5%B0%8B&tab=organic&ri=20&w=200&h=300&imgurl=hre.pro.edu.tw/UserFiles/200px-Amnesty_International_logo_svg(3).png&rurl=http://hre.pro.edu.tw/zh.php?m=16&amp;c=1254380727&size=7.3+KB&name=%E5%9C%8B%E9%9A%9B%E7%89%B9%E8%B5%A6%E7%B5%84%E7%B9%94&p=%E5%9C%8B%E9%9A%9B%E7%89%B9%E8%B5%A6%E6%A9%9F%E6%A7%8B&oid=7993504998f96cdf458414a13be4c159&fr2=&fr=&tt=%E5%9C%8B%E9%9A%9B%E7%89%B9%E8%B5%A6%E7%B5%84%E7%B9%94&b=0&ni=96&no=20&tab=organic&ts=&sigr=11iuhplib&sigb=14sg0g0tl&sigi=1243hnvth&.crumb=.6DfmxHx9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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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 

 

 

 
 

綠色和平 

 

 注意不同國家的國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美國 

 

 
 

英國 

 

 

 

日本 

 

 

 

巴西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OyCpUPdDRPrm8AEGK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84%A1%E5%9C%8B%E7%95%8C%E9%86%AB%E7%94%9F&n=30&ei=utf-8&y=%E6%90%9C%E5%B0%8B&tab=organic&ri=28&w=180&h=180&imgurl=profile.ak.fbcdn.net/hprofile-ak-ash2/373194_28297822718_1474373520_n.jpg&rurl=http://zh-hk.facebook.com/msf.chinese?v=app_2344061033&size=8.8+KB&name=%E7%84%A1%E5%9C%8B%E7%95%8C%E9%86%AB%E7%94%9F+/+M%C3%A9decins+Sans+Fronti%C3%A8res+(MSF)+|+Facebook&p=%E7%84%A1%E5%9C%8B%E7%95%8C%E9%86%AB%E7%94%9F&oid=ccf4bef79b88795d6e5c2972de803918&fr2=&fr=&tt=%E7%84%A1%E5%9C%8B%E7%95%8C%E9%86%AB%E7%94%9F+/+M%C3%A9decins+Sans+Fronti%C3%A8res+(MSF)+|+Facebook&b=0&ni=96&no=28&tab=organic&ts=&sigr=11m9sm4tr&sigb=14jil4397&sigi=1290r8v1m&.crumb=.6DfmxHx9Zv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OyCpQOdTRPw2EAACC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B7%B4%E8%A5%BF%E5%9C%8B%E6%97%97&n=30&ei=utf-8&y=%E6%90%9C%E5%B0%8B&tab=organic&ri=0&w=200&h=140&imgurl=img.zwbk.org/baike/spic/2010/05/31/20100531034100703_3321.png&rurl=http://www.zwbk.org/zh-tw/Lemma_Show/48850.aspx&size=4.4+KB&name=%E5%B7%B4%E8%A5%BF%E5%9C%8B%E6%97%97&p=%E5%B7%B4%E8%A5%BF%E5%9C%8B%E6%97%97&oid=e424d0170b3c569206c84a3300e1041c&fr2=&fr=&tt=%E5%B7%B4%E8%A5%BF%E5%9C%8B%E6%97%97&b=0&ni=96&no=0&tab=organic&ts=&sigr=11fjg2v28&sigb=149ho1knj&sigi=11t4h4jos&.crumb=.6DfmxHx9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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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印度 

 

 全球化牽涉的持分者：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跨國企業 國際組織 

 

 

 

 全球化的影響： 

加強各國合作 由於遠距離溝通變得容易，各國可更輕易地接觸其他國家，並加以合作，而由

於合作，亦令各國的生產效率得以增強，並變得互相依賴，如：世界衛生組織

的出現，便反映了各國於衛生上的合作。 

加劇各國衝突 由於國家的影響力得以延伸，令原本互不相干的國家也出現意念交流，甚至是

意念上的衝突，如：中東國家與西方國家般，若非運輸科技強化，西方與中東

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思想並不會有交流，也難免會有衝突。 

意念出現融合 意念的涵蓋範圍十分廣，包括文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各地區透過參考其

他地區的做法，能補充本地的不足，從而出現一種新、混合的意念，令文化多

元。 

文化趨向單一 在意念交流下，會出現意念的比較，而較為適合當下社會的意念，則會成為全

世界大多數人的選擇，最終會令意念及文化趨向單一化，如：快餐文化的高效

率，便十分適合現代社會，並被傳播，壓縮了其他文化的發展空間。 

 

 

 地區分工的好處： 

地方各有優勢 因應各地的地理、文化、氣候、資源等不同，故各國的優勢亦有所不同，因此

各地會專注發展自己具備優勢的項目，如：香港的金錢業、中國的製造業等。 

集中處理優勢 當一個地區集中一項工業，便能集中相關的資源及配套，並減少買家的搜尋成

本，如：當買家想買紡織品，到中國便有大量選擇及配套服務，減少買家到不

同地方搜尋的問題。 

減少地方設施 由於當地只集中負責一個行業，便可減省這個行業外的設施，從而減少地區成

本，例如：香港並非以生產糧食為主，相關的糧食設施當然較少。 

累積行業經驗 一個地方從事同一行業多年後，當地的人會有更多的經驗，同時，當地的法規

等，亦會有著該行業的發展，而有所優化配合，如香港的金融業人才及相關制

度，便相對成熟。 

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OyCpUidTRPi3MA0TC1y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4%BF%84%E7%BE%85%E6%96%AF%E5%9C%8B%E6%97%97&n=30&ei=utf-8&y=%E6%90%9C%E5%B0%8B&tab=organic&ri=0&w=350&h=233&imgurl=www.popdiy.com.tw/Nationsflags/EUROPE/images/%E4%BF%84%E7%BE%85%E6%96%AF.jpg&rurl=http://www.popdiy.com.tw/Nationsflags/shoping/EU012.htm&size=7.5+KB&name=%E4%BF%84%E7%BE%85%E6%96%AF%E5%9C%8B%E6%97%97&p=%E4%BF%84%E7%BE%85%E6%96%AF%E5%9C%8B%E6%97%97&oid=0a0866262370dc96c98447bb01d8aee0&fr2=&fr=&tt=%E4%BF%84%E7%BE%85%E6%96%AF%E5%9C%8B%E6%97%97&b=0&ni=96&no=0&tab=organic&ts=&sigr=11nm4ln4d&sigb=14ivdi80e&sigi=11q35q1eq&.crumb=.6DfmxHx9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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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訓練優勢 由於只需要培訓一種行業的人才，所需要的資源大幅度地減少，如：香港的工

商管理學系的學額不少，某程度便反映出這種集中培訓的情況。 

 

 

 跨國企業擴張全球的好處： 

銷售市場擴張 透過通訊與運輸技術的提升，貨品能運往更遠的地方，企業同時能更快收到訂

單，以安排送貨，對企業盈利更有幫助。 

全球分散生產 由於運輸成本下降，令跨國企業在哪裡生產的分別也不大，企業同時也能更快

地收到訂單，以安排送貨，對增加企業盈利有幫助。 

搜集全球意念 透過在全球尋找人才，能創造更多新技術，從而設計出更佳的商品、優化氐產

模式、提供更佳的管理。 

更便宜材料 透過在全球搜集原材料，能找到更為便宜、更充足的原材料，以協助生產。 

 

 

 全球化與貧富差距： 

投資機會增加 全球化下，擁有資本的人可以在更多的地方投資，也可以挑選更高回報的項目

作投資，從而令資本增值速度上升。 

資本流動優勢 在自由市場下，資本可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別的地區，而資本則是推動地區發展

的主要因素，令各地區均需競逐資本，並向資本擁有者提供各種優惠，令資本

擁有者獲利更多，如中國便為外資提供不少稅務及土地優惠。 

影響生產方法 擁有資本的人，可購買更昂貴的機器等，以代替工人或增加生產效率，從而得

到更大的競爭力，使他們利潤上升。 

去技術化手法 現代生產技術使企業對勞工技術要求下降，從而使企業聘請更低技術的員工，

獲取更多資本及利潤。 

 

 文化融合的優點： 

發展新文化 文化融合能產生新的文化，使文化變得更多元，為人類提供更多選擇，滿足更

多人不同的需要。 

促進舊文化 文化融合可以是現有文化，在吸引外國文化後，本土文化獲得新動力，從而變

得比以前更好。 

促進世界大同 文化融合意味拉近不同迎化，使雙方有交流，促進雙方了解，若雙方文化特質

拉近，便能減少衝突，製造世界大同。 

 

 文化融合的缺點： 

文化本質趨同 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往往是一些非主流文化跟主流文化融合，如：快餐店便

跟各地的飲食文化融何起來。然而，這種融合會令原本的本土文化特質消

失，如：中國便出現蒸飯快餐店等，然而，這種向主流文化融合、靠攏私現

象，對全球文化來說，有機會造成文化單一化。 

阻礙創意發展 對不少人來說，模仿外地文化，將之加入本土文化中，便能製作出不俗的產

品，令不少人不再創新，而集中於發掘其他地方之文化再加以改進，例如：

電影、電視劇、小說等，減少創意空間。 

削弱本土身份 當文化不斷融合，身份特質的分野會逐漸變得模糊，這會削弱本土身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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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本土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 

 

 國際組織的作用： 

國際協商平台 國際組織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不同國家根據規則，讓不同國家根據規則，進

行溝通協商，以便透過非軍事方法消除分歧，達成政策上的共識。 

制訂執行政策 國際組織的成員有責任執行組織所議定的政策，同時，國際組織也負責起監

察這些國家執行政策情況之責任。 

協調各國資源 在面對一些全球問題時，國際組織需要協調不同國家的資源，包括：資金、

技術、人才等。 

制衝各國力量 國際組織的協商機制，確保小國有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並影響大國的決

定，而國際組織力量的提升，使其影響力較一國為大，亦有機會造成邊緣化

部分小國的狀況。 

  

(七) 課文內容：公共衛生 

1) 10個重要概念： 

公共衛生 醫療科技 

公共衛生的目的是促進公眾健康，通過組織社會資源

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促進壽命、促進身體和精神效

能。社會各界對公共衛生負有責任和義務。 

醫療科技包括一系列用以診斷、監察告治療疾病的醫

療產品。醫療科技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醫療服務，近

年醫療科技突破包括能從事脊髓手術的納米機械人

和能以發病細胞為目標的光敏藥物等。 

健康生活與習慣 生物科技 

生活包括物質和精神生活，每天常規的生活多與個人

習慣有關，如交通、飲食、社交、工作、學習等，模

式因人而異，受個人喜好及在外因素影響而時有變

動。不良生活習慣如吸煙》少運動、長時間使用電腦、

高脂低纖維膳食等，可帶來各種慢性病 (如心臟病)、

生活模式病 (如肥料症、第二型糖尿病)、職業病等。 

生物科技以科技為人類醫學、環境、農業等不同範疇

進行研究，以改善人類生活素質。由先進的生物科技

研究所衍生的知識、工序、技術和產品，改變了新藥

物的開發模式、農作物的改良方法等，影響不同行

業。生物科技亦有不少爭議，例如異種移植、基因篩

選、胚胎幹細胞研究等引起的道德和法律爭議。 

國際合作 (公共衛生方面) 公共衛生服務 

隨著全球化，人口大量流動，在傳染病防控等公共衛

生議題更需要國際合作，而國際合作則主要體現在國

際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 (WHO)透過國際衛生條

例、通報機制等防控疾病，協調及監察向國衛生問

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關注各國的饑餓

與營養問題；世界貿易組織 (WTO) 透過知識產權協

議等保障藥物專利權。 

公共衛生服務是政府透過官方或公營醫療機構為市

民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不同地區會因應政府財政狀

況、市民的健康概念等，提供不同的公共衛生服務。

在香港，由作為政府衛生顧問及監管機構的衛生署，

提供促進健康、疾病預防、醫療及康復等服務；而醫

院管理局則透過轄下公營醫院、專科診所等，提供公

共醫療服務。 

傳染病 科學方法 

傳染病是對人體有害的細菌、病毒等微生物 (病原

體)，透過空氣、皮膚、血液或性接觸等途徑傳染其

他人。當病原體侵入人體找到適合環境便會大量繁

殖，有部分更會產生毒素，引致人髒產生各種疾病。

科學是發現自然的規律 (科學的法則) 並作出解釋或

預測，從而干預自然的過程，而發現自然規律的研究

方法，便是科學方法。標準的科學方法通常包括發現

問題、提出假設、設計並展開實驗、觀察現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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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當人體的免.疫系統 (防止及對抗疾病系統)出

現問題時，非病原體也可致病。 

結論。 

健康 藥物專利權 

對人類來說，健康即人類應付其環境時的生理、心

理、情緒、社交能力，四者互為影響，也包括其面對

環境轉變時的能力。不健康可定義為患病。 

專利是就一項發明授予其發明人的專有權利，專利權

有人可行使專利權，禁止別人製造、使用、出售或輸

入其專利發明。世界貿易組織設有「與貿易有關的知

識產權協議」，保障包括藥物及生物科技的知識產

權，可獲20年的產品專利 (包括以不同程序生產的同

一款藥物)。但協議亦容許會員國就國民健康的需

要，放寬部分藥物的專利保護。 

 

2) 主題一：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公共衛生牽涉的持分者： 

個人 政府 * 非政府組織 國際機構 牟利機構 

(私家醫院、 

藥廠) 

 

中西醫比較： 

 相同之處：  

理論核心 目標同樣是希望個人能更為「健康」，避免死亡，及達到更佳的身體狀態。 

研究方法 同樣針對事物間的因果關係作研究，並需要有一定的事例作輔證，如：西

醫透過實驗；中醫透過親身嘗試。 

解決問題特點 同樣會透過「服藥」及「手術」解決問題。 

不同之處： 

 西方醫療 中國傳統醫療 

理論核心 認為所有事情均有可透過現實實

例解釋，著重找出成因再加以解

決。 

較著重解決方法而不太重視疾

病成因，將疾病成因歸結為陰陽

失衡等難以被證實的原因。 

研究方法 講求實證，不以主觀的情感或不能

觀察的事物解釋關係。 

講求前人經驗，並會以一些不能

被實測的概念祊解釋。 

解決問題特點 以研究物質間關係出發，較易出現

割裂或忽視個人情感的治療方法。 

以個人經驗出發，較著重個人整

體的感受。 

著重事物間的因果關係，有較強的

針對性及預估能力；如西藥為直接

抽取物質中最有效的部分 (如維他

命)。 

治療較欠缺針對性，但較顧及身

體整體的平衡；如中藥則是採用

天然的材料製成，並非經過標準

化。 

較著重論證過程及以數字化表

達，較易傳承及較具說服力。 

對論證過程較不重視，令經驗難

以被累積及傳承，亦較缺乏權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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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二：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醫學研究和發展有以下特徵： 

1. 建基於科學方法的成效測試 

2. 客觀、有效和可信的量度方法 

3. 準確及高效的測量儀器 

 

 重要的醫療發現： 

疫苗 疫苗主要是讓身體接觸到微量已死去或被弱化的病原體，從而令個人產生抗體，

藉以預防該疾病的治療方法。隨著愈多的疾病被發現與「病毒」有關，令疫苗的

作用變大。例如，子宮頸癌便發現與「人類乳頭瘤病毒」有關，因此接種相關疫

苗便能減少患上子宮頸癌的機會。 

抗生素 透過微生物的代謝產物或類似人工合成物，便能有效抑制其他種類的病菌；現時

抗生素的種類約為4,000至5,000種，目前市售的抗生素亦達100種，科學家需要加

以篩選出效用較佳的抗生素，藉以更好地進行治療。同時，部分病毒亦開始對抗

生素產生抗藥性，令大眾需要減少抗生素用量，同時亦需要尋找新的抗生素成

份，以更好地殺滅病毒。 

X 光掃描 x 光掃瞄描對不同密度的物質，有不同的穿透程度，利用它穿透人體，便能在 x

光片上，製造出顏色深淺，顯示病人體內情況。透過這些影像，醫生毋須 開刀，

也能得知人體內部的情況，大大方便了醫療科學掌握病人的情況。現時，透過不

同角度拍攝的 x 光影像，可以合成為三維形像，更具體地指出患者出現問題的位

置。 

微創手術 透過內窺鏡及各種顯像技術，醫生可以在極小的切口下，將導管、內窺鏡、照明

等儀器伸至患處，然後進行手術。此技術可以大幅度減少進行外科手術時，患者

身上切口的尺寸。這不但可以縮短患者的康復時間，減少住院時間，同時也由於

手術傷口小，出血量因而減少，令手術時對患者的體能要求下降，降低了部分手

術的風險。 

納米技術 納米是一種極微小的單位，意指10億分之1米。納米科技則意指以納米為單位的

環境下，各種材質的狀態及應用等，事實上，在納米下，許多物質的物理性質會

改變，產生出不同的可能性，在各個醫療領域中均帶來影響。如狂醫療電乃學方

面，納米技術製作的晶片可令電子儀器更為準確。而在藥物方面，這可提升藥物

的顆粒面積，提升其效率。 

基因科技 現時首張人體基因圖譜已於2003年出現，透過研究正常人與病患者的基因圖譜的

差異，科學家可以找出令個人容易致病的基因。在找出這些基因時，科學家亦開

始研究控制基因的方法，例如：現時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 (PGD) 技術，個

人可以在懷孕初期測出嬰兒性別，甚至能控制嬰兒性別。 

幹細胞研究 幹細胞是指原始未經特化的細胞。在理論上來毫，若能抽取出未經特化幹細胞，

亦即保持有自我更新和分化的細胞並移植人體之中，便能夠使人體正在衰敗的再

生。現時，要抽取出未經特化幹細胞並不容易，而在嬰兒的臍帶血帶有幹細胞，

因此亦發展出冷藏臍帶血服務。然而，這些幹細胞如何應用，則仍在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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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學造成的社會問題： 

過份依賴藥物 由於科學實證未必在短時間內完全理解藥物的副作用，導致依賴藥物有機會

造成潛在風險，如近年不少人關注濫用抗生素，帶來的病菌抗藥問題。另一

方面，醫療技術的提升，反而令個人感到安全，降低預防疾病的意識，如部

分營養產品的出現，令大眾依賴，忽略均衡飲食的重要。 

破壞倫理架構 醫學研究往往著重實證，研究中會較少針對一上難以被觀察的人倫道德問

題。因此，部分醫療技術亦會產生道德上的爭議，破壞倫理關係，如各種避

孕措施的出現、人工受孕等。 

人口增長負擔 在人類的壽命被延長下，社會需要面對人口增長及人口老化問題，如在香港，

估計到了2031年便有四分之一人口為長者。人口老化問題會帶來供養比率上

升，勞動人口負擔加劇等。 

資源分配爭議 要應用部分西方醫療科技並不便宜，並不是所有人均能負擔。西方醫療的效

果強大，則導致具有資源應用這些醫療方式的人可獲得較佳的身體素質，同

時也能利用此身體素質，帶來更高的收入或生活素質。因此，如何縮窄貧富

待遇上的差距，便成為政策及道德上的爭議。 

 

 

 現時公營醫療服務的問題： 

官僚化管理 公營醫療系統內的資源由大眾所共有，因此其使用方法亦需由大眾所共同協

商，但由於涉及者眾，因為很容易變得效率低下，同時，若要轉變的話，也要

取得社會共識，造成轉變動機下降、僵化的問題。 

容易造成浪費 在公營醫療系統並非以市場法則運行 (非以金錢為目標)，容易造成公營醫療無

視效益的問題。同時，對於使用者來說，由於涉及款項不高，亦有機會濫用資

源，例如：以進行檢查為例，患者在公營醫療中有機會誇大病情，以求進行更

多的檢查，相反，在私營醫院中，由於實施收費，一般人並不會要求做多餘的

檢查。 

影響私營醫療 若果公營醫療架構過於龐大，有機會取代私營醫療體系。若私營醫療規模縮

減、利潤下降的話，會引致新醫療服務開發受阻，甚至研究受阻情況，如公營

醫療內的員工並非以盈利為目標，其開發產品、進行研究等動機自然較細，相

反，私營醫療可透過研究提升其盈利，其開發意慾較大。 

醫療資源局限 公共資源共非無限，令公共醫療的服務質素未必屬最佳，如香港醫療在用藥方

面便有著一定的限制，在治療癌症時，一般較昂貴的藥，也需要病人自行負擔

藥費才能使用，換言之，這限制了公共醫療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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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衛生組織的作用： 

溝通協商平台 由於各國存在文化的差異，導致部分國家難以溝通。國際組織則提供了一個較

佳的平台，讓各地區在規則內進行協商。 

制訂執行政策 世界衛生組織負責制訂不同的衛生政策，同時亦要求各國執行，例如：灰疫症

的通報機制上，世界衛生組織制訂了各種指引及規則，讓各國執行，並會監察

各國的衛生情況，防止疫症蔓延。 

主導研究合作 世界衛生組織透過協調各國資源，主導一系列有關公共衛生的研究，如：收集

各國衛生數據並加以分析等，以便各國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與衛生的關係。 

協調各國資源 現時各國在科研成就、公共衛生資源等上均有差異，而世界衛生組織六會協調

各國資源，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衛生政策及技術發展，並提供相關的教育及資

訊，以確保全球衛生。 

 

 具爭議的醫療議題： 

複製技術 內容：複製技術是指將人體的部分，甚至整個人的基因整地複製出來。換言之，

個人可以複製出一個在身體特徵上跟自己十分相近的人出來。透過這一項技

術，個人有機會可複製出自己適用的器官作移殖，亦可令一些不想結婚的人，

擁有具備自己基因的小孩。 

爭議： 

1) 違反自然原則：違反自然生育的法則，有機會造成人類停止演化。 

2) 違反尊重生命原則：技術發展未成熟，複製出來有機會存在缺憾，有機會

影響了一個「生命」的人生。 

3) 破壞倫理架構：複製人的「父母」等倫理關係不清晰，有機會造成家庭功

能崩潰的問題。 

基因改造 內容：基因是控制生物構成的基本單位，透過改變生物 (包括人類、動物、植

物) 的基因，可以避免該物種的某些問題，如透過改變植物基因，可使它們具

備更強抗蟲性。現時，亦可以控制胚胎的染色體基因，控制性別。 

爭議： 

1) 違反自然原則：基因改造食物、植物等會否存在問題，仍未被清楚了解，

有著一定的風險。 

2) 違反尊重生命原則：基因技術發展未成熟，改造基因後的人賣有機會存在

缺憾，有機會影響了其人生。 

3) 違反公平原則：有錢控制基因的父母，其子女若較優秀，會造成社會競爭

不公的問題。 

器官買賣 內容：器官移殖技術令器官出現問題的人，可透過更換器官延續生命。而在器

官屬於醫療資源下，部分人甚至會進行器官買賣。 

爭議： 

1) 違反平等原則：每個人的生命應是同等重要，若容許器官買賣，富裕階層

可購買窮人的器官，會造成生命價值不一等問題。 

2) 鼓勵非法行為：部分人為獲得器官，可能進利非法行為，如：誘拐等，這

為大眾提供了違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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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培植 內容：透過細胞培植等科技，現時科學家正嘗試在不同種類的生物上，培植人

體器官，用以作器官移殖之用，此項研究仍未成功，仍未能解決人體排斥等問

題。 

爭議： 

1) 違反自然原則：培植出來的器官並非自然，有機會有著各種併發症風險。 

2) 違反尊重生命原則：在其他生物中培植器官，事實上會影響其他生物的生

存機會。 

生育技術 內容：現時有關生育技術愈趨成熟，如：避孕、墮胎等技術，這些生育技術令

人類可控制生產與否，不但違反宗教的規條，亦有機會造成各種倫理上的問題。 

爭議： 

1) 破壞倫理架構：相關技術會惹來對舊有的夫妻倫理關係等的衝擊。 

2) 違反尊重生命原則：墮胎等技術令生命消失，是否尊重生命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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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文內容：能源科技與環境 

1) 10個重要概念： 

環境災難 綠色思想 

環境災難指對環境造成大型破壞或人命傷亡的事

件，可由自然或人為因素引致。環保災難包括地震、

海嘯、火山爆發、旱災、水災、雪災及風災等。 

綠色是回歸自然的法則，而綠色思想是根據這個法則

而發展整個人生觀及世界觀，並以綠色生活實踐。綠

色生活包括低碳生活、節約能源或3R (Reduce-物盡其

用、Reuse-廢物利用、Recycle-循環再用)等。 

可持續發展 能源管理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

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和發展模式」。這要求

全面考慮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公平，以及保護自然

資源和環境，並需要各地政府、公私營機構及非政府

組織的共同參與，改變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格局，

共同改善全球人民的生活素質。 

能源市場自由對經濟、政治、消費者等都有好處。然

而，一些政策如能源來源多樣化、能源安全、環境保

護等，並非自由市場可以保障，而需要各國政府透過

有效規管鼓勵市場追求這些共同目標，且不會出現壟

斷情況。這不等於高壓規管，而是由政府設定政策目

標，由獨立監管機構決定如何在提供最大彈性予市

場。 

可再生能源 生態平衡 

可再生能源指在自然環境中重複產生，且能為人類所

使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資源既安全又用之不竭，絕

不會出現資源耗盡的問題。典型的例子為太陽、風、

海洋、植物、海浪、流水及廢物所產生的能源。 

生態平衡指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及生

物之間，通過能量交換、物質循環，使系統中的物質

和能量的輸入和輸出，達至相對平衡的狀態。 

生態系統有自我調節能力，能受到外來干預時自我調

節，以恢復原來的穩定狀態，但若外來干預超越自我

控制能力，系統不能恢復到原始狀態，就會破壞生態

平衡。 

空氣污染 不可再生能源 

若進入大氣層的氣體、固體粒子，或液態氣霧劑太

多，大氣層不能容納或分解它們，即造成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的成因分為自然和人為。自然的空氣污染包

括沙漠地區的沙塵暴，乾草和森林燃燒時釋放的煙，

火山活動帶來的煙灰及有害氣體。人為的空氣污染一

般由燃燒燃料引致，包括工業活動、汽車、油漆或其

他揮發性溶劑等。空氣污染會刺激人類呼吸系統及眼

睛，引起敏感或咳嗽，也影響全球氣候。 

指經開發後使用後，在現階段不能再生的能源。不可

再生能源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化石燃料，是死亡的動

植物在高溫和高壓環境下經過多年形成，能透過燃燒

釋出能量，例如煤、石油及天然氣；另一種是核能燃

料，即某些元素(如鈾-235)透過原子核分裂釋出大量

能量。不論哪一種不可再生能源，存量都有限，且在

使用時會產生嚴重的環境污染，核燃料所造成的核輻

射更可能危害人體健康。 

能源爭奪 全球暖化 

國際能源組織2007年指出，截至2006年全球50%原油

總儲量已被開採，此後開採量將每年洞少3%，但全

球能源需求卻持續上升。 

為免因能源供應不足或價格上升而影響經濟，造成危

機，國際間近年爆發能源爭奪戰，除大國與產油國建

立以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好處換取石油的「能源外

交」，美國等國家攻打中東等戰爭，亦被視為是石油

搶奪戰。 

全球暖化指大氣或海洋的平均氣溫上升。由人類活動

所引致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帶來溫室送

應，便是全球或地域氣溫上升的並中一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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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一：能源科技的影響 

 

初級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 

化石能源 非化石能源 源自太陽的能源 源自地球地心的

能源 

源自星球互相牽

引的能源 

石油、煤、天然氣 核能 太陽能、風能、水力 地熱能 潮汐能 

  

非再生能源 

能源 優點 缺點 

煤  蘊藏量豐富 

 開採及使用技術成熟 

 價格便宜 

 燃燒時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放射性粒子及有毒的汞，造成氣候暖

化、酸雨及煙霧等環境污染問題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不能完全燃燒，部分能量被浪費掉，能

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30% 

石油  用途廣泛，副產品量多 

 容易開採、儲存、運輸陳提煉 

 開採及使用技術成熟 

 燃燒時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空氣

污染 

 能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41%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石油資源分佈高度集中 

 供應量及價格不穩定 

天然氣  燃燒時釋放的二氧化碳比煤及石油

少 

 土地使用量低 

 易於以管線運輸 

 能源使用效率低，約只有30%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產量不多，有待開發 

 價格較高 

核能  排放很少的二氧化碳 

 核電廠佔地面積少 

 電力供應量非常大 

 核廢料及退役核電廠的處理方法存在

極大的爭議 

 冷卻過程中排放熱廢水令水質惡化 

 技術欠成熟 

 蘊藏有限，且不可重複使用 

可再生能源 

太陽能  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生產規模大小皆可，使用靈活，用

途廣泛 

 技術日趨成熟 

 用之不盡 

 受日照時間限制，無法連續不斷地供

應，需要儲蓄系統 

 發電廠建造成本極高，並需要廣闊的土

地收集陽光 

 

風力能  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能源效益頗高，可達50% 

 用之不盡 

 渦輪噪音大 

 風車扇葉運轉時易令雀鳥受傷 

 電力供應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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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渦輪下的土地可用作耕種及放牧  地域限制 

水力能  對水和空氣污染極少 

 使用效益極高，達90% 

 用之不盡 

 運作成本低 

 蓄水庫可供釣魚及休閒化用 

 提供農地終年的灌溉水 

 蓄水庫淹沒有量農田 

 需要高及穩定的流水量、落差大的水位

及峽谷作興建水壩之用 

 水電站建造時間長、建造及維修費高

昂，而且半地居民必須遷居 

 水壩存在倒塌的危險 

生物質能  如處理得當，不會增加二氧化碳 

 可減少農業及城市廢棄物及其佔用

的土地 

 供應量 

 易於儲存 

 處理不當便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糧食供應，造成糧食短缺 

 燃料體積大而不易運輸 

地熱能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化石燃料低 

 在有利的熱點發電成本低 

 土地利用低 

 製造嘈音及氣味 

 有可能造成地面沉降 

 探索地熱相當危險 

 

 全球暖化原因： 

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 甲烷 氯氟碳化合物 (CFCs) 

 

 全球暖化的影響： 

冰川融化 全球暖化使極地冰帽熔化，令海干面上升，淹沒沿海城市。加上冰川有反射太

陽熱量的作用，使吸收太陽熱量增加，加速全球暖化。 

極端氣候 全球暖化使全球氣候結構產生變化，誘發更極端的氣象，如：颶風、海嘯等，

不少居民由於海砰面上升而需遷居到其他地方居住，成為「氣候難民」。 

減少生物多樣性 由於氣候產生變化，一些動植物不能適應而絕種。而溫度上升更會使珊瑚白化

死亡，干擾海洋生態系統。 

病菌滋生 氣溫上升有利老鼠、蚊子、蒼蠅等疾病帶菌者滋生，使瘧疾、登革熱及霍亂等

疾病擴散，危害人類健康。 

 

 酸雨 (酸鹼值 < 5.6) 原因： 

二氧化硫 + 水 = 碳酸 

 

 酸雨的影響： 

樹林生態 酸雨落入泥土中會使泥土變酸，會妨礙生物氐長而死亡，或是溶解泥土的礦

物質，使養份流失。 

河流、湖泊生態 酸雨使水的酸性增加，殺害水生動植物，加上酸雨能溶解河流邊石頭的重金

屬等有毒物質，毒害河中動植物。 

建築物侵蝕 酸雨腐蝕金屬及石造物件，損害建築物，使文物面目全非，價值不再。 

影響人體健康 酸雨溶解水中有毒金屬，被水果、蔬菜、動物吸收，人類吃下有機會造成嚴

重影響，如：累積在動物器官和組織中的汞與腦損傷和神經混亂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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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氧層破壞的原因： 

氯氟碳化合物 (CFCs)。臭氧是大氣中唯一能吸收大量紫外輻射的氣體，其主要被用作：冷氣

機和電冰箱的冷卻劑 (雪種)、嘖劑罐中的推動劑、電子零件的清潔劑、汽車的隔熱材料、發

泡膠等 

 

 臭氧層破壞的影響： 

影響健康 紫外線對人類的皮膚帶來嚴重的影響，患上皮膚癌的機會大大增加，此外，

也會使人加速衰老，破壞免疫系統，也增加人類患上白內障的機會。 

破壞低級生物 微生物對紫外線最為敏感，不少低級生物會被紫外線殺死，使食物鏈受到破

壞。 

加速溫室效應 由於臭氧層變薄，極地吸引熱力多了，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且冰川亦未能反

射過多的熱能，使地球保存多了熱力，加速溫室效應。 

 

 國際對環境的合作事件： 

二氧化碳的減排合作 日期：1980年代 

內容：歐洲多國、美國及蘇聯同意大幅減少二氧化硫排放，藉以控制

「酸雨」，成效顯著，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了50%。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日期：1985年 

地點：維也納 

內容：呼籲各國政府合作保護臭氧層 

《蒙特利爾議定書》 日期：1987年 

地點：加拿大蒙特利爾 

內容：各國同意減排損耗臭氧層的化學物質 

地球高峰會議 日期：1992年 

地點：巴西里約熱內盧 

內容：最大型的世界領袖會議，179個國家承諾落實「可持續發展」，

要求減排二氧化碳。 

《京都議定書》 日期：1997年 

地點：日本京都 

內容：唯一一個以法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共有186個國

家簽署，但美國總統布殊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會影響美國經濟

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有責任」社由，拒絕執行此約。 

八大工業國集團減排宣言 日期：2009年 

地點：意大利拉奎拉市 

國家：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英國 

內容：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最少減排50%，已發展國家減排80%以上

為目標 

 

 能源科技的影響牽涉的持分者： 

微觀角度 1. 個人角度 

2. 生產者角度 

宏觀角度 1. 發達國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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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中國家角度 

 

3) 主題二：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考慮要素： 

經濟     經濟主要是指能獲取金錢或物質上的生活收益。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下，若

未能獲取任何利益，某項事物根本難以存活，如藝術般，也需要有人購買藝術品

才能鼓勵別人創作。 

    其次，即使一些虧本的項目，也需要帶動其他經濟收益，並從其他方面收取

費用才可，如：建設道路並不能直接收回成本，但帶來的經濟效益則十分大，政

府亦能從稅收、相關賣地收益獲取利益。 

環境     簡而言之，便是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然而，到底哪些是「環保」措施便有著

一定程度的爭議，例如：「核能」是否環保，便有著不少意見，又如「太陽能」般，

也有人認為不環保。因此，在如何才是環境的問題上，往往有著不少的爭議。 

社會     社會在這裡引伸為「群體網絡」，在發展的過程中，盡量希望擴大群體網絡，

而非拆散現有之網絡，例如：在經濟發展下，重建往往會破壞社區網絡，同時，

在環境保育的過程中，也可能要求居民改變生活方式，令群體網絡出現改變。 

 

 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長遠生活素質 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要確保下一代「發展機會」，確保未來的生活素質不

受影響。 

確保多方利益 「可持續發展」涵蓋的範圍廣泛 (最少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亦涉及多個

持份者。換言之，若能達到可持續發展，事實上是能滿足更多人的需要，確保

更多人的利益，從而減少社會不滿的情況。 

避免錯誤決定 由於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涉及多個持份者，往往引申更多討論，同時，它提供了

不同範疇的問題引起大眾注意，可有效避免因過快決定或考慮不周，而通過了

錯誤的決定。 

反思發展作用 「可持續發展」屬於簡化了的概念，提供了較簡單的切入點予大眾，從而教育

了大眾如何審視政策發展，以及反思發展的作用。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牽涉的不同持份者： 

政府 商界 非政府組織  

(環境保育者) 

市民 

 可持續發展的限制： 

自然定律的限制 自然界有一定的運作定律，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態系統有一定的

自我調節機能，但當外界大力干擾下，會使系統出現變化，人類若為了發展，

可能會違反自然定律。 

資源的限制 天然資源集中分佈於全球各地，造成部分地區自然資源短缺，約制著可持續

發展。 

技術限制 不少國家的技術及設備依然落後，故未能大規模地發展 

道德限制 傳統的道德觀念徙人類的利益出發，推動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剝奪其他生物

生存阪得到尊重的權利，約制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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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限制 人口增長過快對自然環境增加沉重的壓力，加上高消費國家的生活模式對環

境造成負面影響，另外，發展中國家人民不斷開採天然資源，對環境也造成

很重大的影響。 

經濟限制 發展中國家沿用了工業發達國家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破壞了不少的環境。 

政治限制 國與國之間往往因利益、理念不同而難以合作，使國家未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