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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模擬試卷一 
 

本試卷必須用中文作答 

二小時完卷 

 

 

（一）本試卷共設三題，各題全答。 

 

（二）試題答題簿在本試卷內，把答案寫在試題答題簿中預留的空位內。寫於本試卷

內的答案將不予評閱。 

 

（三）不可在各頁邊界以外位置書寫。寫於邊界以外的答案，將不予評閱。 

 

（四）宣布開考後，考生須首先在試題答題簿第 1 頁之適當位置填寫考生編號，並在

第 1、3 及 5 頁之適當位置貼上電腦條碼。 

 

（五）如有需要，可要求派發補充答題紙。每一張紙均須填寫考生編號、填畫試題編

號方格、貼上電腦條碼，並用繩縛於簿內。 

 

（六）試場主任宣布停筆後，考生不會獲得額外時間貼上電腦條碼及填畫試題編號方

格。 

 

（七）本科着重考核學生能否清晰、簡潔及合乎邏輯地闡述和支持其觀點，而非背誦

資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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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結束前不可

將試卷攜離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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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回應題 

 

本卷所有問題必須回答。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1：2015 至 2017 年香港棄置於堆填區的塑料廢物量統計（公噸／每日） 

環境保護署 

 

 資料 A2：摘錄自一份 2018 年關於香港海洋垃圾種類的調查報告 

2018 年五大香港海洋垃圾 

 垃圾種類 佔整體的百分比 

第 1 位 發泡膠碎片 19.3% 

第 2 位 塑膠碎片 17.0% 

第 3 位 玻璃碎片 13.7% 

第 4 位 香煙  6.0% 

第 5 位 塑膠外賣容器  4.3% 

環保促進會 

 

 資料 B︰取材自 2019 年 3 月 21 日的報章報道及立法會文件 

近年，多國科學家發現部分水環境，如湖泊、海水等，存有大量小於 5 毫米的塑膠，

出現微塑膠污染問題。有團體近日在本地街市及養殖場抽取生蠔樣本化驗，發現所

有樣本均含微塑膠，其中一個樣本的含量比外國類似研究還要高出四倍。 

有學者提醒，雖然目前科學界就微塑膠對人體的影響仍在探索階段，但有研究發現

微塑膠容易黏附可致癌的有機污染物，再通過血管進入淋巴系統及肝臟，累積體

內，故香港社會須對微塑膠問題保持關注。 

又有社會人士指，目前位於將軍澳、屯門和打鼓嶺的三個堆填區將於 2020 年飽和，

預料擴建的堆填區只能應付十年垃圾量，建議政府立法推行即棄塑膠餐具徵費計

劃，以改善由廢塑料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年份 

主要塑料廢物類別 
2015 2016 2017 

膠袋  649  690  793 

膠樽  206  227  209 

發泡膠餐具   48   39   39 

塑膠餐具  131  154  166 

整體固體廢塑料棄置量 2 183 2 132 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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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C︰取材自 2018 年 10 月 25 日的報章報道 

有環保團體就即棄餐具問題展開調查，發現不少食肆，無論堂食或外賣，都派發即

棄餐具，如發泡膠餐盒、膠杯蓋、膠飲管等，更有連鎖快餐店平均向每位食客派發

超過 10 件即棄用品。 

政府於 2018 年推出「外賣走塑 餐具先行」宣傳及教育運動，與餐飲業界合作，鼓

勵食肆停止主動供應即棄塑膠餐具。有多個連鎖食肆響應呼籲，宣布停止供應飲管

等「走塑」措施。但業界人士表示「顧客不習慣才是問題」，又有餐廳負責人指沒

有足夠空間清洗餐具，「雖有心但無力」。 

 

 資料 D︰不同持分者對膠袋徵費的看法 

政府官員：2008 年本港膠袋棄置量為每日 867 公噸，但自 2009 年徵收膠袋稅後，數

字明顯下跌。 

環保團體：愛爾蘭政府在民眾習慣徵費之後決定加價，膠袋棄置量得以回落，建議政

府參考有關做法，把膠袋稅由原來的最少五毫增至最少一元。 

包裝物料業界人士：自膠袋徵費後，膠袋訂單雖然減少，紙袋訂單卻有所增加，對

利潤的影響不大。 

 

 

(a) 描述資料 A1 顯示香港塑料廢物處理的一些趨勢。 (4 分) 

 

(b) 就資料 A 及 B，解釋塑料廢物問題可能對香港社會帶來的兩個挑戰。 (6 分) 

 

(c) 「香港政府與其鼓勵食肆停止供應即棄塑膠餐具，不如立法推行即棄塑膠餐

具徵費。」利用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對源頭減廢的理解，提出並解釋一個支

持和一個反對這項聲稱的論據。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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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以下是一幅描述北京狀況的漫畫 

 
 

 資料 B︰北京生態環境局有關空氣質量統計的描述及數據 

北京生態環境局按當地的空氣質量指數（AQI）頒布空氣質量級別，其中「優」、「良」視為

達標，而「重度污染」及「嚴重污染」則被視為「空氣重污染」。在「空氣重污染」天數，

政府會作出應急措施，如要求學校停課、工廠停產等，以減少污染物，保障民眾健康。 

圖 B1  2013 至 2018 年北京市       圖 B2  2015 至 2016 年北京市空氣質量 

PM2.5年平均濃度值                各級別天數佔該季總天數的百分比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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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C︰取材自 2018 年 7 月 13 日的報章新聞 

2013 年，中央政府頒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於 2017 年或之

前達至計劃中訂明的目標。為此，不少地方政府頒布禁放、限放爆竹令，又提高工廠

排污標準，要求不符合標準的工廠關閉，並鼓勵部分工廠遷移到其他省份或海外。 

以北京市為例，地方政府於 2014 年起勒令 2 465 家工廠關閉或遷廠，當地官員認為「長

遠而言只是淘汰過時的企業，加快產業升級」。有環保團體歡迎政府肩負起減輕全球暖

化的責任。然而，以化工、鋼鐵等工業為主要稅收來源的市縣級政府表示當地開始面

臨財政困局，居民也憂慮「工廠走了，工作機會也一起走了」。 

2017 年，計劃臨近結束，地方政府加緊防治工作步伐，如京津冀地區政府趕在十一月

之前全面完成「煤改氣」工程，如拆除煤爐，禁止民眾燒煤取暖，以達至北京市於 2017

年 PM2.5 年平均濃度值低於每立方米 60 微克的目標。然而，由於天然氣供應不足、價

格又較昂貴，部分低收入人口無法使用燃氣爐取暖，在嚴寒下受凍，使計劃被批評欠

缺人民關懷，結果政府放寬了部分地區燒煤限制。 

 

 

(a) 參考資料 A，解釋資料 B 顯示的北京空氣污染狀況。 (4 分) 

 

(b) 就資料 A 及資料 B，解釋空氣污染可能對中國社會造成的一個負面影響。 

  (4 分) 

 

(c) 中國政府推行資料 C 提及的改善空氣污染措施時，可能引起持份者之間的甚

麼衝突？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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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1：摘錄自一份 2016 年關於香港青年置業看法的研究報告 

     不同學歷香港青年的置業看法 

 選擇該項置業打算的佔其學歷組別的百分比（%） 

置業打算 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非學位 
大學學位或 

以上 

有置業打算 6.0 18.1 20.7 37.9 

無置業打算 74.0 60.0 58.0 44.0 

已置業 15.1 10.1 9.1 10.4 

不知道 4.6 11.0 11.7 7.2 

註：調查結果取近似值至一位小數，故個別學歷組別的總和或不足 100%。      香港青年協會 

 

資料 A2：2016 年按教育程度劃分的香港工作人口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港元） 

未受教育/ 

學前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專上教育： 

文憑/ 

證書 

專上教育： 

副學位 

專上教育： 

大學學位

或以上 

9 750 10 000 11 000 13 000 16 000 15 300 27 000 

                                                                   政府統計處 

 

 資料 B：摘錄自一份 2016 年關於香港青年住屋期望的研究報告 

         受訪香港青年對以下說法所持態度的百分比 

 

                                                                          香港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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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C：取材自某非政府機構網站、立法會文件及 2018 年 1 月 22 日的報章新聞 

香港政府在 2011/12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青年宿舍計劃，全數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其土地

興建青年宿舍，為合資格青年提供短期居所，以創造儲蓄與生活空間，幫助他們實踐

個人理想。有關計劃詳情如下： 

․ 計劃對象：18 至 30 歲沒有持有物業的在職青年，收入水平不超於本港青年每

 月收入最高的 25%。為避免政府房屋資源重疊，成功申請者會被撤消其輪候公屋

的資格，直至租約結束； 

․ 租約安排：租金不可超過市值租金的 60%；為了讓更多青年可享用青年宿舍，

 規定總租期不可超過 5 年； 

․ 設施：部分宿舍會提供洗衣房、綠化園區、休憩區、圖書館、共用工作空間、

 共用廚房及客廳等； 

․ 參與機構：6 個非政府機構參與，暫合共提供約 2800 個宿位。 

提供最多宿位的三家機構如下： 

機構名稱 宿舍地點 估計提供宿位數目 

保良局 元朗 1680 個 

香港女童軍總會 佐敦 534 個 

東華三院 上環 302 個 

在職青年梁小姐說：「家中環境擠迫，家人之間常為使用家中設施而爭執，我很想獨

立生活，但普遍樓宇月租也要 1 萬元或以上。」她考慮申請大埔青年宿舍，希望在租

住期間累積財富以置業。 

不過，計劃推出 7 年，至今仍未有一個項目正式落成。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有關方面

以「烏龜」般的速度建屋，令有需要的青年變成「中年」，失去參與資格。 

 

 

(a) 根據資料 A，描述不同學歷青年對置業看法的差異，並提出一個可能解釋這

差異的原因。 (4 分) 

 

(b) 「青年宿舍計劃可提升青年人的生活素質。」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