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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1(a) 描述資料 A 所顯示中國經濟的一些模式。(4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描述資料 A所示的中國經濟發展趨勢 

 國内生産總值在 2000 至 2016 年期間持續上升 其

中第一 第二及第三産業所佔比例分别呈下跌 先升

後跌及上升趨勢 

  第一  二及三産業的就業人數在 2000-2016 年間

分別呈下跌 先升後放緩及上升趨勢 而第三産業的

就業人數與第一 第二産業的就業人數的差異日漸

擴大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4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  但不全面 2-3 

 簡單描述兩個圖表的趨勢  或清楚描述其中一個圖表的

趨勢 

1 

 未能描述趨勢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1(b) 就資料 A 及 B，指出及解釋影響中國推動製造業升級轉型的兩項挑戰。  (6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解釋中國在推動製造業升級轉型時面對的兩

項挑戰 

能充份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例如:世界

工廠 經濟轉型 結構性失業等) 例如 

 社會大衆的阻力  淘汰低端工業後所釋放的勞動力未必

有足夠能力轉投高科技製造業  令社會可能出現結構性

失業 

 企業缺乏投資信心 中國的高科技製造業發展屬起步階

段  因此投資風險甚大 

 知識産權保障不足 現時中國就知識産權保障仍然不足 

妨礙外國投資者意欲  不利科技産品和技術的研發 

 

 答案結構嚴謹  表達清楚且深入 

５－６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  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  但也有欠清晰的地方 

３－４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 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 

 答案欠深度  表達含糊 

１－２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０ 



 
2 

 

 

 

1 (c)「中國能夠在 2020 年成功實踐製造業升級轉型。」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參考所提供資料及就你

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楚表明立場  立場前後一致 

 

同意論點  

 中國的科研水平高 

 維護國家安全 

 目標要改善現時惡劣的環境情况並提升國民的生活素質 從而

達致可持續發展 

 目標要改善國民的生活 並提升他們的自豪感 有助增加政府

的認受性並 穩定社會等 

 

不同意論點  

 發展高科技製造業需要大量專業知識和先進技術但中國卻缺

乏有關資源 以致很大機會轉型失敗造成經濟損失 

 製造業升級轉型會令大量低學歷及低技術勞工被淘汰 加劇貧

富懸殊問題  結果引起人民不滿及反對聲音  不利政府管治 

 綜合國力包含許多範疇 製造業升級轉型僅有助於改善某一層

面 轉型動機不大 

 故此無助全面提升中國整體的綜合國力等 

 結構嚴謹  又深入討論  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７－８ 

 表明立場  立場前後一致 

 就該議題作出的討論可能略為不足 

 有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討論結構嚴謹 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５－６ 

 表明立場  但不夠清晰 

 嘗試就部分資料論證立場 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 結構未夠嚴謹 

３－４ 

 未能表達立場 並出現前後矛盾的理據 

 答案欠深度 結構鬆散  表達含糊 

１－２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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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根據資料 A，描述香港遺體器官捐贈數字的趨勢。(4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指出及清楚地描述資料 A所反映的香港遺體器官捐贈數字的趨勢，例如: 

-整體而言在 2011 至 2016 年間，香港部份遺體器官數字呈先升跌的趨勢。部

份遺體器官捐贈數字由 2011 年的 338 宗，上升至 2014 年的 451 宗，在 2016

年下跌至 392 宗。 

-輪候病人多達 2501 人，反映遺體器官的捐贈出現嚴重供不應求的問題。 

-就個別器官而言，肺部、肝臟和心臟的捐贈數字在 2011 至 2016 年間呈同時

逐年上升的趨勢。 

-腎臟和眼角膜的捐贈數字在 2011 至 2016 年間呈先升後跌的趨勢。 

-當中以腎臟最為短缺，在 2016 的捐贈數字只得 60 宗，遠低於二千人的輪候

人數。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資料 

4 

 指出圖表趨勢，但只簡單運用資料描述 

 能運用所提供資料部分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2-3 

 簡單描述其中一些數字;但有些描述不甚正確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地運用資料 
1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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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就資料 B，指出及解釋引致香港器官捐贈風氣不普及的兩個原因。 (6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就資料 B，指出及清楚詳盡解釋引致香港器官捐贈風氣不普及的兩個原因；

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原因可包括： 

 

 中國傳統觀念影響，因此部份市民對器官捐贈反應冷淡(就像阿芬和

阿欣一樣) 

 部分市民存在誤解，誤以為醫護人員會因器官捐贈放棄搶救，成為

器官捐贈的一大阻力(就像阿欣一樣) 

 政府器官捐贈宣傳不足，部份市民不知道如何登記，未能推動市民

在死後捐贈器官(就像阿榮一樣) 

 

 能適當地運用資料清楚解釋原因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5-6 

 指出引致香港器官捐贈風氣不普及的兩個原因，但解釋並不詳盡；或指出及

詳盡地說明一項原因；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析或欠詳盡，或未

有把原因加以歸納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的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 / 詳盡的地方 

3-4 

 指出或嘗試說明一項原因，但解釋片面；或其中一個原因並不相關；或指出

一個/兩個原因，但沒有嘗試就資料解釋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未能指出原因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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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參考所提供資料及就你所知，香港政府應否立法推行強制器官捐贈？ 

論證你的立場。 (8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證香港政府應否立法推行

強制器官捐贈，恰當運用資料作證及就他/她所知，利用恰當概念 (例如：,

個人自由、立法)，並就正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 

 

同意立法的論點：運用相關、合理的例子及資料中的相關要點，清楚及詳細地解

釋其論據；可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 

 

 增加適合移植器官的供應，舒緩器官捐贈供不應求的問題； 

 增加移植器官的供應，可避免境外黑市器官交易的問題； 

 增加移植器官的源頭闊廣度，令更多吻合的器官可作移植等 

 

不同意立法的論點：運用相關、合理的例子及資料中的相關要點，清楚及詳細地

解釋其論據；可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

如： 

 

 捐贈應是自發行為，立法強制器官捐贈可能會侵犯市民個人權利； 

 傳統思想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仍在，法例欠社會文化基礎推行； 

 其他方法如宣傳教育可能更有效舒緩問題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7-8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對立法推行強制器官捐贈的立場，但

未能全面運用資料和就其所知支持其論點，而就議題作出的討論可能稍嫌不

足；能理解及適當地運用相關知識及概念：  

 

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合理的例子及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解釋其論據；可用部

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合理的例子及資料中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解釋其論

據；可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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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部分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但有欠清晰 / 一致性 / 適

切；傾向籠統解釋立法的利或弊及；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

只能作簡單的應用；  

 

同意論點： 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不同意論點：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3-4 

 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就其所知展示立場 (參考極少部分或沒有參考資料中的相關要點)，但

內容流於片面，例如：以錯誤的個人自由、立法等概念作解釋，運用不相關 

/ 不恰當的例子 / 資料作闡述；所知甚少或理解錯誤等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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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參考所提供資料及就你所知，指出並解釋香港人在實踐環保飲食時可能會遇到的 

兩個困難。                                                              (6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能針對香港的情況，指出及清楚詳盡解釋香港人在實踐環保飲食

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例如:朋輩、傳統文化)；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困

難可包括： 

 

 朋輩影響：親朋聚餐時一般傾向迎合多數人的喜好而選

擇不太環保的飲食模式，例如中式酒家的火鍋。重視朋

輩關係令港人難以抗拒主流不環保飲食文化 

 傳媒影響：傳媒鼓吹消費主義，宣揚高檔次和高素質的

生活飲食模式，節約，素食成為非主流文化，市民因此

可能不易於改變飲食文化 

 傳統中國飲食文化：中國人重視節日的慶祝，喜歡在節

慶期間大排宴席，這種「民以食為天」的飲食文化及觀

念的形成已久，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 

 環保飲食選擇有限：香港的素食餐聽數目有限，能提供

「少飯少菜」的餐廳數量很少，可見實踐環保飲食為個

人帶來生活不便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5-6 

 指出香港人在實踐環保飲食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但解釋並不詳

盡；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析或欠詳盡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 / 詳盡的地方 

3-4 

 指出或嘗試說明困難，但解釋片面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未能指出原因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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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在減少香港廚餘上，經濟誘因是最有效方法。」你是否同意這看法？參考所提供資料 

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證經濟

誘因在減少香港廚餘上，相對於其他方法(如宣傳教育)的

利弊，提出正反兩方面的論據，運用相關合理例子/就香

港的觀察所得，並利用恰當概念 (例如：固體廢物、源頭

減廢) ，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 

 

同意論點：(在減少香港廚餘上，經濟誘因是最有效方法) 

 

 經濟誘因能直接把獎賞和懲罰加於住戶，工商業等持

分者身上，利用誘因鼓勵他們用不同方法減少廚餘

（例如：住戶仔細選購食材），對於産生大量廚餘的

團體極具阻嚇性； 

 經濟誘因適用於住戶及工商業，推動本港住戶及各行

各從源頭減少廚餘，影響具廣泛性； 

 經濟誘因如徵費可增加本港政府的經常性收入。有助

政府運用更多公共資源促進回收業發展，推動廚餘回

收業的産業化，長遠減少本港廚餘等 

 

不同意論點：(在減少香港廚餘上，經濟誘因不是最有效方法) 

 

 經濟誘因如徵費可能增加了部分持分者（例如：食

肆，低收入階層住戶）的經濟負擔，損害他們的利

益，加上本港未建立完善的廚餘回收配套設施，經濟

誘因可能增添生活，經營上的成本和不便； 

 經濟誘因如徵費可造成非法傾倒廢物，廚餘的問題，

不一定能有效減少本港廚餘，甚至增加廢物處理成

本； 

 市民長遠而言可能適應徵費水平，而徵費水平不一定

能被適切調整，以致徵費計劃對減少廚餘的長遠成效

成疑，相反適切的宣傳教育能針對廚餘產生的原因，

長遠改善各界的環保意識，部分活動甚至推動業界回

收廚餘及捐贈食物，具長遠影響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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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就他們所知，論證他們對的立場，但未能全面就相關合理

例子/香港的觀察所得支持其論點，而就議題作出的討論可

能稍嫌不足；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5-6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部分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但有欠清

晰 / 一致性 / 適切；傾向籠統解釋經濟誘因的利或弊；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

用；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3-4 

 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就其所知展示立場，但內容流於片面，例如：以錯誤

的經濟誘因、立法等概念作解釋，運用不相關 / 不恰當

的例子 / 資料作闡述；所知甚少或理解錯誤等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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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1(a) 你認為有甚麼因素可能促使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相關的知識及概念，(例

如:文化傳承、文化全球化、文化保育、軟實力等)                        

深入及全面分析，清楚詳盡解釋一些可能促使中國

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因素(文化傳承，文化全

球化，文化交流、文化保育等)，可採用部分下列或

其他恰當的要點。例如:  

 文化傳承的影響: 文化傳承中國傳統習俗可透

過社教化令習俗得以傳承，例如農曆新年的習

俗；            

 文化全球化的影響: 在文化全球化下，中國可

以透過宣傳其傳統習俗，吸引海外遊客欣賞，

甚至遊覽其文化產業為國家創造商機； 

 文化保育的影響: 通過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可

換起國民保育，一些在國內盛傳已久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令該些文化能夠代代相傳，不因經

濟發展和其他原因而被破壞； 

 傳播軟實力的影響：透過去聯合國申報非物質

文化遺產，可藉機向國際間傳播軟實力，讓世

界各國民眾了解中國文化。 

 答案結構嚴謹，解釋因素清楚且深入 

6-8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以相關知識及概念，解釋為何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

文化遺產，但部分解釋有欠詳細或傾向某些角度。                 

答案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以所提供的資料和就他們所知，論證資料是否支持

該看法，但欠全面，有欠深入的地方理解及適當地

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資料支持該看法:運用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解釋其

論據，可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資料不支持該看法:運用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解釋

其論據，可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

據。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

地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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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 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簡單描述的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但沒有將中

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聯繫起來 

 解釋不足/不完全正確/相關；運用膚淺的知識及概

念，顯示對這些因素/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解不足 

 未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解釋資料是否支持該看法，

可能根據所提供的資料作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1(b)「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是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運用資料及他們所知，提

出合理的論證，逐一比較及解釋中國政府申報非物

質文化遺產成功是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但比較欠

深入 

 

運用相關及適當的例子，解釋其論據，可用部分以

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 

 

中國的文化遺產申遺成功利多於弊，例如: 

 

 向外推廣中國文化：申遺成功將有助向外推廣

中國文化，讓各地人民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

突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藉此發展旅遊及文化產業：中國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生為成功可見他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如恰當利

用，將可發展文化旅遊和其他文化產業，將帶來不

少機會。 

 增加政府及人民的文化保護意識成功：申請文

化遺產資格可讓各地政府致力修復和保護，傳統文

化亦可利用，門票收入對物質文化進行更好的保

育。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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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弊多於利，例如: 

 

 中國文化威脅:部分國家可能是中國政府申報非

物質文化遺產為威脅，可能會對其國家組成文

化入侵文化衝突，令其固有文化受損。 

 經濟威脅:部分國家可能認為中國文化入侵會對

其國家構成經濟威脅，更多國家有可能會消費

中國市場， 這個行為會對該些國家組成經濟威

脅。 

 遊客增加會對文化遺產造成破壞 : 越多遊客到

遺產遊覽，對古蹟造成的破壞會越嚴重，令文

物的完整性難以保留，難以做到保育。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運用資料及他們所知，提出合理的論證，逐一比較

及解釋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是利多於

弊或弊多於利，但比較欠深入 

 全面/欠深入/也有欠證據支持的地方 

 同意的論點:運用相關及適當的例子，解釋其論據，

可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適當的例子解釋其論據，可

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

方 

7-9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它們所知論證其立場，但有欠清晰一致性或

者集中討論較重要的一項卻沒有明確比較為何中國

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

於利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

應用 

 同意的論點: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

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不同意論點: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

立論句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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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解釋中國政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是利多

於弊或弊多於利，但內容流於片面，例如錯誤運用

文化承傳，文化交流，軟實力等概念解說 

 運用不相關的例子資料作闡述等 

3-4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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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各國就全球氣候問題這議題，如果要在主要持分者之間達成共識，你認為有什麼障礙？ 

(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根據全球氣候問題現時的情況，能充分理解及恰當

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如何合作、技術交

流、如何減排減牌費用、豁免行業) ，深入及全面

分析，清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若要達成共識所

遇到的困難 

 各主要的持份者會嘗試保護各自的既得利益，

依靠工業發展的國家，不希望就全球氣候問題

犧牲太多既得利益，希望繼續有利可圖，推動

改善 全球暖化問題的國家，則希望各國能出一

分力，不要置身事外。 

 不同持份者組別之間和同一次問這組別之內存

在不同意見，難以找到展開對話的共同基礎 ，

例如:欠發達國家會視工業生產為經濟增長的重

要元素，因此並不重視因工業生產而排放出的 

溫室氣體所產生的氣候問題，但較發達國家因

其工業生產可不依賴不可再生原料，所以有條

件關注全球氣候問題，並付緒行動。 

 改善全球氣候問題具爭議性，例如:如何合作、

技術交流、如何減排、減排費用、豁免行業等 

 

 答案結構嚴謹，解釋因素清楚且深入 

7-8 

 運用資料及他們所知，提出合理的論證，逐一解釋

各國在主要持份者之間 達成共識的障礙，但解釋欠

深入 

5-6 

 嘗試解釋各國在主要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的障礙 

 但內容流於片面，例如錯誤運用概念解說，運用不

相關的例子資料作闡述等 

3-4 

 未能明確表達各國在主要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的障

礙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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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善全球的環境問題？論證你的看法。(12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清楚表達立場前後一致 

 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論證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

法，並就正反兩方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並

能恰當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善全球的環境問題                

 互聯網發展有助資訊迅速傳播：在全球化下，媒體

發展有助各地人民更積極就環境問題進行討論並發

表意見，並組織行動表達對改善環境污染的訴求。

國際組織亦可以用更便捷的途徑籌集資金 

 

 國際組織可促進國際合作： 在全球化下，國際組織

可透過合作共同協作解決污染問題 

 

 不同國家的專才可頻繁交換技術及知識： 在全球化

下，不同國家的專才可透過頻繁交流或合作處理改

善全球污染問題的技術和知識 

 

全球化在很小程度上能改善全球環境問題 

 國際分工模式令工業污染越加嚴重： 跨國大型企業

將工業生產工序分配與發展中國家代工廠進行，由於

這些國家防止污染法規不嚴格，也不會付出資源處理

污染問題，令工業污染問題更趨嚴重 

 

 城市化加快能源消耗帶來污染增加：全球化加快城市

發展城市規模及人口不斷上升，不可再生能源消耗不

斷增加，使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商品市場一體化致使過度消費，固體廢物量上升： 

在全球化下，跨國企業向全世界不同市場售賣其商

品，是一誘因令各地人民過度消費，間接導致固體廢

物量增加，造成嚴重的土地污染 

10-12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運用資料及他們所知，提出合理的論證，全球化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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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能改善全球的環境問題，但比較欠深入 

 全面/欠深入/也有欠證據支持的地方 

 同意的論點:運用相關及適當的例子，解釋其論據，

可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適當的例子解釋其論據，可

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

方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它們所知論證其立場，但有欠清晰一致性或

者集中討論較重要的一項卻沒有明確比較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

應用 

 同意的論點: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

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不同意論點: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

立論句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5-6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並就正反兩方

提供論證但內容流於片面 

例如錯誤運用不相關的例子資料作闡述 

3-4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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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解釋全球化為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隱憂 (8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能針對香港的情況，清晰及詳盡解釋全球化爲本港公共衛生造成隱憂；能充

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 人口流動、全球化)；可採用部

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隱憂可包括： 

 

 原料市場一體化（全球化特徵），令本港食物安全受威脅（隱憂）：·

本港餐廳、廠商從外地進口過期冷藏肉類食品原料食品原料、劣質

油。跨國企業，本港食肆及供應商採用全球生産鏈，食品原料來源

地多元化。生産鏈錯綜複雜，令本港政府追踪，檢測食品變得更困

難。 

 

 香港大部分食物從外地進口，若港府監管有漏洞，食品原料可能流

入本港，本港企業不慎用上不安全原料製造食品，廣大市民健康有

可能受損。 

 

 人口高速流動（全球化特徵），令傳染病更容易傳入本港（隱憂）。

港人外遊時可能感染傳染病，而且，內地到港旅客也可能把傳染病

帶來本港。在全球化下，交通運輸改善加速了人的流動。香港奉行

出入境自由政策，而且與外地商頻頻繁，導致高速的人口流動，港

府在疾病防控有漏洞，本港或外地旅遊人士容易從外地感染病毒傳

入本港，然後傳染病在本港蔓延，市民健康受威脅。 

 

 全球化增加本港食物安全、傳染病肆虐的風險，導致香港市民健康

受損，公共衛生問題在社區爆發及醫療系充負荷上升的風險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6-8 

 指出全球化爲本港公共衛生造成隱憂，但解釋並不詳盡；能運用有關知識及

概念，但部分分析或欠詳盡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 / 詳盡的地方 

3-5 

 指出或嘗試說明隱憂，但解釋片面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未能指出原因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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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為了回應生活模式病的趨勢，市民比政府應負上更大的責任。 

你同意這個觀點嗎？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建議評估準則 分數 

考生：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證市民是否比政府應負上更大

的責任，運用相關合理例子/就觀察所得，並利用恰當概念(例如：生活模式

病、教育)，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 

 

同意論點：(市民比政府應負上更大的責任) 

 

 政府只能爲市民提供足夠的康體設施，鼓勵市民建立運動習慣，但卻無

法強迫市民享用設施，必須市民主動參與/使用設施。若市民參與率

低，難以避免生活模式病； 

 

 政府的健康宣傳教育不一定能有效改變市民的生活/運動/飲食習慣，例

如：宣傳渠道不合適、活動的覆蓋範圍不足，必須市民主動改變生活/運

動/飲食習慣，才能避免生活模式病； 

 

 政府立法不一定能有效改變市民的生活/運動/飲食習慣，必須靠市民和

企業自律。例如：標準工時立法無法控制市民實質作息時間（工人可選

擇逾時工作以獲得額外薪金）、食物營養標籤立法無法令消費者選購更健

康的食物（消費者可忽視營養標籤）等。 

 

不同意論點：(市民不應比政府應負上更大的責任) 

 

 政府比企業、市民掌握更多資源，可以爲巿民提供足夠的康體設施，例

在各區設立體育館，游泳池，再用便宜的收費鼓勵市民使用設施做運

動； 

 

 政府比企業，市民掌握更多資源，可以教育市民提高健康意識，例如透

過宣傳單張、電視/互聯網廣告，提升市民對於健康的運動，飲食習慣

的認知； 

 

 政府具備立法的權力，能更有效地保障市民健康，例如：標準工時立法

有助避免工人因勞成疾，食物營養標立法有利消費者選擇更健康的食

物，但市民在工時上，食物知情權上的角色往往較爲被動等。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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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就他們所知，論證他們對的立場，但未能全面就相關合理例子/觀察所得支持

其論點，而就議題作出的討論可能稍嫌不足；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7-9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部分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但有欠清晰/一致性/適切；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4-6 

 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就其所知展示立場，但內容流於片面，運用不相關/不恰當的例子/資料

作闡述；所知甚少或理解錯誤等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3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