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湖」水質劣

污染極嚴重
太湖自2007年起爆發大規模藍藻潮，覆蓋整個太

湖，嚴重影響周邊生態及人民生活。2010年，國家
環境保護部發表《2009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指
出2009年全國的湖泊污染仍然極為嚴重，在重點
監控的26個湖泊中，屬於「劣5類」(意指水質受
到嚴重污染，並不適宜養殖或飲用)的有9個
(佔34.6%)，包括著名的太湖、滇池及巢

湖(合稱「三湖」)，其中滇池有逾
60%水域屬於「劣5類」。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壬辰年二月初二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責任編輯：吳欣欣】【版面設計：吳景強】A23

現代中國（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摘

主題1：中國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

麼影響？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

和文物保育在何等程度上是可行的？當中有甚麼挑

戰和機遇？

•中央人民政府怎樣回應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

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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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科技可以如何配合可持續發展？有何限制？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境和能源的

使用？

能源科技與環境＋現代中國＋全球化

■藍藻潮形成後，太湖水源不適宜飲用，無錫市民紛到

超市搶購食水。 資料圖片

請先閱讀以下資

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時期 廢污水排放總量（億噸）
2004年 26.08

2005年 29.34

2006年 16.3

2007年 32.6

2008年 32.6 資料來源：公眾環境研究中心

資料二：江蘇工商發展急速
改革開放前，中國主要工業地區集中於東北、華中

一帶。改革開放後，全國不同地區加快工業發展。現
今中國的工業大省依次為廣東、江蘇、山東及浙江
等。
江蘇省於1986年至1988年的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一

位，1989年排第三位，2008年開始居於第二位。截至
2007年底，江蘇省創造的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及進出
口額，較改革開放前，分別增長近30倍、90倍和800
倍。有專家預計，江蘇省人均GDP可望實現5,000美
元，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2007年，江蘇省的私營企業超過70萬戶，註冊資本突

破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其中，有逾110家民營企業躋身中
國民營企業500強，營業額超過百億元的民營企業增加至
25家。

資料三：江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飆升
《江蘇改革開放30年經濟社會發展》系列分析報告顯

示，改革開放令江蘇省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年的288元人民幣提高到2007年的16,378元人民
幣，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年均增長8.4%，增幅比全國

平均水平高出1.2個百分點。

1. 根據資料，描述太湖由
2004年至2008年廢污水排
放量的變化。

2. 根據資料，指出改革開放為江蘇省的經濟
帶來甚麼影響？

3. 參考資料，推斷改革開放與太湖水污染之
間的關係。

編者按：首屆通識教育科文憑試即將舉行，為回應
學界的需求，通識版隆重推出「尖子必殺技」專欄，
廣邀歷屆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通識教育科A級狀元，每期
配合經編輯部精選的熱門時事議題，分享溫書心得，
為廣大考生提供在公開試中致勝的「必殺技」。

舉例不貼題 考官難鬆手
考生在答題時，可能會出現字數多但分數不高的情

況，字數多固然有助內容更詳盡，但若條理不清晰，

反而會弄巧成拙。考生可參考以下步驟作答：

1.寫出精簡的主題句；2.引用參考資料並加以闡述；

3.引用理論，支持自己的論點；4.輔以具體例子；

5.寫作小結，回應主題句。

然而，即使按照這個答題次序，亦有機會發現另一

個問題：舉不出貼題的時事例子。而例子正是考官辨

別高下的關鍵。這個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但卻

未必能真正實踐。考生可以嘗試日後閱讀每一宗新聞

時，想一想那是屬於通識教育科的哪一個範疇，以及

回答甚麼類型的題目時能夠被應用。

緣由影響解困─溫習三部曲
以藍藻潮為例，一看到這個專有名詞已不難聯想起

「能源科技與環境」的範疇，其實這與「現代中國」的

關係亦十分密切。

近年，藍藻潮越來越受到關注，特別是2008年發生

的太湖藍藻事件，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對於類似的議

題，我們在溫習時，主要針對緣由、影響和解決方

法。緣由方面，可分為人為因素如工業、農業、城市

污染和自然因素。在答題時，若能有專家分析以支持

論點，效果更佳。

影響方面，採取多角度的方式立論，從環境、經濟

及民生3方面，指出藍藻潮不但破壞生態系統和海水淨

化能力，導致水質惡化，影響民用食水，而且1年內當

局投入治理滇池和太湖的資金已過百億元人民幣，耗

費龐大。

最後，解決方法方面，可分為短期和長期措施作出

分析：短期措施包括引入長江水或實施人工降雨來稀

釋污染水源；長期措施則是當局加強對工農業及市民

的監管，嚴懲違規的非法傾倒廢物行為。

■杜詠嘉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2010年高級

補充程度會考通識教育科奪A狀元

尖子必殺技

5. 若要有效改善太湖的水污染問題，政
府、企業及市民可分別擔當甚麼角色？

1.太湖的廢污水排放量徘徊在高水平，由2004年的
26.08億噸上升至2005年的約29.34億噸，雖然於
2006年下降至16.3億噸，但其後又大幅上升至2007
年及2008年的32.6億噸。

2.改革開放為江蘇省的經濟帶來以下影響：
i.生產總值上升：江蘇省創造的生產總值、財政
收入及進出口額，較改革開放前，分別增長近
30倍、90倍和800倍。

ii.企業數目增加：2007年，私營企業超過70萬戶。
iii.人均收入上升：江蘇省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1978年的288元人民幣提高到2007年的
16,378元人民幣。

3.改革開放與太湖水污染的關係如下：
回答問題時，同學應先簡述改革開放的工業發展，

再推論出以下兩點：
i.大量企業投產：工業污染方面，從上世紀80年
代鄉鎮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外資企業的大規模
進入，太湖沿岸聚集太多企業，其中部分是高
污染性工業。由於中國發展採取粗放型經濟發
展模式，導致污染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處理，並
出現越趨嚴重的趨勢。

ii.城市化：生活污染方面，太湖地區已成為世界
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城市化進程快，
外來人口急速增加，城市生
活的污水量也隨之飆升。

4.其他導致太湖出現污染的因素如下：
i.農藥使用量增加：太湖地區與10年前相比，
農藥使用量增加近1倍，污染水源。

ii.人民環保意識不足：龐大的人口加重排污負
擔，部分人的環保意識
不足，直接把廢物倒進
湖水，造成嚴重污染。

5.政府、企業及市民可擔當的角色如下：
i.政府：監察者

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
法》，定期監管企業，透過行政手段對違規企
業進行處罰。

ii.企業：自律
排污符合法規，並運用「可持續生產」的

理念進行生產。
iii.市民：輔助者

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污染湖水，另一
方面一旦發現企業違
規，即時向地方政府進
行檢舉。

資料四：太湖農藥用量 10年增1倍
上世紀後半期開始，全球農藥的使用量快速增長，

獲批准使用的農藥從50年代的數十種增加到90年代的
800多種。從50年代起，每過10年，農藥的使用量增加
1倍。
中國是全球第五大農藥市場，每年有近20億美元的

銷售額，部分被禁多年的農藥仍被非法製造及使用。
中國每年的農藥總產量達到40萬噸，並以每年7%至9%
的速度增加。中國有4.7億公頃的土地使用農藥，其中
蔬菜佔23.8%，水稻佔18.1%，小麥佔10.4%，這3種農
作物佔農藥使用量的一半。
國際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於2009年在太湖周邊收集水

質樣本進行測試，結果顯示，與10年前相比，農民的
農藥施用量增加近1倍。 ■資料來源：綠色和平

4.除工業發展外，還有甚麼因
素導致太湖出現污染情況？

太湖作為國家重

點風景名勝區之一，

風光旖旎，千古傳頌。不

過，太湖近年經常被媒體報

道，非因明媚的風光，而是藍藻

潮的出現。太湖爆發大規模藍藻潮，

令數百萬人無法取得清潔食水，生活

及經濟大受打擊。到底藍藻潮的出現

為中國近年急速發展的工業及農業帶

來甚麼啟示？中國又將如何達到可持

續發展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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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藻是甚麼？
藍藻是最簡單的藻類之

一，由於藍藻體內含有葉
綠素及藻藍素，大多數呈藍綠色。藍藻能在淡水和
海水中生長，通常在夏季大量繁殖，在水面上形成
一層藍綠而具腥臭味的浮沫，更會產生毒素，導致
水質惡化。

太湖鄰接江浙
太湖是中國的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國家重點

風景名勝區之一。水域面積排行第三，達2,338平
方公里(即約36,000頃)。位於江蘇省南部，鄰接浙
江省，是江浙兩省的界湖。在行政區劃上完全屬
於江蘇省。

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

大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
軌道上。為推動現代化建設，會上作出對內改革和
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這就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
的開端。其後，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進一步提出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
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

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
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
術(「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為正視水污染問題，中央政府於1984年頒布《中

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對「水污染」定下
明確的定義：水體因某種物質的介入，而導致其化
學、物理、生物或放射性等方面特徵的改變，從而
影響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體健康或破壞生態環
境，造成水質惡化的現象。為更有效執行及監察各
地的水污染情況，當局又於2008年就法規進行修
訂，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的政績表現之一，加強地
方政府對水污染防治的承擔，又加重對違規企業的
罰則，以阻嚇企業違規排污的行為。

■ 藍 藻 潮 令

水禽生態受到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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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粗放型經濟發展？
中國一直實行「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即主要依靠生

產要素的數量擴張而實現經濟增長，其表現是高投入、高
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何謂科學發展觀？
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科學發展

觀理念，並於十七屆全國人大會議中納入黨章，作為國家
未來政策的方向。當中包括「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
持續」等核心內容。在可持續方面，提出中央政府統籌人
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處理好經濟發展的同時，亦會保護
生態環境。

進階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