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在這裡，有新

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示威自由

等。這些自由都普遍地被港人視為「核心價值」。隨㠥內

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日益緊密，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等均

為兩地人民帶來一些影響。隨㠥內地城巿的急速發展，有人擔心

香港會被邊緣化。香港面對這些情景，應該怎麼辦？「和而不同」、

「自強不息」這些名言，或許是香港繼續向前走的良方。

■莊達成 資深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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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說，兩地互相融合發展，在全

球舞台上將能遇強越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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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的綜合文章：

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顯示，2010年的離婚個案達2萬多宗。根據
現行法例，父母離婚時法院會透過發出「管養令」來編配父母的權
利，即是將與孩子同住、以及為孩子作大小決定的權利，判予父母
其中一方，而另一方則只可以探望孩子，保留探視子女權。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2005年建議，廢除現行以法庭裁

決管養令，改為立法以「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取代。政府現就離婚
父母教養子女的安排，展現公眾諮詢。根據新模式，在「共同父母
責任模式」下，領養子女的程序、更改子女姓氏、遷離香港超過一
個月或永久遷離，均需要得到雙方同意。而子女選擇學校、宗教信
仰、接受大手術、牙科治療和同意子女結婚等，則需要通知另一
方。
雖然管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但有社工認為：「立法容易，

但政府加強教育及增撥資源，深化父母的意識和責任，則更重
要。」另外，有執業律師指，新模式可能會增加父母雙方的爭拗，
遭不懷好意的父母利用並加以阻撓一些決定，子女的權益未必能夠
得到保障；建議不應一刀切實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而是先由
社工評估後，再決定何者較適合。

參考以上資料，你認為「管養令」
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中，何者

最能夠保障離婚夫婦的子女權利？試加以討論。

b. 「在香港，離婚個案的數目越來越多，反映中國傳
統文化『從一而終』的婚姻觀念已經式微。」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2. 請細閱以下的綜合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近年，香港的傳媒生態不斷出現變化。每天除有收費報章，
還有免費報章派發，發行量達300萬份。早上的上班一族，還有
上學的學生，都經常取一份閱讀，可謂有助推動本港的「閱讀
風氣」。然而，有環保組織批評指，以本港的人口計算，免費報
章的發行將會導致大量樹木被砍伐，造成生態災難。
另外，有輿論認為，香港是一個新聞自由的地方，只要合

法，報章應有「發行」的自由。但傳媒享有新聞自由的同時，
也應肩負應有的社會責任。跟蹤偷拍、影響別人的私生活，都
是不應做的採訪行為，凡事不應以公眾知情權作為「擋箭牌」。
有學者說，香港傳媒具有以下的重要功能：在非民選的政府

架構下，政府可透過傳媒來宣傳政策；示威人士遊行期間，可
透過傳媒監察警方有否濫用權力；對社會不公義及官商勾結的

現象，能夠逐一揭示出來；反映民意，令政
府改變及調整政策。當然，傳媒也懂得自我審

查，知道報道相關事件會有哪些利弊。而青年人也懂得利用
「新媒體」來為自己及社會發聲。

參考以上資料，你在多大程度上
贊同全港巿民的閱報現象反映香

港已成為一個知識型社會？解釋你的答案。

b. 青年人利用新媒體(如互聯網)為自己及社會發聲，
會為香港和諧社會帶來甚麼問題？試加以討論。

兩地融合互撐

■打算生兒育女的男女

在結婚後，不要輕言離

婚，否則會對子女造成

深遠影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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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細閱以下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的綜合資料：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兩地關係日益緊密，但當中也衍生不少問題，
「雙非」孕婦便是其中一例。香港的醫學昌明和福利完善、內地的「一孩
政策」等，均可能成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原因。
根據資料顯示，現時本港約有1.2萬名醫生。2011年有約4.2萬名嬰兒在

港出生，而1995年則有約4.6萬名嬰兒，數目比2011年更多。從中可見，
香港現有的醫療系統仍有足夠的能力應付香港的嬰兒出生率。
有輿論認為，香港人普遍存在「『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會分薄社會資源」

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卻是值得商榷的。港府應首要以人口政策角度去調
整相關措施，並提請中央政府協調，然後就這些問題與中央政府磋商解
決及預防的方法，避免兩地民眾的矛盾進一步擴大，加深誤解，激化對
立情緒。

a. 參考以上資料，提出可解釋港府至今
仍給予「雙非」嬰兒享有居港權的一
些原因。

b. 在化解兩地人民的矛盾方面，港府和中央政府可合作做些
甚麼？解釋你的答案。

■「雙非」孕婦來港衝關產

子，被指分薄醫療資源，引

起本地孕婦不滿。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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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細閱以下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的綜合文章：

隨㠥中國的崛起，西方有輿論鼓吹「中國威脅論」。
這些「威脅」包括：軍力增強，發展航母；經濟侵略，在非洲爭奪資源；不遵守國際經
貿規則，人民幣堅持不貶值；出口廉價貨品，積極參與國際各種事務等。
但有輿論認為，中國是擁有全球1/4人口的大國，其發展之路將會是漫長的，對西方

構成「威脅」只是無根據的推測。每當釣魚台、南海領土爭議升級時，海外傳媒大多將
事情解讀為「中國要向外擴張」。實際上，中國發展的現況仍存在一些困難及障礙：人
口數量多、地域發展
差距、貧富懸殊及美
國重返亞洲等。所
以，中國為維護國家
主權、領土完整，實
現和平發展，應加強
軍事現代化建設，
維護多元世界的
共同發展。

4. 請細閱以下的綜合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2011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
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
定》)。《決定》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長期戰略目標，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
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
國。無可否認，隨㠥中國國力的增強，越來越多國家對中華文化深感興趣，
如京劇、功夫、茶藝、中菜、唐詩、宋詞、中醫藥、書法、繪畫和儒家思想
等。但是，《文化軟實力藍皮書》顯示，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佔世界文化市
場比重不足4%，不到美國的1/10，發展相對落後。
有輿論認為，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仍處於較弱勢的地位。中國人普遍還缺乏

自信及文明。而且，貧富差距、拜金主義、崇洋心態和國民素質參差的現
象，相當嚴重。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的軟實力主要得益於其跨國公司
的發展與受矚目程度，蓬勃的旅遊業、政府的宣傳和大學的迅速擴張、排名
提升等，都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

a. 評估中央政府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對中國
現代化的影響。

b. 討論中國文化軟實力在「中國和平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

現代中國＋全球化

｜總｜結｜
中國的和平崛起，有國家視之為一種威

脅，有國家視之為雙贏互利的良好機會。面

對急劇多變的世界，西方的單邊主義、霸權

主義思維依然存在。中國要走和平、可持續

的道路，除要致力發展經濟，解決老百姓的

溫飽，還要致力發展文化軟實力和保護環

境等。香港，要避免被邊緣化，可作

為中國經濟、文化輸出的「窗

口」。

a. 參考以上資料，討論導致出現「中國威脅論」的一些原因。
解釋你的答案。

a. 「中國加強軍事現代化建設，將有助維護多元世界的共同發
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中國近年的軍力日漸增強。資料圖片

■中國文化受到外國

人的追捧。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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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