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靠華損手輕 美受重創殘存
有全球經濟分析師指出，澳洲的經濟貿易重心近年逐漸偏重亞

洲，當中中國在2008年更成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在2009年的全

球金融海嘯中，基於中國金融業對外依賴度較低，以及內需市場

龐大等因素，所受到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復甦亦較快。而澳洲

借助於中國經濟的良好增長勢頭，其經濟並未受到太大衝擊，該

年度在已發展國家中的經濟表現名列前茅。相反，美國由於受

到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兩面夾擊，經濟持續蕭條，內需

疲弱，復甦遙遙無期。有分析指，薩摩亞就是看準這

個形勢，在時區上選擇「棄美投澳」，盼望能「嚐

到」澳洲經濟發展的甜頭。

右表從澳美兩國在2009年的失業率、

零售業增長、房價、股市和幣值這5

大範疇的表現作出深入比較。

1.這是現象分析類型題目。重要字眼是「根據」、
「描述」和「經濟發展」，這意味㠥學生必須引用
資料數據，描述澳洲近年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趨
勢。答案重點如下：

．GDP增長強勁：從1996年至2006年，澳洲實際
GDP平均增長率達到3.5%，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強
勁的國家之一。在2006至2007財政年度，澳洲
GDP達到9,257億澳元，同比增長3.3%。

．四大產業支持全國經濟：根據澳洲官方統計，
2006至2007財政年度，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
和農業的產值，分別佔該國GDP的82.1%、
10.3%、5.1%和2.5%。數據反映服務業是最具優
勢的產業。

2.這是現象分析類型題目。「根據」、「舉例說明」
和「貿易關係」是學生答題時應加倍注意的重要
字眼。學生必須引用資料內容，形容中澳貿易關
係，並舉例加以解釋。答案重點如下：

．貿易合作越趨密切：2003年，兩國簽訂《中澳經
貿合作框架協議》，推動雙邊礦業、農業、服務
業、投資、知識產權保護等16個領域的合作。
2005年，兩國啟動中澳自貿區談判，現已進行超

過10輪談判。
．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根據中方統計，2007年，
中澳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38.5億美元，同比增長
33.1%。

．互成重要貿易夥伴：澳洲成為中國第九大貿易夥
伴；中國是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
源地及第二大出口市場。
由此可見，中澳貿易關係正在不斷加強，並朝㠥
一個穩定的方向發展。

3.這是分析類型題目。重要字眼是「中澳關係」和
「隱憂」。學生答題時，可綜合資料三、資料四及
所學的知識，指出中澳關係將會面對哪些困難或
挑戰，並舉例解釋原因。答案重點如下：

隱憂：1. 雖然澳洲總理吉拉德在去年首次訪華時重
申，澳中關係「積極且具有建設性」，但兩國仍需繼
續就多次中斷、拉鋸多時和分歧嚴重的自由貿易區
事宜進行談判，最終結果如何仍是未知之數，若談
不攏，將會令雙方多年的努力付諸流水，更會削弱
兩國關係；2. 澳洲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近半澳洲受
訪者表示，中國在未來20年將對該國構成軍事威
脅。澳洲人對中國軍事的猜忌和疑慮將為兩國官方
交流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礙。
只要言之有理，便可得分。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
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澳洲經濟概況
自上世紀90年代起，澳洲經濟持續增長。從1996年至

2006年，該國實際GDP平均增長率達到3.5%，是世界上經
濟增長最強勁的國家之一。在2006至2007財政年度，澳洲
GDP達到9,257億澳元，同比增長3.3%。
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和農業是澳洲的四大產業。根

據澳洲官方統計，2006至2007財政年度，澳洲服務業(包括
旅遊業、教育業及零售業等)、製造業、採礦業和農業的
產值，分別佔該國GDP的82.1%、10.3%、5.1%和2.5%。

■資料來源：中國駐澳洲大使館官方網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二：中澳貿易關係
1972年，中國和澳洲建交以來，兩國經濟交流與合作不

斷加強。2003年，兩國簽訂《中澳經貿合作框架協議》，
推動雙邊礦業、農業、服務業、投資、知識產權保護等16
個領域的合作。2005年，兩國啟動中澳自貿區談判，現已
進行超過10輪談判。

根據中方統計，2007年中澳雙邊貿易穩步增長，貨物進
出口總額達到438.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33.1%。澳洲成
為中國第九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第
一大進口來源地及第二大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中國駐澳洲大使館官方網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三：澳洲總理吉拉德訪華報道
吉拉德在2011年4月首次以澳洲總理身份訪問中國。吉

拉德在訪華期間表示，澳中關係「積極且具有建設性」，
兩國在經濟、人文交流和國際舞台上存在密切的聯繫。她
又重申，兩國將共同致力於加強經貿關係，尤其是繼續就
中澳自由貿易區問題進行談判。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四：澳洲民調
澳洲總理吉拉德在2011年4月訪華前夕，洛伊國際政

策研究所進行一項有關澳洲人對中澳關係的意見調查。
結果顯示，3/4受訪者認為中國崛起對澳洲是好事。同
時，近半受訪者表示，中國在未來20年將對澳洲構成軍
事威脅。

■資料來源：BBC中文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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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德首次以澳洲總理身份訪華時表

示，澳中關係「積極且具有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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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自金融海嘯後一蹶不振。圖為「佔領華爾

街」示威。 資料圖片

1.《換時區少一天　島國搶閘過新年》，《香港文匯報》，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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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wenweipo.com/2011/11/15/PL1111150005.htm

3.《經貿合作》，《中澳關係》，中國駐澳洲大使館官方網頁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au.china-embassy.org/chn/zagx/zajmhz/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薩摩亞去年

尾更改時區與澳

紐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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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為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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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化為各國帶來利益抑或只是有利於已

發展國家或者是國際性資金對發展中國家

進行剝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全球化（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比較項目 澳洲 美國

失業率 澳洲的失業率維持在5至6%左右，遠低

於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已發展國家。

零售業 澳洲零售商受惠於時任陸克文政府的

經濟刺激方案和澳洲聯儲的「緊急設置」

利率政策，以及消費者信心上升的支

持，零售業股票成為年度表現最好的行

業。零售銷售年比增率為7.3%。

房屋 澳洲的房屋市場表現強勁，價格持續

增長。有分析師指，該國房價將在3年內

上升超過20%。根據「澳洲物業監察」的

資料，澳洲房屋價格中位數在2009年為

40萬澳元(約240萬港元)。

股市 澳洲的全球股市價值相對偏小，但年

內亦由1.98%上升至2.69%。分析師指前

景樂觀。

貨幣 在2009年，澳元被視為外匯市場的「明星」，年內兌美元升幅逾26%。有分析指，這是因

為美元的整體走勢偏軟，令其他主要貨幣相應升值。

■參考來源：《2010年澳洲經濟展望》，IG Markets；《澳元兌美元先揚後抑　依然領先其他非美

貨幣》，鉅亨網新聞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美國的失業率由年初的7.5%急升至年尾的近

10%。其中在51個州中，16個州的失業率超過

10%，包括加州(111.6%)及內華達州(12.0%)。

而失業率最高的是密西根州，為15.2%。

根據彭博社的數據顯示，美國在2009年1月的

零售銷售年比增長率為-10%，至11月才恢復正

增長。

相反，美國的房屋市場表現疲弱，時升時

跌。分析普遍認為前景並不樂觀。根據美國房

地產協會的統計，2009年底，美國的房價中位

數是18萬美元(約為140萬港元)。

在2009年，美國仍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國家，

但其市值由32.75%下降至29.61%，減幅超過3

個百分點。

1. 根據資料一，描述澳洲近年的經濟發展概況。

2. 根據資料二，舉例說明中澳的經貿關係如何。

3. 綜合資料三和資料四，分析中澳關係發展可能面對哪些隱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去年12月29日結束後，薩摩亞跳過12月
30日這一天，直接進入12月31日凌晨零
時，由原本全球每年最後一個迎接元旦日
來臨的國家，變成其中一個最早迎接新年
的地方。
薩摩亞原本位處地球「國際換日線」的

右邊，與美國部分地方屬於同一個時區。
由於近年與澳洲和亞洲的貿易活動日益頻
繁，因此薩摩亞政府於去年5月決定「棄
美投澳」，改與澳紐時區掛㢕，變成現在

處於國際換日線的左邊。

雖「蒸發」一天 人工無「抽水」
為免發生混亂，薩摩亞政府規定，國家

機關及私營僱主不可少發12月30日的薪
金。不過，取消12月30日令當地有767人
無法慶祝生日，近50對夫婦不能紀念結婚
周年。
薩摩亞以前的時間比新西蘭慢23小時，

較澳洲東部慢21小時，即慢香港19小時。

在變換時區後，比新西蘭快1小時，較澳
洲東部快3小時，即快香港5小時。

改與澳紐接軌　免失商機
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表示，以往當薩

摩亞到星期五時，澳洲與新西蘭已進入星
期六，當澳紐踏入星期一時，薩摩亞仍是
星期日，薩摩亞因此每星期失去兩個可進
行商業活動的工作日。「現在時區與澳紐
接軌，直接貿易日數增加至每星期5個工

作天，避免商人因時差而錯失星期五做生
意的機會，又或為應付澳紐星期一開市，
連星期日都要加班」。
薩摩亞最初也跟澳紐採用同一時區，但

從1892年7月4日起轉用與美國同步的時
區，原因是主要貿易夥伴由悉尼改為三藩
市。但約120年後，隨㠥澳紐重新成為該
國的頭兩位貿易夥伴，情況又再逆轉。
事實上，薩摩亞幾年前已開始「脫

美」，如汽車不再仿效美國採用右上左
落，改成左上右落，以便到當地旅遊營商
的澳紐民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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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現代中國

爭先迎元旦　包尾變最早

何謂國際換日線？
地球每天自西向東自轉一周，形成白晝和黑夜。

由於世界各地看到太陽的時間不同，所以協定以經
線180度為「國際換日線」(又稱國際日期變更線或

日界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此處的時間比格

林威治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快或慢12小時。

何謂時區？
由於地球從西向東自轉，因此東邊總比西邊先看

到太陽，東邊的時間也總比西邊的快。東邊與西邊
的時差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不便。為改善時
間所造成的混亂，1884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一次
國際經度會議上，規定將全球劃分為24個時區(Time

Zone)。而相鄰兩個時區的時間相差1小時。

何謂時差？
世界各個國家位於地球不同的位置上，因此，不

同國家的日出、日落時間必定有所偏差。這些偏差
就是時差(Time Difference)。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薩摩亞在哪裡？
薩摩亞全名為薩摩亞獨立國，是一個

南太平洋島國，位於夏威夷與新西蘭的中間、

美屬薩摩亞的西方，為玻里尼西亞群島的中心，舊稱

「西薩摩亞」，曾經是德國的殖民地，1962年獨立。首都是阿皮

亞。國土面積近3,000平方公里。根據2005年的統計，該國人口

有18.5萬，當中90%為薩摩亞人，其餘為歐洲人和華人等。

完全免稅 被列黑名單
薩摩亞的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盛產椰子、香蕉和麵包果等。旅遊業

也是主要經濟支柱之一。由於該國是一個完全免徵稅款的國家，故被視

為「避稅天堂」，更曾在2009年4月2日被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納入「黑名單」。在去年12月舉行的日

內瓦世貿組織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中，薩摩亞獲批准取得成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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