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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天的中國能坐擁全球最多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

貿易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毋庸置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

30多年來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讓世界感到驚嘆。20年前，西方學者

提出「華盛頓共識」；現今，西方開始有人提出基於中國發展模式而總結

出的「北京共識」。中國經濟的崛起令西方世界需要進一步分析中國發展的原

因和挑戰；另一方面，「中國模式」也有助中國對外提升影響力，對內加深國民

的自我凝聚感和認同感。

■莊達成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崛
起

背
後

席捲全球的歐債危機雖然對中國出口帶來沉重的打擊，但是

因為「中國模式」的特殊之處，中國經濟已率先復甦，許多已

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更將她們經濟復甦的希望寄托於中國。這些冀望都給

「中國模式」提供進入世界關注視野的背景和契機。然而，「中國模式」是一個

複雜的工程。多年的經驗證明，改革如果不徹底，在推進至某個階段的時候，

往往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產生種種弊端，包括腐敗、社會分配不均

及重發展輕環保等，嚴重影響國家形象。民主的根本意義，就是人民當家做

主。發展具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或許不僅能造福中國人民，也將是對全人類

民主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貢獻。

作者簡介 莊達成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

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

任教新高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

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

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1. 細閱以下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的
綜合文章：
經歷改革開放超過30年，中國經濟高速

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少學者視
之為「中國模式」，以民本、民生、民需為
依歸，以科學發展為核心的發展道路和模
式；並認為在西方發展模式以外，「中國
模式」也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
但在內地城巿化的過程中，也產生不少

問題，出現一些負面的社會事件：溫州動
車事故、非法製售地溝油行為和小悅悅事
件等。隨 改革開放的深化，各種民生問題也日益突顯，如社會分配不公平，城鄉差距拉大，民眾在
教育、醫療、住房和就業等方面的生計壓力過大，弱勢群體生活艱難等。因此有輿論認為，中國在現
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

a. 參考以上資料，中國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中國經濟社會
發展的戰略重點，會帶來甚麼正面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b. 你認為理想的「中國模式」應具備哪些特色？試加以討論。

2. 以下內容取材自本地各大報刊，請先細閱，然後
回答問題：
日本因地震而致的核洩漏事故，促使世界很多國家作出更

深層次的思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需要一個怎樣的國
家能源政策，才能平衡能源需求和環境保護？
工業國德國率先宣布將於2022年全面停用核電；瑞士也宣

布會在2034年停用核電。相反，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對能源
的需求很大，核電被視為有助減排的重要清潔能源，發展核
電仍是中國能源必須走的道路。
根據哥本哈根會議的減排目標，中國必須兌現到2020年，

每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強度減少40%至45%的承
諾，非石化能源所佔比重在未來10年也要達到15%。中國
「十二五規劃」中環境保護的主要目標是：到2015年，單位國
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也要顯著減少。有能源專家分析說，中國要
實現這些目標，無碳排放、電源穩定的清潔能源核電將繼續佔有無可比擬的地位。

a. 參考以上資料，中國在能源政策方面需要克服甚麼困難，以減
少其對核能發電的依賴？解釋你的答案。

b. 你對國際間「減排目標」的前景感到悲觀或樂觀？試加以討論。

資料B：中國向世界軟銷國家形象
2011年1月，美國紐約廣場上播放一條中國國家

形象片。這條短片的長度為30秒，連播20多天，
共8,000多次。片中共匯集50名來自中國金融界、科技界、體育界、思
想界和企業界的世界級精英，向世界解讀中國當代的精神形象。
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的一次重大公關行動，中國政府用一種在國際

舞台上抒寫軟實力的方式，借助短片中具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各界名人
展示國家形象。但有輿論認為短片未能達到成效，上鏡的大部分人都
是有成就的名人，並不能代表廣大的中國老百姓。而且部分片中的名
人不夠「有名」，許多美國人都不認識，這些都令宣傳效果大打折
扣。
事實顯示，世人對中國的印象也有所改善和認識，尤其在非洲，中

國對該區的影響力加深且與日俱增；相反，在韓國、日本和印度等亞
洲鄰邦，礙於競爭、領土糾紛和「朝鮮問題」等，中國的形象明顯傾
向負面。另外，近年中國經常發生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如三聚氰胺毒
奶粉、假紅酒及染色蘑菇等，盜版問題仍猖獗，引致國際對中國國家
形象的評分不高。

a. 描述和解釋資料A顯示2011年各國
國際形象排名的一些趨勢。

b. 「隨 中國對世界影響力的與日俱增，國際間對中國
的形象自然會逐漸傾向正面。」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4.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中國人民主認知調查結果
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

1.「民主是好東西」

2.「民主是大趨勢」

3.「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4. 「激進式的民主推進方式不利於

國家發展」

5. 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是否有可

能建設自己的民主模式？

6. 中國這些年民主建設基本態勢是

甚麼？　

資料B：溫家寶總理訪問摘錄
《華盛頓郵報》記者：1年前，我的一個記者同事曾經向您問到一

個關於在中國進行直選的問題。當時您表示這個進程應該是循序漸進
的，首先中國老百姓應該證明他們有能力來管好一個村的事務，然後
他們逐漸可以管好一個鄉、一個縣的事務。今年，在世界許多國家，
老百姓都將會通過直接選舉選出自己的領導人，人們不禁要問，甚麼
時候中國老百姓才能夠通過這種競爭性、直接性的選舉選出他們的領
導人呢？
溫家寶：是的。我曾經不僅一次地提出過，要堅定不移地實行村民

自治，並且保護村民直選的合法權利。現在農村村委會許多實踐證
明，農民通過直選村委會是成功的。他們不僅有高度的熱情，而且按
照村民自治法制定嚴格的選舉辦法。我至今還是這樣認為，群眾能夠
管好一個村，就能夠管好一個鄉的事情；能夠管好一個鄉，就能夠管
好一個縣的事情。我們應該按照這條道路鼓勵群眾大膽實踐，並且在
實踐中使他們受到鍛煉。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制度會依照中國的國情
循序漸進地得到發展。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擋不住的。

資料來源：2012年兩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答中外記者問 (節錄)

a.參考資料A，提出一些可能成立的原
因以解釋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

b.「為符合現有的國情，中國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應優
先考慮讓地方直選出地方領導人而非中央直選出國家領
導人。」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
案。

現代中國＋全球化

現代中國＋全球化

現代中國＋全球化＋能源科技與環境

現代中國＋全球化

■學費對部分內地家長造成沉重的負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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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說不清

87.2% 4.9% 7.8%

77.2% 12% 10.8%

77.3% 10.6% 12.1%

45.9% 26.9% 27.2%

完全可能 有可能 沒有可能 說不清

9.6% 55.2% 20.1% 15.1%

逐漸進步 原地踏步 說不清 在後退

60.1% 18.9% 11.4% 9.6%

資料來源：環球輿情調查中心

｜總｜結｜

3.細閱以下兩則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2011年各國國際形象排名

國家 正面評價 負面評價
德國 62% 15%
英國 58% 17%
日本 57% 18%
法國 52% 19%
巴西 49% 20%
美國 49% 31%
中國 44% 38%
南非 42% 27%
印度 42% 29%
韓國 36% 32%
俄羅斯 34% 38%
巴基斯坦 17% 56%
朝鮮 16% 55%
伊朗 1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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