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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1.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體系，發展與世界經濟關係
密不可分，其全球化的特點主要體現於下列兩
點：
i. 全球化貿易
．香港是自由港，商旅可自由進出。
．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無設任何貿易壁壘（如
關稅）。

．參與世界性貿易組織（如世貿、亞太經合組
織），與多個國家及地區建立多邊貿易關係。

ii. 金融市場全球化
．不同海內外企業皆可來港進行集資。
．投資者能在香港交易所購買在港上市的國際
企業股票。

2.生活素質的內容廣泛，主要範疇包括經濟、社
會、環境、文化等方面。
利：
．為香港提供龐大資本，增加政府收入，提升
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水平，有助促進社
會和諧穩定。

．在全球化下，香港有更多經濟機遇，提升本
地競爭力。

．為香港增加就業機會，改善民生。
弊：
．香港經濟易受外圍市況影響，形成經濟不
穩，如香港過往曾多次經歷金融危機。

．國際熱錢推高本地資產價格（如樓價），形成
惡性通脹。

．跨國企業進駐易令本土文化消失，令文化趨
向單一化（如快餐文化）。

．流動人口密集影響本港資源分配及環境。
3.香港的競爭主要在經濟及城市發展方面，與上
海、新加坡等城市比較，發展相對緩慢。此外，
內地政府有意在2020年將上海打造成世界金融中
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備受威脅。香港可在
內外兩方面回應：
對內：
．促進產業轉型：減少過分偏重特定行業，發
展知識型經濟來推動產業多元化，並鞏固傳

統支柱產業，發展六大優勢產業。
．優化自由經濟政策：為企業提供自由的營商
環境。

．維護法治制度：提供公平、公開的投資環
境。

．減低營商成本：透過增加土地供應，減低商
業租金價格。

．積極培訓人才：推行知識型經濟，以資訊和
知識來推動經濟增長，提供多項資助計劃，
如「持續進修基金」。

對外：
．維持「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經濟發展方
向，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的基礎下，繼續發展與內地
的協作計劃。

．發揮區域性經濟樞紐作用。
．與不同經貿組織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等進
一步拓展商貿
活動。

當我們討論這個「香港經濟與
全球化」這個議題時，先要了解

香港處於甚麼經濟模式：第三級生產（服務業）；同時是一
個小型的對外開放體系。
在全球化下，香港經濟體系受到很多外圍因素影響，如美

國華爾街股市、人民幣匯率等。因此，在金融海嘯及歐債危
機時，本地經濟也受牽連。同學回答這類型題目時，需要注
重概念詞的運用，如「紐倫港」，因為時差原因，紐約、倫敦
收市後正好是香港開市，因此形成24小時都能投資的特別模
式，因而令香港確立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通識教育科並非要深入考據經濟，同學只需全面描

述現況即可。那麼，全球化對香港經濟有何影響？同學可從
以下一些方向思考：
1. 出入口原材料價格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如貨幣基於匯率變

化而貶值或升值），影響市場物價升跌；

2. 改變自給自足模式，形成全球供應鏈；

3. 本港投資環境受到全球氣氛感染；

4. 引入跨國企業，流行連鎖店模式；

5. 交通便捷，收窄地域限制，人才流動更靈活，如勞動市場

會輸入外國人才；

6. 港府對經濟的取態受到各地文化影響，如西方的「小政

府、大市場」模式。

以上只舉出部分例子，同學作答時必須因應每條題目的指
示，如涉及歐債危機，可選用第一個、第三個及第六個的方
向去思考。

■劉穎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一年級生

尖子必殺技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

然後回答問題：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
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主題1：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探討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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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有甚麼特徵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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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和香港的社會應怎樣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為甚麼？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全球化（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今日香港＋全球化＋現代中國

香港是世界聞名的國際金融中

心，競爭力毋庸置疑。在早前公

布的「2012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

中，香港位列中國眾多城市之首，世

界排名第七，是唯一躋身全球十大的

中國城市。但在全球化的洪流下，香

港的競爭力開始備受質疑，如常被傳媒形容為「雙城記」的

香港與上海，日後誰會扮演全國金融中心的角色？到底全球

化為香港造成甚麼衝擊？香港如何在這洪流中自保？下文將

作探討。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浩彰

■上海金融中心

■香港的龍頭地位正被上海、

廣州和深圳等城市從後趕上。

資料圖片

■近年香港股市受到歐債危機影響而不時下跌。 資料圖片

資料一：香港貿易政策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藉自由貿易而得以蓬勃發

展。開放政策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大貿易經濟體系之
一，亦令其成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為亞太地區
和內地服務。
香港自由貿易政策的基礎是強大和可靠的多邊貿

易制度。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創始會
員，而且一直積極參與其中事務。這是香港堅定支
持開放自由的多邊貿易制度的最佳證明。自1997年7
月1日起，香港以「中國香港」名義繼續以單獨成員
身份參與世貿。除世貿外，香港亦積極參與其他與
經貿有關的國際組織。香港於1991年成為亞太區經
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及太平洋經濟合作議
會的成員。
香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即無設置任何貿易壁

壘。因此，進出香港的貨品均毋須繳付關稅，而簽
證手續亦力求簡便。 ■資料來源：工業貿易署

勿深究經濟
要抓緊概念

1. 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試指出香港經濟如何體現經濟全球化的特點。

2. 參考資料三、資料五及就你所知，經濟全球化對香港的生活素質有何利弊？試舉例加
以分析。

3. 面對其他地區的競爭，香港應如何回應才能保持競爭力？解釋你的答案。

何謂經濟全球化？

何謂GDP？
本地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量度一

個地區經濟表現的指標，意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段特定時

間（一般為1年）內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四：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

港府在2005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本港有四
大經濟支柱及六大優勢產業，奠定經濟基石。

四大支柱行業（約佔GDP60%）
行業 內容
金融業 •把握內地經濟加快開放和發展

的機會，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角色，特別在人民幣業務、

債 券 市 場 和 資 產 管 理 等 ；

•不斷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素質和

穩健程度，改善規管上市和加強公

司管治。

貿易及物流業 •政府與業界緊密聯繫，制訂提高

航空、貨櫃運輸業競爭力的措施。

專業服務業 •背靠內地市場，香港的工商支援

服務將有更大發展空間；•鼓勵多

利用新技術和發揮創意，加強設

計、研發及品牌拓銷等活動，推動

貿易服務的提升。

旅遊業 •隨 內地和世界旅遊業的發展，

訪港遊客人數持續上升。香港是亞

洲首選旅遊勝地，鞏固既有優勢，

為中下階層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六大優勢產業
行業 內容
發展教育 •撥出土地，分配給辦學團體興建國

際學校；•放寬非本地學生來港進修

的政策。

發展醫療 •撥出土地，徵求企業發展私醫

院；•增設醫療課程和相關學額，加

強培訓醫護人員。

發展檢測 •政府在2009年9月成立檢測和認證

局，提供各項認證服務，促進中醫中

藥發展，並協助香港成為區內的檢測

和認證中心。

發展環保 •與廣東省展開「清潔生產伙伴計

劃」，促進環保技術資訊交流，為本

港環境技術服務供應商創造商機；•

推動環保採購，政府部門採用符合環

保規格的物資。

發展創新 •推出「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向投資研發的私營企業提供10%的現

金回贈。

發展文化 •建立「創意香港」辦公室，統籌政

府在創意產業方面的政策和工作；推

出「設計智優計劃」和「創意智優計

劃」，加強對創意產業項目的技術和

資金支援。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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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香港主要貿易夥伴（2011年）

排名 貿易總額
國家/地區 貨值（百萬港元） 百分比
全球總計 7,101,849 100.0

第一位 中國內地 3,444,162 48.5

第二位 美國 542,140 7.6

第三位 日本 453,756 6.4

第四位 台灣 326,186 4.6

第五位 新加坡 310,799 4.4

歐盟 663,356 9.3

東盟 726,555 10.2

亞太經合組織 5,855,279 82.4

■資料來源：綜合政府統計

資料三：香港競爭力排名
「2012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涵蓋經濟、社會、環境及文化四大系統，在綜合經濟環境、產業、財

政金融、商業貿易、基礎設施、社會體制、環境資源區位、人力資本教育、科技及文化形象等共277項指
標中，香港繼續領先，以14879.18分在中國城市排名第一位，緊隨其後的是上海、北京、廣州及深圳。
然而，調查同時發現，香港雖然在綜合實力上處於領跑地位，但優勢卻逐年收窄；在「中國城市成長競
爭力排行榜」中，香港較去年下跌1位，名列第十。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指出，近年北京及上海的經濟
總量已超越香港，而香港欠缺長遠發展規劃，加上特區政府採取行政措施干預市場的情況頻繁，損害競
爭優勢。但有學者說，香港經濟已較發達及完善，故與其他內地城市比較，較難有再上升空間。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資料五：香港屢歷經濟危機
年份 危機 年份 危機

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

2000年 科網股熱爆破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產業

產業

和認證產
業

產業

科技產業

及創意產
業

2008年 全球金融海嘯

2010年 歐洲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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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思

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意指世界經濟活動超

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

互相依存、互相聯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有機經濟整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