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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能源科技的影響
探討主題：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能源科技的發展怎樣影響能源的開發和使用？
•能源科技的發展在甚麼程度上引起或解決環境的問題？
•環境的轉變對能源科技的發展有何啟示？

主題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探討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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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甚麼

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內地能源變革 涉眾多持份者
隨㠥近年急速發展，

內地原來的能源架構未
能配合需求。內地報章
指出，內地能源架構正
面臨變革之痛。到底內

地能源架構出現甚麼問題？
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早前表

示，現階段內地近70%的一次能源來自
煤，希望能多發展可再生能源，但相
信煤在內地未來的能源結構中仍佔主
要位置。

依賴煤 違背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內容包括三大要

素：環境生態、社會和經濟。以煤為
主的能源架構令內地未能走上可持續
發展的大道。煤由開採到產生的過程
中，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有目共睹，加
上內地本土的煤質量差、欠缺管理和
技術低下，導致污染問題惡化，降低
市民的生活素質。雖然煤是成本較低
的能源，但當中卻因技術問題而造成
浪費，引致損失；污染問題亦間接造
成經濟損失，包括影響旅遊業發展和
令投資者卻步等。而且這種架構難以
配合長遠發展和需求。可見內地現有
的能源架構與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
如此說來，只要內地立刻改變能源

結構，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但答案是
「不」。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資
金，內地必須放慢發展腳步來遷就能
源改革，這對經濟必定帶來損失，亦
會錯失發展良機。另外，不是中央政
府要求改變就能辦到，利益集團可能
並不願意配合，因為它們傾向用低成
本而非高成本來生產。而市民又是否
願意配合中央的措施，降低自己的生
活素質呢？顯然，這個改革並不容
易。

■陳潔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科大商學院二年級生

「現代中國」跨「能源科技與環境」的

單元，在通識科考評上是十分熱門的探究

題目。例如：第一期的樣本試題中考問發展「低

污染、高安全」的原因；2012年練習卷卷二的

「同時降低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量的原因及所引

發的衝突」；2013年文憑試卷二的「是否同意

經濟發展應優先於環境保護」。由此可見，中國的能源發展議題所涉及

的社會脈絡知識及概念性知識尤為重要，歷久常新。

■林觀勇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通識科老師、通識教育科

專業發展學會幹事

1.作答方向：
橫向分析：煤炭佔最大比例，約佔七

成，顯示煤炭是中國的最主要能源；化
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氣）在歷年
來更佔九成以上。

縱向分析：煤炭使用有下降趨勢；石
油呈先升後跌的趨勢，並加以數據解
釋：如煤炭消費比率從1980年的72.2%
下降至2011年的68.4%。潔淨能源，如
天然氣、核能、風電等有逐步上升的趨
勢，並以數據佐證。

整體歸納：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剛好
與清潔能源排序相反。雖有偏向新能源
或潔淨能源的發展趨勢，但進展緩慢，
變化幅度小，仍依賴以煤炭為主的化石
能源。
2.作答方向：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國家，佔
世界比例達21.9%。原油的使用比例
比世界平均及其他地區而言，屬偏

低，僅17.7%。
．中國依賴煤炭發電，佔近七成
（68.5%），遠高於世界平均及其他國
家地區的比例。

．潔淨能源發展進度遠低於其他發達國
家及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天然氣及
核電的情況，只分別佔整體的4.7%及
0.8%。

3.作答方向：必須緊扣資料中的「能源
消費結構」來作闡釋。
．能源安全：煤炭生產壓力；血煤或礦
難事件。

．環境問題：空氣污染嚴重影響國民健
康；中國的能源消耗量排行世界第
一，引致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中國對
能源的需求緊張，能源分布並不平
均，存在能源運輸
問題，需要興建大
規模工程，增加洩
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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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煤發電令內地的

灰霾天持續，減短國

民壽命。 資料圖片

■三峽大壩令內地水

力發電邁向新里程。

資料圖片

．「先污後治」發展理念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reatment after Pollution

．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政績工程　Achievement Project

． 產業升級　Industrial Upgrading

． 地方主義　Localism

． 綠色GDP Green GDP

． 環境稅　Environmental Tax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三：綜合報道摘要

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產及消費國家，雖然近年
強調降低煤炭比重，但為確保增長，煤炭比重仍處於過高水
平，其中主要用於發電。在中國發電量中，燃煤佔了主體位
置。水電、風電、核電是清潔、高效的能源，但在中國所佔
比例很低，大量用煤不僅造成煤炭生產壓力、溫室氣體排放
增加等問題，也加劇運輸緊張。
近日有權威國際合作研究顯示，內地北方因過量燒煤而致

的空氣污染，已令當地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減少，還提升肺

癌、心臟病和中風發病率。這項由中國、美國與以色列學者
共同完成的大型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該研
究以淮河南北90座城市為樣本，收集從1981年至2000年各城
市的空氣污染情況、醫療、煤炭使用等科學數據。參與研究
的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宏彬表示，研究發現，華北居民預
期壽命縮短5.5年，相當於把當地勞動力人數削減八分一。
事實上，2012年至2013年初的「霧霾危機」，令不少內地

人對日漸惡化的空氣素質感到憂心。北京市的顆粒懸浮粒子
指數（PM2.5），動輒破百，遠高於標準值30以下的水平。
李宏彬表示，研究結果可為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可
靠的依據。譬如，根據這項研究估計的空氣污染對壽命的影
響，一個簡單的計算表明，每年整體社會願意至少支付GDP
的兩個百分點的支出，會令空氣顆粒懸浮物的濃度降低100
微克/立方米。
但對中國來說，一方面要改善環境污染問題，另一方面又

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故中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大
力發展清潔能源。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影響群眾身體
健康的環境問題是重點。應優先解決PM2.5、飲用水、土
壤、重金屬、化學品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及內地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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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中國能源消費結構

年份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水電、核電、風電等
1980年 72.2% 20.7% 3.1% 4.0%

1990年 76.2% 16.6% 2.1% 5.1%

2000年 69.2% 22.2% 2.2% 6.4%

2010年 68.0% 19.0% 4.4% 8.6%

2011年 68.4% 18.6% 5.0% 8.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2》

資料一：2012年世界能源消費結構

國家或地區 原油 天然氣 原煤 核能 水利發電 再生能源 佔世界比例
中國 17.7% 4.7% 68.5% 0.8% 7.1% 1.2% 21.9%
美國 37.1% 29.6% 19.8% 8.3% 2.9% 2.3% 17.7%
歐盟 36.5% 23.9% 17.6% 11.9% 4.4% 5.7% 13.4%
俄羅斯 21.2% 54.0% 13.5% 5.8% 5.4% 0.1% 5.6%
印度 30.4% 8.7% 52.9% 1.4% 4.6% 1.9% 4.5%
加拿大 31.7% 27.6% 6.7% 6.6% 26.2% 1.3% 2.6%
巴西 45.7% 9.5% 4.9% 1.3% 34.4% 4.1% 2.2%

■資料來源：《BP 2012世界能源統計》

請先閱讀以

下資料，然後

回答問題：

1. 參考資料一，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能源消費
結構組合。（數據分析題型）

2. 根據資料二，指出及解釋中國能源消費結構表中有何
特徵及趨勢。（數據分析題型）

3.參考資料一至資料三
及就你所知，你認為
資料中所示的中國能
源消費結構會導致哪
些 問 題 ？ 試 加 以 解
釋。（影響題型）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燃煤發電污染
霾伏神州折壽

!

粗放型經濟（Extensive Economy）：意指在生產技術
水平較低的條件下，主要依靠增加資金、人力及物力等生
產要素的投入量，來提高產量或產值的經濟增長方式。
集約型經濟（Intensive Economy）：意指依靠生產要素

質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透過技術進步，提高
勞動者素質和增加資金、設備、原材料的利用率等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方
式。這種方式旨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為中心。
科學發展觀（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堅持以人為本，全
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2003年10月，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六屆三
中全會上指出：增長是發展的基礎，但增長並不簡單地等同於發展。不重
視質量和效益，不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不重視人與自然的
和諧，就會出現增長失調、從而最終制約發展的局面。

「三高一低」工業：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業，如
煤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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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提示
大部分香港考生對中國的社會脈絡知識尤其缺乏，在論述時不懂運用

合適事例，以及中國有關的社會常用知識作深入解說，只是停留在抄寫
資料的層面，過去兩年的文憑試，均未有在卷一出現「現代中國」為主
要考核單元的題目，筆者也不敢猜想下一屆文憑試的卷一會否出現。中
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能源生產及使用所致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政府在
何等程度上能有效處理其環境問題，中國政府能否達致可持續發展，在
經濟、社會及環境上取其平衡，乃是同學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