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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的提升對於提高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會產生倍增的效

應。西方國家均將提升國家軟實力作為對外的重要戰略。中國改革

開放以來，經濟、軍事、科技等實力持續增強；近年來，也開始從

政府治理的層面發展軟實力。

中國的高端人才指數、教育和健康指數等均與一些發達國家存在

差距，例如：中國人力資源總量雖然大，但是技能人才、工程師和

科學家的比例偏低，勞動力的整體質素也不高。故此，中國如何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保障自主創新產業的蓬勃發展，如何調

整收入分配關係，提高居民生活水準，都是新時期的工作重點。中

國也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緊緊跟上國際經濟科技

發展大勢，才能有助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邁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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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全球權力勢東移
歐衰亞強華崛起歐衰亞強華崛起

有國際金融專家認為，全球的權

力和影響力正迅速從美國轉移到中

國，中國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歐美國家經過金融危機一役，負債纍纍，亞洲漸

漸成為西方金融界（尤其是美國）眼中的「新興

市場」。亞洲現代化無疑源自西方，卻以大異於

歐美的亞洲精神為基礎，經歷連場變革，已形成

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新力量，西方國家必須面對全

球權力東移的事實。 ■莊達成

迎新時代

2.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有關月球自然景觀簡介
月球有着豐富太陽能，月面白天持續半個月，也沒有雲層大氣和天氣活

動阻礙，因此陽光可直射月球表面，所得太陽能的能量密度較高，可鋪設
太陽能電池板，並透過激光或微波傳輸，將太陽能輸回地球；另外稀土、
鈾、釷、鉀、鈦、鐵和磷等礦產豐富，探月任務可了解其分布、品質和藏
量，有助未來開發。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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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C：有關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報道

資料B：關於全球權力分布的輿論
歐洲整體局勢不穩，在某程度上是全球化和歐盟推動一體化所

致。歐洲國家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互相鬥爭，現在卻要共享貨幣和單
一市場，對於一些不願摒棄歷史的民族主義者，自然難以接受。隨
着歐盟現有成員國可能分裂，若新國家也爭取加入歐盟，將使歐盟
運作變得非常複雜，在最壞情況下會陷入無法管理的狀態。
從世界整體局勢而言，有學者認為西方國家不應該再要求全球特

權，而是必須把自己理解為多元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完全有能力成
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中心，而西方顯然在衰落。歐洲和北美幾乎無法
忍受這一點，並在政治和軍事上堅持其仍屬霸主的地位。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參考資料，討論和預測未來10年歐盟在全球權力分布的角色。

(b) 你認為中國在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的過程中將會面對哪些挑戰？參考資料，解釋你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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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國情報機構預測，中國經濟實力最快可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
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系；到2025年將貢獻全球經濟增長約三分之一，遠
超其他經濟體系。報告指出，美國憑藉政治、科技、軍事和軟實力，
依然可以維持強國地位；而且，中國崛起也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進行第二十二次集體

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時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

著增強，具備了支撐城鄉發展一體化物質技術條件，到了工業反哺農
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順應中國發展的新特徵新要求，必須
加強發揮制度優勢，視「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為一項長期
堅持的方針，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推動社會支持政策，努力形成
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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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試評論中國投放大量資源
發展航天科技所帶來的影響。

(b) 你認為促使許多國家參與航天科技競
賽的因素是甚麼？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資料B：有關中國發展航天科技的輿論
嫦娥三號探測器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陸，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

個有能力獨立自主實施月球軟着陸的國家。無論從探月工程角
度、中國航天整體發展戰略，還是從世界深空探測的發展來
看，嫦娥三號月面軟着陸都有重大意義。嫦娥三號為人類認識
月球、和平利用太空作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
同時，高水平的航天科技有利提升中國製造業整體水平，加

快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轉變，改善中國在世
界產業分工中的競爭地位，也向世界展示了強大的綜合國力，
特別是綜合製造能力。
嫦娥三號成功登月，國民倍感自豪，大批中國網民肯定中國

航天科技的發展，並認為在未來的10年至20年，中國在太空
探索上能比肩俄羅斯和美國，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她們；但也
有人質疑中國的探月計劃是「面子工程」、毫無意義，因為現
在中國許多貧困地區的孩子仍然得不到溫飽，但政府卻耗費大
量人力物力發展航天科技。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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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2010年各國軟實力排名#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斯科爾科沃─安永新興巿場研究所

#註：排名指標包括：接納的移民人數、世界級大學的數量、傳媒產品
出口、入境遊客、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選民的投票率等。

資料C：有關中國文化軟實力輿論
近年，中國實行「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在法國、日本、俄羅斯和

英國等國家舉辦「中國文化年」。例如：英國首相曾發表新春賀辭向
華人拜年，稱農曆新年是家人團圓的日子，也是送舊迎新、展望未來
的好時候。在倫敦市政府提倡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勵下，倫敦的中國春
節活動不僅是亞洲以外地區最大的春節慶典活動，而且已逐漸融入英
國當地主流文化圈。每逢中國春節，到特拉法爾加廣場和毗鄰的萊斯
特廣場或唐人街，觀賞文藝表演，看龍騰獅舞，品中國小吃，已成為
倫敦人的新習俗。
學習漢語熱也在美國乃至全球持續熱門。北美第一家孔子學院2004

年底落戶美國馬里蘭大學，而直至2014年12月，全球共有475所孔
子學院，成為各國學習漢語文化、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場所。
還有不少國家的中小學聘請中國志願者，前去當地教學生學習普通

話，例如泰國。聯合國在2010年把每年4月20日定為「中文日」，
傳說5000多年前的這一天，軒轅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出中國最原始的
象形文字。聯合國常年開設中文學習班，供對中文有興趣的工作人員
自行選修。簡言之，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中國的功夫、剪紙、
京劇等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日益加強。然而，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美
國、日本相比，還有一段距離；國民的文明素質有待加強，插隊、闖
紅燈、公眾場合大聲喧嘩等現象仍然屢見不鮮。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你認為有甚麼因素會影響中國文化
軟實力的提升？參考資料，解釋你的
答案。

(b) 「中國維持社會穩定是提升軟實力的重要基礎。」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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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國文化年德國中國文化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黎第四屆國際太極拳集體演巴黎第四屆國際太極拳集體演
練暨手搏競技交流活動練暨手搏競技交流活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2030年全球權力分布預測
國家 2030年佔全球權力分布#
美國 20%
中國 15%
印度 8%
日本 5%
英國 4%

■資料來源：《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
#註：構成全球權力的綜合國力因素包括互聯網、研究開發、政府

盈餘、人力資源、對外國際援助、外資、貿易、核武、國民生產總
值、軍費開支、能源等。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部分衡量軟實力指標
飲食文化、流行文化的影響力 文化設施、投放在文化事業的資源

文化遺產數量 電影、音樂、文化創作等輸出數量

具備舉辦世界性規模活動的能力 國際性體育項目獎牌數目

入境政策的嚴寬 接納外地移民數目

入境旅客數目 世界級學府數量

國際學生數量 國民運用外語能力

國人教育程度/識字率 跨國企業入境上巿數目

知識產權受保障程度 國家意識形態

選民投票率 城巿化程度

旅遊景點數目 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國家 分數（100分滿分）

美國 87.0分

法國 49.5分

德國 43.2分

英國 43.0分

加拿大 39.0分

意大利 32.0分

日本 31.8分

國家 分數（100分滿分）

中國 30.7分

印度 20.4分

俄羅斯 18.0分

巴西 13.8分

土耳其 12.9分

墨西哥 11.5分

南非 10.3分

■嫦娥三號在月球着嫦娥三號在月球着
陸陸，，反映中國科技發反映中國科技發
展一日千里展一日千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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