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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消費主義盛行，青少年的思想往往有欠成

熟，很容易受信貸公司的廣告影響，特別在節日假

期，消費問題更為明顯。網絡科技的蓬勃發展，也令

這一代青少年的消費問題比從前嚴重。由此可見，香

港的確有很多誘因令青少年容易出現過度消費。

同時，「中國大媽」的崛起，備受世界各地關注，

這也是文化交流和中國軟實力的體現。 ■莊達成

- 現 代 中 國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料AA：：
資料資料BB：：青少年消費目的青少年消費目的
．因為心情不佳而購物
．購物會令自己感到開心
．見到新款衣飾或電子產品，就會想辦法去擁有
．沒穿戴名牌衣飾會令自己在朋輩間感到壓力
．穿了名牌子會令自己在朋輩間受歡迎
．沒有新款電子產品會影響朋輩間交往
．擁有新款產品則會提升在朋輩間的形象

■資料來源：香港電台《一屋買家》、
突破機構《一屋買家─香港青少年消費取向調查》

資料資料CC：：有關對內地電商報道有關對內地電商報道
現時內地的商品交易市場超過8萬間，當中有超過5,000間規模達億元以

上。消費成為經濟增長首要動力，為經濟增長貢獻近60%。內地電商的交
易額一直屢創新高，被視為消費力保持強勁的證據。
誠然，內地幅員廣大，網購可把供應商與偏遠地區及農村的消費者距離

拉近，減省不少交易成本，令網上商品售價更具競爭力。同時，在當局鼓
勵創業下，網店經營亦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網購對總體經濟而言仍是一
把「雙刃劍」。
內地的「雙十一」減價促銷的成績有目共睹，電商股價卻不升反跌，反
映市場對其能否帶來真正的價值提升有擔憂。至於能否真正拉動就業、推
動產業升級、促進創新，更是言之尚早。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參考資料，提出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解釋
為何青少年熱衷於網上消費。

(b) 「在內地，網店有助拉近城鄉差距，推動經濟繼續發展。」你在
何等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試加以解釋。

表一：全球平均網速排名

排名 國家/地區 平均網速（Mbps）

1 韓國 22.2
2 香港 16.8
3 日本 15.2
4 瑞典 14.6
5 瑞士 14.5
6 荷蘭 14.2
7 拉脫維亞 13.0
8 愛爾蘭 12.7
9 捷克 12.3
10 芬蘭 12.1
■資料來源：美國雲端服務供應商Akamai
《2014年第四季度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

表二：內地平均網速排名（2013年舉隅）

排名 省/直轄巿 平均網速（Mbps）

1 上海 5.40
2 北京 4.17
3 福建 3.93
4 江蘇 3.85
5 山東 3.81
6 浙江 3.75
7 黑龍江 3.61
8 河北 3.53
9 廣東 3.52
10 安徽、江西 3.51

■資料來源：藍汛
《2013年中國互聯網感知數據報告》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3. 細閱以下資料：

年份 內地旅客總人數

2004年 1,200多萬

2007年 1,500多萬

2010年 2,200多萬

2012年 3,500多萬

2015年 4,500多萬

■資料來源：旅發局

資料B：2014年港人對限制個人遊意見
項目 不同意 一半半 同意 不知道

為個人訂立配額，限制個人遊旅客來港的次數 16.3% 20.0% 61.8% 1.9%

取消深圳戶籍居民的「一簽多行」政策 15.3% 19.6% 63.6% 1.6%

徵收「非本地居民陸路入境稅」， 43.5% 17.3% 37.2% 2.0%
以控制個人遊旅客入境人數

■資料來源：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資料C：有關對香港旅遊業發展看法

近年內地訪港旅客人數高企，立法會各大
黨派曾指出，個人遊於2003年實施至今，有
需要配合香港社會的實際環境作出檢討，並
贊成增加對「一簽多行」的限制如「一周一
行」。
他們認為，要杜絕水貨客的問題，當局長
遠而言須提高香港的接待能力，如增加更多
景點，興建「邊境購物城」等將旅客分流。
香港的配套措施暫時難以承擔愈來愈多的
內地旅客，故暫時不應該再增加個人遊省市
的數目，但長遠來說，香港本身須開設更多
景點，保持其吸引力。有旅客指，若單是來

港購物，旅客來多數次，就再沒有太大的興
趣再來。
「一簽多行」對新界邊緣的社區造成過滋

擾，當局為減少內地遊客來港次數，推行
「一周一行」，緩減當區居民的不滿情緒。
實施「一周一行」，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模式
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旅遊業的
發展不僅僅依靠人數的增加，更重視加快旅
遊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香港旅遊產品的提升
及多元化發展，使得遊客來香港不僅僅滿足
購物的需求，還能有其他娛樂享受。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根據資料，指出和解釋資料A和資料B之間的關係。

(b) 香港政府實施「一周一行」弊多於利？試加以討論。想 一 想

想 一 想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中國大媽」一開始形容炒黃金的內地女性，隨時間
發展，其含意也愈來愈豐富。一方面，她們經濟獨立。
另一方面，部分媒體對這族群的描述有負面元素，包括
「粗俗無禮」、「貪小便宜」、「盲目跟從」和「暴發
戶」等標籤。當中離不開以下這4種行為：
炒 除了要懂得炒飯炒菜，更少不免要炒賣各樣投資

工具。除了擊敗華爾街大鱷聲名大噪的搶金熱
潮，「大媽」的炒賣投資更涉及各個層面。

舞 除了「進入股票巿場」，也要學會「跳入廣
場」。所指的就是在「大媽」生活圈子相當流行
的廣場舞，即是聚集眾人在廣場跳些簡單的集體
舞。據統計，現時內地約有一億人在跳廣場舞，
大部分正是中老年退休女性。

搶 她們會到各地搶購心頭好，除了一些高消費物
品，例如智能手機、名牌服飾和手袋外，她們連
一些生活必需品也不放過。早前有報道指「大
媽」在日本旅行時，瘋狂搶購日本的廁所板、電
飯煲等。

擾 部分「大媽」們在外遊時行為不妥，擾亂他人生
活。早前有報道指有在沖繩旅行的「大媽」為找
免稅店購物而私闖禁區，結果令機場癱瘓，引起
日本國內輿論譁然。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中國大媽」定義 資料B：「中國大媽」炒賣事件簿
項目 內容

黃金 巿值1,000億元人民幣、逾三百噸黃金瞬間被掃
空，華爾街賣出多少黃金，「大媽」們照單全
收；是次黃金買賣中，世界五百強之一的高盛集
團率先投降。她們對黃金的無限購買力，更曾令
國際金價創下2013年最大單日升幅。

比特幣 虛擬貨幣比特幣交易平台曾有統計，總交易額大
於1,000萬元人民幣的貴賓用戶中40%為女性，
反映「大媽」現身比特幣巿場。

樓房 據韓國《亞洲經濟》報道，「大媽」轉戰韓國房
地產。在2013年，內地人擁有的濟州島土地面
積已達到48.5萬平方米，內地已成為韓國土地巿
場最大手筆的買主，當中又以女性為主。

股票 2014年7月滬深兩巿A股新增開戶數為58.58萬
戶，按月增長 30%，當中包括不少「中國大
媽」。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參考資料，指出及解釋「中國大媽」出
現的原因。

(b) 參考資料，「中國大媽」對中國國家形象帶來哪些正面和負
面影響？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

雖然個人遊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旅遊收益，但也造成一些社

會問題，例如：本地人的部分資源被內地人佔用。由於在香

港出售的貨品較有品質保證、無須徵收商品稅，加上人民幣

升值，近年不少內地旅客和「水貨客」專程來港購買各種奢

侈品和日用品，令這些貨品的價格被炒高。

有立法會議員曾指出，「一簽多行」收緊為「一周一

行」，短期內會令零售業表現轉差，但是若不推行「一周一

行」，香港巿民或會持續不禮貌對待遊客，長遠對業界的負

面影響或會更大。

另一方面，「中國大媽」從昔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的居家婦人，慢慢變成主導家中經濟的女強人，以及推動經

濟的重要力量，顛覆傳統思想。

作者簡介：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
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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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語 延 伸 閱 讀

資料資料AA：：20032003年推行個人遊後內地來港遊客數目年推行個人遊後內地來港遊客數目

■義烏市青岩劉村一家木製玩具網店的員
工在整理發貨商品。 資料圖片

■一年一度的「雙十一」全民網購令快遞人
員忙個不停。 資料圖片

■「大媽」們在廣場跳舞。 資料圖片

■網絡購物勢頭正勁。圖為內地某倉儲運
分揀中心全景。 資料圖片

■內地電子商務
發展迅速。圖為
內地國際商貿城
的電商企業人員
在整理商品。

資料圖片

■內地旅客正在挑選首飾。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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