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國家統計局早前發佈數據顯示，上個

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
漲2.1%，漲幅重返「2時代」，並創半
年新高。10月食品價格環比下降0.6%，
其中豬肉和蛋類價格月環比分別下降
2.8%和4%。但內地部分能源產品價格回
升，醫療服務、衣着加工服務費、家庭
服務等部分服務價格繼續上漲，推升
CPI上漲。同時，低基數效應也是推動
CPI同比反彈的主要原因。

■節自《通脹重返「2時代」創半年新
高》，香港《文匯報》，2016-11-10

持份者觀點
1.專家：近期物價漲幅有望保持相對穩
定，內地經濟尚未面臨通脹壓力，預計
貨幣政策延續當前中性穩健基調。
2.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
梅：受食品價格環比下降影響，10月份
CPI環比下降0.1%。
3. 招商證券宏觀分析師閆玲：當前內地

經濟需求穩定，且2017年春節較2016年
提前，春節效應將會支撐通脹持續上
行，但通脹漲幅相對溫和，預計貨幣政
策延續當前的基調。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CPI指什麼？
2. 承上題，哪些產品及服務價格繼續上

漲推升CPI？
3. 你如何理解「低基數效應也是推動

CPI同比反彈的主要原因」？

內地通脹重回「2時代」

新聞撮要
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多地近日相繼
出現重污染天氣，從黑龍江哈爾濱開
始，污染氣團一路向西南偏南方向傳
輸，直至山東半島、江蘇和安徽北部，
波及6個省份30多個城市，跨越1,600
多公里，多個城市「爆錶」，污染程度
之重、影響範圍之廣為歷年少有。中國
環境保護部早前召開會商會議分析認
為，主要原因是大氣污染物排放量過
大，而不利的氣象條件是重要誘因。
■節自《環保部：多地預測天氣污染

能力不足》，香港《文匯報》，
2016-11-08

持份者觀點
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柴發合研究員：
此次污染始發點黑龍江省哈爾濱、綏化
和大慶一帶的冬季燃煤採暖和秸稈焚燒
排放，是導致區域性大範圍重污染的
「元兇」。
2.環保部：各地普遍存在重污染天氣預
測預報能力不足、響應級別偏低等問

題。
3. 市民：霧霾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常
年呼吸這樣的空氣讓我特別恐懼。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此次內地重污染覆蓋哪些
地區？

2. 承上題，這次重污染的「元兇」是什
麼？

3. 你認為政府可從哪些方面大力整治霧
霾？

學校上月周會邀請了本港社會企業Green Monday到
校分享。該組織一直鼓勵大家茹素，並由小步做起，每
周一素，令生活更健康、環保、低碳，實踐可持續發
展。其中多着墨在環境角度剖析多吃素、少吃肉的好
處。現再從人道角度談談殺生吃肉。

肉食工業背後殘忍血腥
眾所周知，現代的畜牧業已經不應歸類為農業，而應
視之為肉食工業，在工廠進行大規模屠宰。那些豬牛羊

雞鴨鵝肉生產的背後，是何等的殘忍血腥。以前面對碟
上的一塊肉扒，我們選擇不聞不問，但求滿足口腹之
慾。但如今資訊發達，透過動物權益組織或其他非政府
組織的揭露，我們經常在不同媒介，目睹屠宰工場的牲
畜被宰殺的慘狀，見到飼養場的鵝被強迫餵食以養肥肝
臟，看到鯊魚如何被割下魚鰭，以至貂鼠被活生生扯走
毛皮、兔子被活生生拔下絨毛，這些血淋淋的畫面，豈
能不令人動容？
儒家聖賢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當我們知道這些實況後，
的確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們面前的一碗魚翅羮，背後就
是一幅一條被割去魚鰭，掉回海洋載浮載沉，痛苦掙扎
等待死亡的畫面。你還可以選擇不聞不問，開懷地吃？
至於從宗教角度看，佛教慈悲、戒殺生、相信眾生皆有
靈的信念，就更是徹頭徹尾支持茹素。

不吃肉對健康影響不大
營養學家告訴我們，肉類所含的一些維他命及蛋白質

等維生元素，其實幾乎全部都可以在蔬果中找到，換言
之，不吃肉對我們的生活，影響不是太大。愛護動物、
尊重生命、支持可持續發展、維持生態平衡，這些理念
值得大大推廣，再加上個人飲食健康的考量，環保素食
實在值得支持。
社會可以是很簡單的，有需求才有供應，那麼無求就
無供。我們見到一些針對魚翅、皮草的社會運動已見成
效，可以證明只要肯行動，總有成功的一天。只要消費
者都漸漸捨棄嗜肉之心，多茹素，則眾生幸矣。

■劉尚威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通識科老師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早前提交
最終報告，就教育局、學校、家庭、
社福界及媒體等多方面提出合共26項
建議。報告指出，學生自殺涉及精神
健康、朋輩關係、學習壓力等因素互
相影響，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係，但
亦強調應作檢視及改善，以支援及保
護學生免受自殺風險影響。
■節自《26 招防自殺 減功課紓

壓》，香港《文匯報》，2016-11-08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局方正致力研
究簡化課程和考評方式，希望學校減
少功課及鼓勵大學收生多考慮學業以

外表現，助學生減壓。
2. 委員會主席葉兆輝：精神健康問題
跟學生適應及情緒狀況互有影響，說
明改善精神健康服務的重要性。
3. 學生：我感到壓力和困惑時很難找
到有效途徑發洩情緒，很希望能得到
專業指導。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學生自殺受哪些因素影

響？
2. 根據你的了解，談談當下針對學生

的精神健康服務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善？

3. 你認為哪些措施可降低學生自殺
率？

新聞撮要
香港胸肺基金會與香港胸肺學會委託

香港健康網絡，在今年4月至6月進行網
上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受訪者
最少平均每三個月發一次呼吸系統疾
病，25.9%人更是每月發病，但只有
48.9%人出現病徵時會服用醫生處方藥
物，有多達40.5%人沒有求醫服藥，坐等
病徵消失，反映不少市民輕視呼吸系統
疾病，亦較忽視預防措施，情況令人憂

慮。
■節自《四成呼吸病患拖症不求

醫》，香港《文匯報》，2016-11-07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胸肺基金會主席譚卓賢：患者出
現病徵應認真治理，並定期進行身體檢
查及遠離致敏原。
2. 市民：政府應改善環境污染，以減少
呼吸系統疾病發病率。

3. 香港胸肺學會會長蘇潔瑩：如果持續
有咳嗽、喉嚨痛、多痰及氣促，便代表
病情已惡化，需要求醫，不可忽視。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受訪者患呼吸系統疾病的

頻率為何？
2. 承上題，患者不願求醫反映什麼問

題？
3. 你認為政府可以推行哪些舉措以減少

市民患呼吸系統疾病幾率？

新聞撮要
香港研究協會在10月11日至23日，在

香港進行街頭訪問，取得811名市民對聖

誕節消費的意見。今年經濟轉差加上聖誕
節公眾假期較短等因素，令72.9%的受訪
港人打算在聖誕期間留港消費，不打算離
港旅遊，另有逾30%的市民打算提高聖誕
消費預算，送禮予伴侶及朋友，大部分集
中於501元至2,000元不等，預料今年大部
分市民留港消費有望帶動疲弱的消費市
道，商場有望「旺丁又旺財」。
■節自《逾七成人擬聖誕留港消費》，

香港《文匯報》，2016-11-07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研究協會副總幹事吳偉民：市民在
經濟表現一般的情況下，仍願意提高節日
消費預算，可見港人重視聖誕節並較願消

費。
2. 專家：選擇離港的港人多會到內地，應
該是受到人民幣貶值及假期較短等因素影
響。
3. 市民：我在餐飲和娛樂方面只計劃花
500元左右，但會選擇較體面的「名牌禮
品」及「珠寶首飾」等作為聖誕禮物。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幾成受訪港人計劃留港消

費？
2. 承上題，根據調查，預計今年聖誕香港
消費市道將呈現什麼狀態？

3. 願意投資聖誕禮物，可反映出港人哪些
心理認同？

殺生吃肉殘忍 環保茹素健康

燃煤燒秸稈 難見晴朗天

學生自殺「元兇」眾多

呼吸疾病易忽視 四成患者不求醫

逾七成市民擬聖誕「足不出港」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選情緊湊的美國大選早前完成投
票，反建制旗手、共和黨候選人特
朗普，連奪多個搖擺州份，最終以
壓倒性的優勢擊潰對方，成為美國
第四十五任總統。選戰結果令美國
內外不少民眾感到恐慌，全球政經
和社會前景亦蒙上陰影，觸發股市
大跌，政治領袖亦表達憂慮。分析
指，特朗普當選反映美國草根階層
對現行體制的否決，亦可能加劇全
球反建制浪潮。
■節自《特朗普當選美總統狂

人主白宮》，香港《文匯報》，
2016-11-10

持份者觀點

1. 特朗普：那些沒支持我的人，
我現在尋求你們的指引及幫助，
共同合作並團結我們偉大的國
家。
2. 德國總理默克爾：特朗普要守
護民主價值，兩國才能緊密合
作。
3. 法國總統奧朗德：選舉開啟了
一個不確定的時期。

4. 《紐約時報》：選舉結果顯
示，美國政商精英長期漠視藍領
白人和工人階層，全球化和多元
文化主義令這批選民無法得益。
特朗普在民粹思潮和政治兩極化
的局面下當選，是對美國長期建
構的民主理想一次無情打擊，不
但令美國震動，反建制的衝擊波
亦擴至全世界。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請指出美國大選的
結果為何。

2. 承上題，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後
引發什麼影響？

3. 有人認為「特朗普當選反映美
國草根階層對現行體制的否
決」，你怎麼看？

「特狂」主白宮 世界從此多事？
一周時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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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近日出現
重污染天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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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衛 生

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每四年舉行一次的間接選舉，以產生總統及副總統。各州選民投票選擇美國
總統，獲選票過半數的候選人將獲得該州全部選舉人票，然後計算各州選舉人票之和，獲得半數以上
選舉人票的候選人將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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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大部分受訪者期望收到的聖誕禮物
是名牌禮品及珠寶首飾。 資料圖片

■■特朗普成為美特朗普成為美
國第四十五任總國第四十五任總
統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