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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各國競爭激烈。中國正面對人口老化、勞動力

供應減少及工資持續上升的壓力，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因此，中國政府於

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發展新經濟」及「品質革命」等戰

略，藉此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綜合

國力提升。本文希望探討影響中國製

造業的因素及其與綜合國力的關係。

■林晉榮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理事、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通識科教師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內看可持續發展 外看技術合作 延
伸
閱
讀

尖 子 必 殺 技

2015年，中央政府宣佈了中國未來10年
的製造戰略計劃－《中國製造2025》
（下稱「計劃」）。計劃意味中國的製
造業將逐步轉型，由傳統低附加值的製造
業轉趨中高端製造業，並從創新、質量、
綠色科技等領域入手，優化生產效能，促
使中國製造業強國的地位不斷提升。
針對中國政府在製造業的發展方向，同
學可嘗試抽取其中較為相關的單元分析。
筆者現在會以「現代中國」和「全球化」

舉例說明。

跨單元看「知識產權」
在「現代中國」中，其中一個課程內容

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影響其綜合國力，
並推動可持續發展。同學不妨討論：「計
劃在經濟、資源、科學與科技及社會發展
等指標如何影響中國的綜合國力？」例
如，在科學與科技，中國發展創新製造業
時，將對某些領域的技能，例如專業服務

（保護知識產權）、高科技生產技術有龐
大需求。除了香港，內地亦可與不同外國
企業進行技術交流，這些均能提升科學及
科技實力，從而增進綜合國力。同學在學
習時，可嘗試從上述各個指標，探討這計
劃對中國的綜合國力會帶來哪些影響。
而在「全球化」中，有人可能會提出：

「這計劃可能會加劇中國與外國製造業的
競爭。而且，中國在保障知識產權的法律
相對落後，外國企業對與中國進行技術交

流會相對保守。」同學可以從正反兩方撰
寫觀點。在中國政府管治框架和全球化風
氣下，中國是否願意與西方國家加強合
作，互惠互利？例如，中國在公佈計劃
後，已與德國簽署文件，雙方加強戰略合
作。同時，中國又有什麼措施以保障外國
企業的知識產權呢？同學可以多搜集資
料，增加對議題的了解。

■鄺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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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轉型 綜合國力升

（a）國際競爭環境：泰國、墨西哥、印
度及印尼地區的製造業成本較中國低，吸
引不少外資把生產線遷到該處，令中國
「世界工廠」的地位受到挑戰。
世界經濟發展：經歷金融海嘯、金融危

機等，經濟受挫，部分外資企業規模縮小
或撤出中國市場。加上部分已發展國家實
行「工業再發展」，鼓勵企業回國發展，
以振興經濟，間接引致外資從中國撤走。
比較優勢：自2008年起中國實施《勞

動合同法》，以保障及改善工人的待遇，
以致勞動成本上升。
中國人口老化問題，人口紅利下降，也

增加了勞動成本。
能源和土地資源的價格近年不斷攀升，

加上近年重視環境保育，加強對工業排污
的規管和監察，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以獲取
最大利潤，紛紛撤資或縮小規模。
技術與品質：部分生產商製造的產品質
素參差，未能給予跨國企業和消費者信
心，打擊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b）很大程度上同意
經濟增長，促進硬實力：中國有優越的
基礎設施、完整的供應鏈，以及技術成熟
的產業工人，這將給製造業結構轉型提供
充足的時間和空間，有助成功轉型，長遠
有助提升中國的競爭能力和促進經濟增
長，提升中國的硬實力。
科技創新，促進硬實力：產業結構轉

型，努力向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
材料、航空航太、生物醫藥、綠色低碳、
智能製造等更高價值製造業轉變，由原來
的「世界工廠」轉為「世界智造廠」，將
推高中國的科技水平，增強科技力，有助
提升綜合國力。
改善形象，促進軟實力：產業結構向高

端工業轉型，有助提升對內對外形象，提
升國民的自豪感，有助增加政府的認受
性，從而穩定社會。
可持續發展，促進軟實力：低端工業生

產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趁中國產業結
構轉型的契機，可改善環境污染問題，而
且推出「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新能源
等，既可推動可持續發展，又可改善國際
形象，有助提升綜合國力。

很小程度上同意
社會不穩，降低軟實力：推動產業結構

轉型，或會引致大量低學歷和低技術勞工
被淘汰。他們沒有能力轉投高科技製造
業，所釋放的勞動力會引致出現結構性失
業的問題，引發社會的不滿和反對聲音，
有可能觸發群體性事件，影響內部的社會
和諧和國際形象，社會不穩無助於提升綜
合國力。
條件不足，不利經濟增長，降低軟實

力：全球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的競爭漸趨
激烈，中國一直以來只是世界工廠，要發
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
空航太、生物醫藥、智能製造等方面無疑
是起步較遲，在技術和人才欠缺下，要在
各國競爭者中突圍而出並不容易。

參 考 答 案

2015 年 5月，中國國務院印發
《中國製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
施製造強國戰略。這是中國實施製造
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
《中國製造2025》提出，堅持「創

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
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堅持
「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
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

主發展、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通
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
標。
第一步，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
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國製造業整
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
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
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
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背 景

2014年，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根據
工資水平、勞動生產力、能源成本和匯
率，分析了25個主要出口經濟體的製
造業成本競爭力指數。

指數以美國（100）為基準。指數愈
低，反映成本競爭力愈高。同樣一件產
品，在美國製造成本是1美元，那麼在
中國則需要0.96美元。

模 擬 試 題

（a）你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中國「世界工廠」的
地位？解釋你的答案。 （8分）

（b）「中國產業結構轉型有助提升綜合國力。」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12分）

想 一 想

《中國製造2025》主張「三步走」

工業4.0：即是「智能工廠」，利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組成物聯網及服務聯網，將生
產流程所有相關的機器設備、人員、流程與
資料連結起來，令生產流程更靈活、更有彈
性，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變化。
比較優勢：一個國家在生產某一種物品的

機會成本比較別國低時，那國家在生產那一
種物品上便擁有相對的「比較優勢」。

概 念 鏈 接

中國政府提出「中國製造2015」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企業的研

究創新能力，提升中國製造的技術含量，進行產業升級，應對

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不過，部分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歐

美日等製造業強國手中，技術以至品牌號召力仍有待改進。

結 語

（a）有別於導致單一結果「成因」，
「因素」屬中性字眼，需要清晰及準確的
概念化字眼；避免運用「太闊」的字眼去
歸納因素，例如：科技因素、經濟因素
等。
作答時，先解說因素的內涵及特徵，再

運用資料，解說該因素如何影響中國世界

工廠的地位。卷二的因素題，需要一定的
例子作輔助說明，方能獲取高分。
（b）本題的討論中心是「產業結構轉

型」對提升「綜合國力」的有效性，作答
時，宜先就主要概念詞，如產業結構轉型
及綜合國力進行角度拆解及詮釋。
選擇不同意的立場，可以思考影響中國

製造業發展的內部及外部因素如何不利產
業升級的實踐，從而最終不利綜合國力的
提升。一些經常運用的成效準則，例如：
「治標VS治本」、「長期VS短期」、
「反效果」等，可以套用在成效論述方
面。加入有關當前中國製造業的例子，
「情境化」有關討論，有助提升說服力。

曾幾何時，中國被稱作「世界工
廠」，向不少發達國家輸送廉價商品，
也推進了自身經濟的高增長。近年來，
中國出現外資企業撤離現象，例如東莞
出現了企業倒閉和外資搬遷潮。微軟及
諾基亞等跨國企業將設在中國的工廠遷
往越南，導致9,000名工人失業。
不過，中國有優越的基礎設施、完
整的供應鏈，以及技術成熟的產業工
人，這將給中國製造結構轉型提供充足
的時間和空間。

中國工業在經過多年的迅猛發展之
後，由中低端製造業逐步向高端製造業
轉變。
曾經是服裝、玩具等廉價商品的全

球工廠—正在努力向新一代信息通
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太、生物
醫藥、綠色低碳、智能製造等更高價值
製造業轉變。產業結構的轉型，將是中
國製造由原來的「世界工廠」轉為「世
界智造廠」的起點，把製造業升級至工
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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