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珊瑚白化與環保教育

善用文化課題教好公民科中國製造新方向
中國被譽為 「世界工

廠」 ，但有別過去以價廉
物美取勝，中國的製造業
已從勞力密集轉到資本密
集，再轉向技術密集。根
據聯合國《2018年工業
發展報告》，中國在全球
製造業增加值中所佔比重

最大，超越排名第二的美國。然而，內地受
疫情衝擊及國際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影響，
反映製造業趨勢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在今年5月錄得自2020年3月以來的
新低。在經歷轉型的同時，中國製造業如何
克服重重挑戰找到新方向呢？
人數僅次農林牧漁 製造規模連續12年第一

《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詳細披露
了全國及各地區的就業人口情況，在20個大
類行業中，製造業佔就業人口高達18.1%，
僅次於農、林、牧、漁業；從省份看，浙江
製造業從業人員佔比最高，廣東緊隨其後。
此外，中國在2021年製造業增加值規模達
31.4萬億元，佔GDP比重達27.4%，自
2010年以來，已連續12年世界第一，在聯
合國產業分類中是全世界唯一擁有所列全部
工業門類的國家。然而，在這些舉世矚目的
數據背後，是否代表中國已由製造大國蛻變
為製造強國呢？
以往進口日瑞球珠 自行研發擺脫依賴

作為世界上最大圓珠筆的生產國，中國
在過去卻高度依賴向日本及瑞士等國家進口
筆尖上的球珠。原來生產一個小小的圓珠筆
頭需要20多道工序，因為筆頭裏面有不同高

度的台階和五條引導墨水的溝槽，

加工精度要達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數量級。為
了擺脫進口原子筆鋼珠的依賴，中國的太鋼
集團在電子顯微鏡下終於看到了微量元素分
布均勻的筆尖鋼，並且經過十多次大規模煉
鋼後，生產出第一批切削性好的鋼材。太鋼
生產出來的筆芯正在進行極限測試，筆芯都
要連續不斷地書寫800米不出現斷線情況。
這個故事反映中國製造業在科技含量、技術
水平及產品質量等方面仍有相當大的趕超空
間。
荷蘭壟斷光刻機市場 美國打壓只能自強

在近年的中美科技戰，生產芯片的光刻
機成為中國在發展高端科技上的另一個樽
頸。一直以來，荷蘭的艾司摩爾公司
（ASML）差不多壟斷了市場，佔有全球超
過80%的市場份額，一台7納米光刻機售價
已經超過6億美元。在美國的制約下，
ASML 14納米以下的製程設備禁止出口中
國。雖然首台國產28納米工藝浸沒式光刻機
預計能在今年交付，以滿足射頻、藍牙、功
放及電器驅動等絕大部分邏輯芯片及大部分
數字芯片的要求，但國產光刻機的廠商現階
段未完全掌握覆蓋芯片設計工具軟件
（EDA）的全流程，所以在生產高端芯片上
仍處於較被動地位。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憑強大的
精神和氣概，幾經艱苦終於自行研發出 「兩
彈一星」 ，為今天不可動搖的國際地位奠定
了基礎。現在國家雖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在科技上的不斷打壓，但只要中國人能
將上一代百折不撓的堅毅精神傳承下來，定
能攻克難關為中國的製造業開創另一個高
峰。

思考問題：
1.你認為現今中國的製造業在哪些領域

具備優勢？（提示：可從高鐵、5G
網絡、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等領域考
慮）

2.你認為現今中國的製造業遇到什麼挑
戰？（提示：疫情影響生產及物流、
外資流入減慢及歐美國家在技術轉移
的限制等方面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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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旨在讓學生透過學習關
於香港、國家及當代世界
的課題，培養學生國民身
份認同；學習目標之一是
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加深
個人對國家民族的了解和

認同。近年，國家不同的機構和有心人致力
傳承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帶動華服潮流，引
發海內外關注，以此作為公民科的教學課
題之一，實在合適不過。

今年十月八日，由夫子會主辦，樹仁大
學歷史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協辦的第
四屆華服論壇，邀請了不同地區的學者和嘉
賓出席，介紹華服的歷史知識，分享推廣華
服的經驗，並得到前日本首相特別顧問原丈
人和馬來西亞駐港澳總領事木山利到場支持
和致辭，令在座數百名師生獲益良多，想必
有助推動華服在香港的推廣。正如樹仁大學
首席副校長孫天倫致辭時所言，華服在中華
文化內有五千年的傳統，不但能夠彰顯中華
民族的禮儀，各民族的流行服飾亦展現中華
文化 「和而不同」 價值觀。

事實上，將華服的課題或教學例子引入
公民科，不但可豐富文化教育的內涵，對推
動正向價值和國民身份的建構也有所裨益。
縱觀課程文件，主題一之下有 「國家情況與
國民身份認同」 的課題，引領同學認識中華
民族的組成；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的課題，則介紹香港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
視野的文化特質；主題二之下 「人民生活的
轉變與綜合國力」 的課題教授了當代中國文
化軟實力，配合內地考察之中華文化遺產的
保育與承傳，可以讓香港新一代認識博大精
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了解國家保育各種物質
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舉措，並了解當前中國
社會在民間承傳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努力。

內地近年再次興起 「華服熱」 或 「漢服
日」 ，正是中國人對國家民族文化自信和熱

愛的表現；也是國家推動文化承傳的纍纍碩
果。以此為學習課題，又或者在講述相關課
程內容時引入華服為例，不但可配合和深化
課程內容，更可以令傳統文化的學習更具時
代感和趣味性。此外，公民科可以跟中國歷
史科合作，以跨學科的形式講解華服所體現
的中華文化特質，也可以配合課外活動，與
藝術科或家政科合作，舉辦華服時裝設計和
表演的課外活動，展現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增加同學對本科的學習動機。特別是公民科
在文憑試只設達標和不達標兩個層級，應付
公開試已不能發揮鼓勵學習的動力，如何把
課程教得有趣和活潑，令公民科成為學生喜
歡的科目，學習華服這類生活化、富趣味和
具創意的課題，實在應該多加發掘。

依筆者之見，漢服與華服的概念有所不
同，華服除了傳統漢族服飾外，更包括其他
民族服裝，且涵蘊中華服飾不斷吸收各族所
長而承傳立新的過程，而非定格於孔子先秦
時期，亦不以 「交領右衽」 為獨尊。因此，
華服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衣飾，具有兼容並
包之精神和推陳出新的活力，體現了中華民
族的優秀面，而近年興起的華服熱潮則展示
了國人的文化自信，是國家崛起的時代見
證。因此，教授華服的課題或教學例子時，
不同科目應各有分工，公民科的重點不應放
在傳統華服知識或工藝水平，而是闡述華服
在國內外流行的意義，強化正向價值教育的
施行，從文化傳承角度推動國民身份的建
構。

專家修復珊瑚潛水者易誤傷珊瑚 香港珊瑚白化

資料A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香港分會海洋

保育項目經理指出，珊瑚白化主要因極端天氣
和人為因素。香港今年7月的氣溫實在太高，
珊瑚在炎熱天氣下未能適應，從而導致珊瑚白
化。而人為因素則是一些珊瑚棲息地，同時是
港人熱門潛水地點，潛水或浮潛者可能在潛水
時，不慎撞到一些珊瑚。他明白潛水者都是無
意破壞，所以就更需要加強教育，提醒公眾。

（資料取材自2022年的新聞報道）

生物科技助珊瑚再繁殖
資料B

為了救助這些珍貴的珊瑚，有大學教授在
2018年成立珊瑚學院，尋找一些珊瑚碎片，用
生物科技及養殖缸令牠們再生長，同時又培植
一些珊瑚，幫助進行授精以作繁殖。2019年，
他們已經救助200塊珊瑚碎片再繁殖，以及
100個珊瑚幼苗。

（資料取材自2022年的新聞報道）

資料C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定期與中大珊瑚

學院合作，未來會在WWF海下灣海洋生物中
心，繼續推廣珊瑚培育及教育工作。他們希望
繼續邀請公眾參與珊瑚保育及調查工作，如果
懂得潛水，將有機會親身到水中，不懂游泳也
可以乘坐玻璃底船觀看珊瑚群落修復點，以及

在中心親自照顧珊瑚碎塊。
（資料取材自2022年的新聞報道）

（a）哪些是導致香港珊瑚白化的原因？解釋
你的答案。（6分）

首先，氣候暖化是導致香港珊瑚白化的其
中一個原因。根據資料A，香港今年7月的氣溫
高，珊瑚在炎熱天氣下未能適應，從而導致珊
瑚白化。適合珊瑚生長的海水溫度應介乎20至
28℃。但由於全球暖化，香港的氣溫持續上
升。當水面溫度高於珊瑚適宜生長的溫度，大
多數的珊瑚將從體內排出共生藻，導致白化現
象。因此，氣候暖化是導致香港珊瑚白化的第
一原因。

第二，人為因素是導致香港珊瑚白化的另
一原因。根據資料A，一些珊瑚棲息地，同時
是港人熱門潛水地點，潛水或浮潛者可能在潛
水時，不慎撞到一些珊瑚。當珊瑚被潛水者長
期地踐踏時，珊瑚的結構將被破壞，使珊瑚主
體碎裂。而珊瑚碎片脫離主體後，容易被泥沙
遮蓋陽光，導致白化現象。所以，人為因素是
導致香港珊瑚白化的另一原因。

（b）資料B及資料C各自描述一個處理資料A
所顯示問題的方法。你認為哪一個方法較能解
決該問題？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解
釋你的答案。（8分）
資料B（人工培植）較能解決問題

我認為資料B人工培植較能解決珊瑚白化
的問題。

從時效性方面，人工培植較教育公眾更快
達至保育珊瑚的效果。資料A顯示本港因天氣
和人為因素而出現珊瑚白化的現象。香港的珊

瑚白化問題若需要得到及時解決，則人工培植
的方法較教育公眾有效。由於教育公眾往往需
要很長時間，對珊瑚保育的效果難以量化計
算。相反，人工培植能短時間內有效增加珊瑚
的數量。資料B顯示，2018年成立的珊瑚學
院，在短短一年已經救助200塊珊瑚碎片再繁
殖。可見，人工培植更能迅速地顯示到保育珊
瑚的效果。因此，從時效性方面，人工培植較
教育公眾更有效。

從針對性方面，人工培植較教育公眾更能
救助處於垂死邊緣的珊瑚。教育公眾需要花費
大量資源，而教育的對象往往非常廣泛。有時
候會教育一些潛水者應遵守的規矩，但亦有時
候會教育一些根本不參與水上活動的人。結
果，教育後根本不會有機會去應用所學的知
識，資源未能集中在救助瀕死的珊瑚上。相
反，人工培植能針對性地解決現時需要協助的
珊瑚上。例如資料B指出的人工培植方法，會
尋找一些珊瑚碎片，用生物科技及養殖缸令牠
們再生長，同時又培植一些珊瑚，幫助進行授
精以作繁殖。這能及時救回本將步向死亡的珊
瑚，令珊瑚得到重生的機會。可見，人工培植
更能針對性地救助白化的珊瑚。故此，從針對
性方面，人工培植較教育公眾更有效。

資料C（教育公眾）較能解決問題
我認為資料C教育公眾較能解決珊瑚白化

的問題。
從根源性方面，教育公眾較人工培植更能

從源頭解決珊瑚白化的問題。資料A顯示，本
港珊瑚白化現象主要是因為氣候暖化和人為因
素而造成。而氣候暖化實際上也是因為人為活
動令溫室氣體排放過多而造成。由此可見，珊

瑚白化的根源是人類缺乏環保意識。所以，若
希望從根源上着手，則必須加強人們保育珊瑚
的意識。教育工作如資料C中所述的海下灣海
洋生物中心，能推廣保護珊瑚的重要性。讓大
眾知道如何改變日常生活習慣以避免珊瑚白
化。反之，人工培植只能暫時救回垂死的珊
瑚，但並不能阻止有更多珊瑚被人們破壞，所
以人工培植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故此，從根
源性方面，教育公眾較人工培植更能解決珊瑚
白化的問題。

教育廣泛喚起保育意識
從廣泛性方面，教育公眾較人工培植能更

廣泛地宣傳珊瑚保育意識。人工培植往往只由
珊瑚保育專家和保育團體等進行，他們佔社會
上非常小的部分，未能讓更多人關注珊瑚白化
的問題。相反，教育公眾能喚起大眾的注意，
即使是一些平時不關注海洋生態的人，也會因
到訪資料C的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而增加環境
保育的知識。正如資料C所述，即時不懂游泳
的參觀者，也可以乘坐玻璃底船觀看珊瑚群落
修復點，以及在中心親自照顧珊瑚碎塊。畢竟
保育珊瑚不能只單靠小部分人的力量，大眾必
須了解日常生活排放的溫室氣體已有機會令珊
瑚白化。因此，教育公眾能加強廣大市民的保
育意識，集合群眾的力量一起解決珊瑚白化的
問題。總括而言，從廣泛性方面，教育公眾較
人工培植更能解決珊瑚白化的問題。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藍字為例子／引用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