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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減政治化 通識漸回正軌
涉電競電子支付等生活化題目 資深教師讚選材新穎

文憑試核心科目昨日起開考，

率先應考的通識科有近4.6萬名考

生參與。今年通識科考試未有再

偏重政治元素或借意挑動矛盾的

內容，有回到正軌之勢，多條題

目問及電競產業、電子支付、網

絡資訊影響人們看待健康與疾病

等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

有資深通識科教師形容，今屆試

題選材新穎、前衛，顯示該科出

卷方向趨向均衡；亦有教師指

出，今屆試題問法看似較直接，

惟考生需要注意題目細節，不要

錯失題目中「最」、「顯著」等

關鍵字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本港疫情持續，香港書展去年曾
兩度延期，為協助受影響的本地
參展商，特區政府將於「防疫抗疫
基金」下撥款1,000萬元，為每家
原已登記參與的本地參展商提供
一次性15,000元財政支援，協助
他們開拓書展以外銷售渠道，約

有610家本地參展商（政府部門除
外）受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昨日表

示，主辦香港書展的貿易發展局將
於日內就發放資助與相關的參展商
聯繫。資助可於核實相關參展商資
料後約4星期內發放，預期大部分
發放安排可於5月內完成。

商經局指，一年一度的香港書
展是本地出版及印刷界最主要的
銷售及宣傳平台，疫情導致去年
的書展需兩度延期，嚴重影響參
展商。有關財政支援可助他們在
來屆書展開展前，開拓網上等其
他渠道促進銷售，支援業界度過
這段困難時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目標在今個立法年度
內，向立法會提交訂立劏房租務
管制措施的條例草案，並進行審
議。運輸及房屋局昨日透露，若
立法程序順利，有信心明年首季
落實執行條例，並指有關15%的
加租幅度上限建議，只是額外防
線，將會再作研究。

倡加租上限10% 與公屋看齊
立法會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

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劏房租務管
制研究報告，多名議員關注報告
建議的租金加幅上限定於15%是
太高。民建聯柯創盛提出，劏房
租金加幅上限應該與公屋看齊，

「是否可再考慮跟隨房委會，加
租幅度看齊定在10%。」
新民黨葉劉淑儀亦認為，一個

租約最多只可加10%才合理，特
別是報告不建議規管「起始租
金」。
實政圓桌田北辰則認為，應該

設立「起始租金」，並將租金上
限定為應課差餉租值的三成。
運房局主任（特別職務）陳嘉信

回應指出，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
作小組研究顯示，同一大廈，甚
至同一單位內的劏房，坐向不同
等，都會令租金有很大差異，認
為一刀切設立「起始租金」會產生
爭拗，而設立上訴機制亦需時，
達不到盡快幫到劏房戶的目標。

他續指，房委會是推行公營
房屋機構，有責任確保租金不
能高於居民負擔能力，但劏房
的業主是做生意，不是提供社
會性房屋，兩者未必可合理比
較。而基本法保障市民產權，
任何租金管制措施都不能不合
比例地侵害業權人的產權，否
則有機會受法律挑戰。
陳嘉信重申，有關15%加租上

限只是額外防線，事實上過往的
加幅曾超過兩成，「大家（議
員）對加幅定於 15%（是過
高），或可再降低些，相信政府
高層會聽到意見。」他強調，劏
房租管並非要壓抑租金，只希望
限制租金加幅。

劏房租管草案料明年初落實

1000萬撥款助書展展商捱過疫境

過去通識科考試政治題氾濫，以至別有
用心的「黃師」借機大模廝樣地把政

治帶入校園，影響莘莘學子，被指是通識科
「異化」問題嚴重的其中一個原因。在學科
即將大幅改革之際，今年試題亦似漸趨向正
軌，涉及多元議題與內容。其中在卷一必答
題分別問及郊野公園丟棄物、全球可再生能
源趨勢與中國太陽能的應用、電競產業發展
的優勢與困難等。
至於卷二的延伸題，其中一題涉及網絡資
訊如何影響公共衞生及醫療專業人員的角
色，當中資料亦提到不正確網絡資訊會如病
毒般傳播帶來不良影響；另兩題則探討電子
支付影響和創科對香港青年就業的機遇及挑
戰，以及港人運動習慣與文化體育資源投放
的內容。

鄧飛：出題均衡合時代需要
資深通識科老師、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
飛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過去
九年的通識科考試中，有六年涉及政治題
目，今年的考題卻談及網絡資訊影響疾病預
防與醫治、電競產業等各種範疇，不僅切合
時代需要，更讓整個通識科的出題方向稍微
均衡了一點。
鄧飛認為，本屆通識科題目難度不亞於歷

屆試題，並形容題材前衛及新穎，「學生可
能打遊戲很厲害，但他對整個電競產業不一
定有了解；又例如香港電子支付普及程度
低，學生也需要有一定的認識才能作答。」
本身有任教通識科的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

燕形容，整體而言本屆試題難度與往年相
若，雖然必答題問法較直接，但仍有一些出
人意料之處，例如第一題考驗學生是否熟悉
「生活質素」的關鍵概念，以往較少見。
她續指，雖然今年題型相若，惟考生作答

時不能掉以輕心，「如卷二第一題問及多大
程席同意『醫療專業人員在維持公共衞生方
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考生應留意突出
『最』字所要求的比較元素，可選取政府、
藥廠、病人組織等其他持份者作比較。」

考生：卷一題目較簡單
創知中學中六考生朱瀚霖表示，本年卷一
題目似乎較簡單，「主要要求考生圍繞資料
作答，以往試題有要求考生『就你所知』進
行作答，範圍更廣，難度更高一些。」
同校考生余愷亦認為卷一較淺易，「閱讀

資料內容直接，沒有往年那麼刁鑽。」
在卷二方面，考生陳清濤認為，比起歷屆試

題有點難度，「光是選題已經花了5分鐘的時
間，因為今年數道題目的問法類似、所佔分數
一樣，我要想清楚要以什麼論點作答、如何突
出『比較』的部分，需要想得更仔細。」

兩生要隔離 轉檢疫中心應考
疫情下為方便照應與追蹤，考評局今年安

排大部分考生於原校應考核心科，非中六生
暫時不用回校；而各試場都繼續加強防疫措
施，為保持座位距離，昨日考試共安排462
個禮堂試場及572個特別試場。另外，昨有
兩名因疫情而隔離的考生獲安排於竹篙灣檢
疫中心應考，另有19人需要於考試前完成強
檢，16人如期考試、兩人遲到、一人缺席。

●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昨日開考，有近4.6萬名考生應考。
●黃麗燕表示，今屆通識科試題難度
與往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考生朱瀚霖、余愷及陳清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5載歷史安運旅遊結業 遣散3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
疫情困擾香港逾年，各行各業大
受打擊，旅遊業首當其衝幾乎停
擺，昨日再有旅行社不敵經濟不
景的壓力，在「旅遊氣泡」公布
啟動前夕倒閉。有35年歷史的安
運旅遊全線結業，約30名員工被
遣散，200名旅客受影響，涉及
約400萬元旅費。
創辦於1986年的安運旅遊總行

設於觀塘，另有3間分別位於旺
角、銅鑼灣及荃灣的分店。曾在
去年兩期「保就業」計劃中，共
獲得410萬元補貼，當時的承諾
受薪僱員人數為81人。
不過，安運旅遊突然發出公告

指，因疫情嚴重影響旅遊業收入
與運作，公司全線結束營業，餘
下30名員工被遣散，並將根據
《公司條例》進行清盤程序，債

權人稍後將會收到有關清盤事宜
的書面通知，現時安運旅遊的網
頁及社交專頁均已停止運作，多
間分店大門緊閉，舖內情況不
明。

200客受影響 涉400萬旅費
旅遊業議會表

示，安運倒閉影響
約 200 名旅客，涉
及 約 400 萬 元 旅
費，若顧客持有印
花收據，則可享旅
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申請賠償。
旅遊業議會主席

黃進達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
相信安運結業是個
別事件，暫未聽聞

有其他旅行社考慮結業，「疫情
期間維持業務好困難，部分大型
企業多分店，需要搵母公司支
持；小型企業則選擇搬去更細地
方營業慳租金，大家都用不同方
法堅持住，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半
途而廢。」

●有35年歷史的安運旅遊全線結業，分店大門
緊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考生進入試場前需先遞交健
康申報表。 考評局供圖

▲考生進入試場前需先
量度體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