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訂的首項自
由貿易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簡稱CE-
PA。CEPA是內地第一個全面實施的自
由貿易協議，也是國家主體與香港、澳
門單獨關稅區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
議。二十年來，CEPA的成功見證着內
地與香港制度性合作新路徑的成功，也
體現「一國兩制」原則的成功實踐。
在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民
科）主題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當
中，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其中一個學習重點，就是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與促進香港發
展的關係」，在補充說明便有「涵蓋的
範圍；內地和香港的受惠之處」。
事實上，在以往的高中通識教育科課

程中，單元二「今日香港」在述及兩地
關係時，也有述及CEPA。那麼CEPA
對於香港經濟發展有何重要呢？兩地又
有哪些方面受惠於CEPA呢？
公民科老師在講述有關CEPA的重點

時，首先要說明CEPA的獨特之處。根
據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的介紹，CEPA
是一份開放及不斷發展的自由貿易協
議，涵蓋的四大範圍包括：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投資及經濟技術合作。
以貨物貿易為例，在貨物貿易領域當

中，內地對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全面實
施零關稅；合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例
如建築師、結構工程師、律師、醫生，
可以通過CEPA兩地資格互認或考試的
安排，獲取內地的專業資格。以最簡單
的話語來講，就是內地與香港在上述範
圍中做到相互兼容。
由於中央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管

治方針，因此在很多範疇及專業領域上
兩地有着不同的制度，通過CEPA便能
讓兩地制度得到一個協調，香港能做到
「走進來」，內地能做到「走出去」。

特別的是，CEPA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與時並進。自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訂
的首項CEPA後，多年來兩地多次作出
增補，以配合國家整體及兩地發展的實
際需要。例如，中央政府於2019年11
月6日公布允許香港法律執業者同時受
聘於一間至三間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顧
問，而法律顧問的聘用亦會由核准改為
備案管理，並無須年度註冊。
此外，國務院辦公廳於2020年印發

《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
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制
定了大灣區執業考試及業務範圍等規
定，讓香港的執業律師和大律師取得
內地執業資格後，可在大灣區內拓展
專業法律服務。國家堅持全面依法治
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國家其
中一個對外門戶以及實行普通法法律
制度的城市，香港法律界人士可通過
CEPA進入內地開展業務，同時為推進
法治建設出一分力。
上文提及的僅為CEPA內容的小部

分。事實上，公民科老師在講述內地和
香港通過CEPA所取得的受惠之處時，
並不一定要偏重於CEPA的內容條文，
而是要帶出CEPA發展的趨勢，因為這
個趨勢正正是因兩地發展而出現。如
「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等，都是重大國
策。在這前提下，CEPA的安排也會隨
之而調整和擴闊。香港通過CEPA，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乘上國家
發展的高速列車，同時促進兩地長遠的
經濟發展，共創兩地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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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多公民科老師近期都忙於處理老師
和學生的回鄉卡續證申請，以便能夠於本年
度前往內地進行專題研習學習活動。內地考
察屬於公民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
學生通過實地考察活動，親身了解國情和國
家的最新發展，增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和欣賞，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首先，學生通過考察學習活動，能夠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由於戶外考察提供了
一個與課堂不同的學習環境，學生走出課
堂，通過親身體驗、觀察和發現不同事
物，激發對學習的興趣，這是課本或電子
學習不能夠達至的。
此外，學生能夠以實際體驗中獲得的知

識和經驗，建立起更多的連結，從而提高
學習成效。老師更可以進一步培養學生的
探究精神和創新能力，這種能力的培養對
學生學習和生涯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當然，始終學校課堂時間有限，加上學

生面對文憑試的壓力，長時間到內地進行

學習活動似乎不太可行，老師不妨多設計
本地的考察活動，讓學生能夠在星期六或
六月試後活動期間進行考察活動。
近月，香港海防博物館完成大型更新工

程並重新開放，予公眾免費入場參觀，藉
此機會，老師可以設計一個「探索香港海
防歷史與國家安全」學習活動，利用博物
館中的常設展覽及史蹟徑，協助學生將課
堂所學知識，透過考察活動作延伸學習用
途。學生透過了解香港海防的歷史和演
變，以及不同時期的防衛策略及行動，讓
學生知悉各方為保衛家園所作的貢獻，明
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對國家民
族的自豪感和國民身份認同。
在考察前，老師除了協助學生認識課程

內容外，亦不妨在設計方面多下工夫。在
設計學習的廣度與深度時，宜基於學生的
程度設計評估方式，例如小組報告、口頭
演講、寫作任務等；由於館內有大量資
訊，可考慮以異質分組方式考察，以照顧
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另由於疫
情的關係，學生鮮有參與戶外考察活動，
教師不妨多考慮學生情況，讓學生有良好
的生理及心理準備，才能有更好的成效。

走出課堂研專題 不妨多去博物館

生活在城市，多數人都習慣了「食」的
問題到超市、街市或者餐廳就能輕易解
決。
不過對一個國家而言，情況沒有這麼簡
單，糧食從哪裏來、供應是否穩定，都是
執政者必須考慮的問題，而對中國這樣有
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飯碗」至關重
要，也絕不能靠輸入來解決。
為什麼？這既是因為當前全球糧食年貿
易量都不能滿足中國一國的糧食需求，也
是因糧食靠外國輸入會受制於人，輕則買
貴糧影響經濟，重則有錢也買不到糧，危
及人民生命。
要讓14億人口吃得飽，到底需要多少耕
地？中國提出的安全糧食自給率是95%，
亦即95%糧食要在國內種植。
糧食生產當然離不開土地，基於人口、
糧食產量等數據，相關部門計算中國要達
到95%自給率，最少需要18億畝耕地。近
年經常提到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正是由這自給率而來。
「畝」是中國傳統的土地單位，一畝地
大約是666.67平方米，差不多等於1.5個標
準籃球場的大小；而18億畝相當於120萬
平方公里，大約是中國國土的八分之一，

接近5個英國的面積。
這數字驟聽像是很多，但攤分到14億人

口便非常之少，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不足
40%。
現時中國的耕地實際有多少？根據公開
資料，2022年全國的耕地面積大約在19.14
億畝左右，佔全球的7%，而人均耕地面積
只有1.36畝左右。在農業科技支援下，中
國用這7%耕地，養活了世界20%人口，絕
對是個奇跡。
19.14億畝與18億畝的紅線似乎還有距

離，但如今中國處於高速城鎮化之中，農
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建設用地需求增加，
正不斷蠶食着耕地，1996年至2019年間，
耕地面積便減少了2,000多萬畝。因此要堅
守18億畝紅線，絕不是輕易事。
中國哪個省的耕地和產糧最多？傳統上

中國的糧倉在江南和湖廣，「湖廣熟，天
下足」「蘇常熟，天下足」的說法很多人
都聽過，惟情況原來早已改變。
目前中國耕地最多的省區多在北方，排

第一的是黑龍江，2022年的數字是2.579
億畝，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13%。緊隨
其後的是內蒙古、河南、吉林和新疆。這
五個省區共佔全國耕地的40%。
黑龍江也是中國糧食產量第一大省，

2022 年的糧食總產量佔全國總產量
11.3%。糧食產量在黑龍江之後的是河
南、山東、安徽和吉林。

7%耕地養活20%人口
中國奇跡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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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簽署二十年 與時並進創雙贏

魏文輝作者：郭立新

簡介：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物，帶領
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作者：羅展恒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高
中通識科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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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隋唐時代，日本派遣使節、僧人前
往唐朝學習漢文、儒學、佛法等知識，這
些知識皆是當時最新穎且即時的資訊，對
於日後日本官方與民間認識中國文化有着
相當巨大的影響。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
中，道慈、玄昉在日本建立起南都六宗佛
教，是形塑日本奈良佛教的重要佛教文化
中介者。
道慈在西元704年入唐留學，在長安西明

寺學習佛法，17年後學成返回日本。道慈
將他在唐代長安所學習到的最新佛教知識
介紹給日本官方與佛教知識界。例如，他
相當重視當時由義淨新譯出的《金光明最
勝王經》，這部經典之後成為和天皇關係
最為密切的佛教經典之一。

轉讀經書 消災祈福
此外，道慈也從唐代習得最新的佛教禮

儀，除了講說《仁王般若經》的仁王經會
具有護國的意義與功能，他也在奈良大安
寺創辦大般若經會，主張轉讀《大般若
經》可替國家社會消災祈福。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道慈而言，當時日
本的佛教「不如法」。他強調如果一個國

家的佛教不如法，僧人不守戒律，就不能
建立起如同「唐」佛教的模式，那麼佛與
護法善神就不會保護日本的人民與國土。
因此，道慈主張日本國家與佛教需要改
變，仿效唐朝建立起以國家為本位的「國
家佛教」。

玄昉獲唐玄宗賜紫
之後，玄昉在西元717年前往唐朝求法，

在唐學習佛法18年，並受到唐玄宗賜紫沙
門的榮譽。西元735年，玄昉從長安返回日
本平城京，帶回《開元釋教錄》定義的五
千多卷經典，藉此更新、豐富日本奈良朝
的《一切經》。
此外，他也成為日本奈良時代僧團的最

高領袖，並同時擔任內道場供奉。在內道
場中，玄昉替日本天皇與皇室祈福，並重
視佛教寫經所帶來的效益與功德。
到了八世紀的日本，在聖武天皇統治時

期，佛教更加受到官方重視，成為時人眼
中守護王權與鎮護國家的先進知識。道
慈、玄昉作為遣唐僧，可以說是帶動中日
知識與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者。
他們在唐朝學習到佛教鎮護國家的知識，

歸國後將此知識介紹給日本官方與民間，大
大刺激與影響時人對於佛教的認識，佛教不
只是尋求個人解脫的宗教，更是護法善神守
護日本國土與鎮護國家的宗教。

作者：李志鴻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日本僧入唐求法 成文化交流中介

◆ 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港簽訂。
資料圖片

◆黑龍江耕地面積大、生態環境好，農業機械化、規模化程度高。

◆糧食安全事關國運民生，亦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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