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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分
工是經濟
全球化其

中一個體現及特徵，近年有不少外國媒體聲稱中
國「世界工廠」地位漸被取代，在國際分工過程
中影響力愈來愈低。在學習國際分工這個經濟全
球化的概念時，事實上也看出當今全球經濟的一
種變化。
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民科」）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的四個課題當中，課
題「經濟全球化」其中一個學習重點就是「各國
經濟體系的互相依存和國際經濟組織合作」，在
補充說明中也提及了「全球勞動市場的流動與國
際分工」。國際分工這個全球化概念在舊有高中
通識科的「單元四：全球化」中，已有相當完整
的概念論述，那麼在公民科的授課當中，老師們
又有什麼新的切入點去講解呢？
國際分工是指將生產的工序分拆到不同國家或
地區進行，基於每個地區的優勢及特性讓生產效
益提升，同時又能降低生產成本。國際分工最經
典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以人口多生
產成本低的優勢，成為勞動密集生產的重要一
環。例如鄰近香港的東莞市，昔日雲集世界各大

企業的直屬工廠及相關的代工企業，成為廣東省
以至全國的製造業中心。香港不少廠商在改革開
放初期將工廠和生產線北移至珠江三角洲一帶，
形成「前店後舖」的新經營模式。
然而，若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來說明國際

分工的特質，可能已有點落伍過時。正如文章初
段提及，近年有外國媒體聲稱中國「世界工廠」
地位漸被印度所取代。的確，隨着中國的人均工
資及物價上升，今時今日的中國漸漸失去以往
「人工平物價平」的優勢，不少企業和廠商將勞
動密集工序的生產線遷移至東南亞或非洲地區，
甚至內地的企業和廠商也跟隨潮流大勢，將生產
線遷離中國。
不過，那並不代表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下國際分

工失去位置，事實上現時中國經濟生產在國際分
工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部分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工序仍有在內

地進行，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提升，科
技實力與已發展國家愈來愈接近，生產模式亦步
入高端領域當中。
例如在新能源科技中的動力電池，在中國已建

成規模最大的產業體系，而新能源汽車生產也成
為中國製造業一個新興製造業，美國著名電動車

品牌特斯拉（Tesla）也在上海設立了大型生產工
場。由此可見，現時中國經濟生產在國際分工
上，已從昔日的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生產，轉型
發展至高端智慧型生產。
以往中國經濟生產在國際分工上，較少參與科

技研發部分，但隨着中國科技水平不斷提升，很
多中國的企業已有自主研發產品的能力，並將勞
動密集的生產工序轉到其他開發中國家進行。這
樣的轉變顯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已漸

漸進入生產研發及推廣的工序當中。
現時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經
濟互聯體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因此，公民科
老師在授課時，可以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及變化，
印證在經濟全球化下國際分工的理論之上，既能
清楚解釋國際分工這個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概
念，同時能體現當代中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面，
讓同學們更了解國家在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和進
步。

好公民科學

民把脈公
早在二十世紀初，美國教育

學家杜威主張學生通過實踐經
驗來學習；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大衛．庫伯建構體驗學習
法的理論。體驗式學習通常涉
及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有助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
造性思維。
一次完整的體驗式學習，應

由以下四項元素所組成：具體的經驗、觀
察與反思、總結與概念化、實踐應用。簡
單來說，體驗式學習強調通過實際參與和
親身經歷來獲得知識、技能和洞察力。這
種學習方法的核心理念是學習者通過參與
各種活動經歷，主動地探索、實驗和反
思，以更深入地理解主題，並將學到的內
容應用於實際情境中。

公民科「實踐之旅」好處多
在2022/23學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

考察新安排中，相較於上學年，行程選擇
由22個增至26個。行程亦較過往豐富，如
在部分廣州及上海行程中加入在「綜合實
踐活動基地」進行的體驗式學習活動，讓
學生認識在不同領域中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在公民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透過專
題研習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能力，以聯
繫、整合及應用過往學習所得知識，幫助
學生發展慎思明辨、溝通、自學等共通能
力，培養學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增加對
國家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體驗式
學習不但有助學生達到上述學習目標，而

且更有以下好處：
體驗式學習有助學習者更深入理解主

題，因為他們通過實際參與和親身體驗，
可以更好地記住和理解知識。例如在東方
綠舟國防園參觀仿真航空母艦、退役潛艇
內部等課程，學生可以直接參與和親身感
受，體驗部分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內容，
更深入地理解其重要性。
這一學習讓學生更容易深入理解和利用

所學知識，而不僅僅是被動地記住概念或
理論，學習成效遠高於單純閱讀課本。
體驗式學習可以在學習者與學習內容之

間建立更深刻的情感聯繫，因為他們親身
體驗了相關情境和情感。例如學生在廣州
市中學生勞動技術學校學習中，可參觀防
震減災科普館、交通安全教育館，及進行
中華文化傳統體驗活動。學生透過活動，
認識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可持續發展理
念，欣賞中華傳統文化之美，能夠自然地
建立起民族自信感，更主動地將這種情感
投入於日後的學習與生活中。這種情感聯
繫有助於學生了解國家現今的發展與挑
戰，進而思考如何貢獻國家和香港。

體驗式學習法助建情感聯繫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名揚中外，是中華民
族創新的智慧成果。時至今日，中國的航
天、5G通訊、人工智能等科技產業蓬勃
發展，積極推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中國的創新科技成果如何惠及全球民
眾？共建「一帶一路」10年的成就是最好
的例子。在過去10年間，中國參與建設
的基建項目遍及全球。
而提到「一帶一路」旗艦工程，今年9月
在印尼剛開通的雅萬高鐵正是其中之一，
實現了中國高鐵列車走出國門的突破。從
軌道到動車組，從勘察設計到營運管理，
從列車控制到通訊訊號，雅萬高鐵全線採
用中國標準和中國技術，是中國高鐵首次
以完整產業鏈在海外落地。
工程建設期間，中國團隊更主動向印尼
員工傳授技術，在當地培訓高鐵技術專
才。雅萬高鐵通車後，每年還可以為印尼
創造3萬個就業崗位。
除了雅萬高鐵等鐵路工程，還有克羅地
亞佩列沙茨大橋、埃及標誌塔、巴西「北
電南送」等一系列中國企業在海外承建的
標誌性工程，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帶來先進技術和經驗。

如今，全球向數字經濟轉型，綠色低碳
也成為發展潮流，「一帶一路」合作近年
也從基建拓展到數字、綠色、創新等領
域。
中國擁有豐富的移動支付經驗，華為等
中國企業協助非洲國家推動金融科技發
展，拉近與世界的距離。為幫助發展中國
家發展數字經濟，中國和東盟合力打造數
字園區，在馬來西亞、泰國投資建設人工
智能產業園。
中國綠色產業蓬勃發展，清潔能源設備
生產規模位居全球第一。在「一帶一路」
倡議下，中國與中亞五國推動清潔能源合
作，在水能、風能、光能等領域取得豐厚
成果。2021年，中國企業承建的哈薩克圖
爾古松水電站投產，為當地解決電力緊缺
問題，每年更可減少7.2萬噸二氧化碳排
放。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 ，民相親在於心相

通。共建「一帶一路」走過10年，從理
念化為行動，從願景化為現實。相信在下
一個10年，中國仍將致力於打造更多民
生工程，與世界共享科技創新成果。若想
了解更多「一帶一路」創新工程，不妨重
溫團結香港基金旗下「當代中國」平台推
出的《科技前沿 共建一帶一路》資訊短
片。

共建「一帶一路」10年
中國參與基建遍全球
國脈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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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製造的新能源車駛向世界，推動汽車行業綠色轉型，為全球減碳減排貢獻力量。
資料圖片

作者：羅公明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
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仁手記樹
樹仁大學已故鍾期榮校長曾有一次接受訪
問，記者問她創辦樹仁的理念，她的一句回
答是這樣的：「如果你一開始沒想過做得最
好，你不如不做。」這句話說明了鍾校長做
事的決心，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對於包括筆者在內不少樹仁學生來說，
樹仁是我們升學路不如意時的最後一根救
命稻草，對於學習，我們從不敢怠慢。樹
仁非常重視紀律，老師要以身作則，學生
要尊師重道。
由於中文系的課一般安排在校舍一樓，
跟校長辦公室同一樓層，所以每天早上8
點45分我們都能見到鍾校長巡視教室。鍾
校長重視守時，9點她會站在電梯旁，看
看老師同學進入教室的情況，所以9點10
分的課，老師一般在9點前已經在教室準
備好了。
有一次，任課老師晚進教室，當老師經過
走廊時發現教室裏面鴉雀無聲，她已經深
知不妙。一進教室，看見鍾校長站在黑板
前在管理課堂秩序。老師先給鍾校長鞠

躬，然後鍾校長把課堂讓給任課老師。
鍾校長要求同學首先要尊敬老師，這樣
我們才會重視學習。在大學的四年裏，我
們很少坐電梯。記得以前電梯旁有一塊提
示牌，提醒學生要讓老師優先使用電梯。
如果我們在電梯發現裏面太擁擠，我們也
會先退出來，然後讓老師進去。
另外，也要嚴肅對待教室，因為教室不
是一個休閒的地方。當鍾校長發現同學在
教室翻報紙，她會定睛看着同學，讓同學
自覺地把報紙收起來。而在教室裏吃東西
就更加不允許，鍾校長發現了，她會向同
學招一招手，請同學離開教室。
對於老師的課堂表現和同學的學習情
況，鍾校長也非常重視，她每次巡課都特
別認真。記得上普通話課，老師在領讀，
鍾校長一面注意老師的聲音和口型，另一
面在仔細看看有沒有同學在打馬虎眼，老
師還特意提醒同學：「坐直、抬起頭、要
大聲讀。」
樹仁大學不斷在發展，興建了各種大
樓，但最讓我懷念的仍然是教學大樓一
樓，腳踏的每一步，呼吸的每一口氣，都
滿載着回憶。

作者：孫凱昕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以身作則 成就仁師

◆ 特斯拉上
海「超級工廠」
總裝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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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萬高鐵由中國和印尼合作建設，是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最高運行時速350公
里。 資料圖片

國際分工升級 中國生產研發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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