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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 中國近年積極發展軟實力的原因如下： 

  改善國家形象：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

存有極大憂慮（中國威脅論），擔心中國破壞現時的世界秩序及損害各世界強國利

益。因此，中國可藉着發展軟實力以改善國際形象，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

釋除國際社會的憂慮。 

 鞏固國家統治：中國在近代屢屢受外國欺壓，加上現時國民素質低落和整體社會

狀況仍混亂，民族認同感較低。因此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大力發展軟實力，例如舉行

大型國際活動，提升民眾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從而達到鞏固政權統治的效果。 

  文化產業蘊含龐大商機：書籍出版、電影、流行音樂、廣告設計等文化產業可成

為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以美國為例，2013 年美國電影在國內收入逾 50 億美元，海

外的收入更逾數百億美元，支撐美國經濟發展。如政府能推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及開

拓海外市場，可為中國經濟注入新動力，同時減少對污染性工業的依賴， 促進經濟

的可持續發展。 

  有效對外宣揚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的發展歷史，文化藝術、節日慶典

等擁有自身的獨特風格。近年政府積極發展軟實力，對古物古蹟進行保護（申請世

界文化遺產），加強對傳統節日慶典的宣傳（例如孔子祭），鼓勵中國的演藝產業

發展（例如協助中國電影進入各國市場）。這都有 效將中國的不同文化向世界推廣，

宣揚中華文化。 

2. 很大程度同意 

 中國政府誤以為軟實力需由政府主導推行，其實公民力量才是軟實力的源

頭。可是中國至今打壓公民力量，如將異見者入罪、傳出「七不講」誡條等，

收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削弱公民力量以鞭策政府。如此，不但有損其大

國形象，更無法提升其管治能力。 

 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以黃岩島主權爭議為例，至菲方提出欲以國際仲裁方式

解決對峙，中國則以限制貿易反擊，令菲律賓將爭議鬧上國際仲裁，結果有

損中國軟實力。而中韓關係緊張，都揭示中國未能發揮其軟實力，在外交上

建立友好關係和解決紛爭。如此，中國形象既不能提升，且招致多國與之為

敵，部署攻防戰。由此可見，國際平台上，中國未能提升其管治能力，穩定

外交，免被牽制。 

 

很小程度同意 



 �現時中華文化得以在世界上宣揚，例如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宣揚傳統文化、

外國人學習國語的人數大增、一些傳統中國節日如農曆新年在國際上也得到

重視。這些皆是中國具軟實力的表現，成功提升其國際形象。隨著孔子學院

有系統地發展，有助各國了解及尊重其文化，促進中國外交發展，取長補短，

加強內外的管治能力。 

 現時中國的軟實力已有相當發展，例如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

有否決權，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具有極大影響力，加上中國也主持許多區域性

的經濟及外交高峰會，足以證明中國在外交上是具影響力的國家，其形象得

以提升，隨之是管治的能力及經驗亦必有進步。  

 習近平繼積極反貪建立威望之時，亦以「微服」出巡、跟鄉下人說鄉下話、

跟市民談生活不談政治，並以短片及漫畫交代其工作及生活，正正一改政治

高層高高在上、對人民築起高牆的冰冷文化，希望政治逐漸走出紅牆落入尋

常百姓家。這又意味著習近平威望、民望相打，提升軟實力中的「為官者以

民為本」，以及「民心向背」的文化；傳達為官應體察及回應民情、盡心盡

力，秉持「民為貴，官為輕」的價值觀。這不但提升國家形象，且作為最好

的模範，讓為官者仿效，以提升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穩定國情，以保中國

可持續發展及大國之風範躋身大國之列。 

 



時事 1 

 

1. 西非人民對伊波拉病毒的理解受以下因素影響： 

 

●政府投放資源少：西非政府投放在醫療的資源少，未有充分教育人民有關

傳染病的知識，導致他們並不知道爆發疫潮的嚴重影響，故不肯就醫。 

 

   ●知識水平低、欠理性：當該名前護士造謠時，人們對其說法深信不疑，視 

     醫護人員為洪水猛獸，沒有正視染病須即時醫治此問題。 

 

   ●風俗文化：他們認為感染病毒是中了巫術，對「生病」存誤解。 

 

 

2. 為應付伊波拉病毒大規模爆發，西非政府及國際組織可做以下措施： 

 

西非政府： 

 

●叫停人民吃果蝠：伊波拉病毒寄生在果蝠體內，因此西非政府必須勒令人民停

吃，以避免感染病毒。 

 

●向人民發出公共衞生信息：政府現時需要向人民宣傳，一些可引致感染伊波拉

病毒的行為須立刻停止再做，如在喪葬儀式中，人們不可再撫屍及洗屍，盡可能

堵塞染病源頭。 

 

●與國際緊密聯繫：西非政府和國際互通抗疫情況，務求讓國際有所準備，防範

病毒流出非洲，蔓延至全球。 

 

國際組織： 

 

●增派醫療資源到西非：國際組織可即時派出醫護人員及物資到西非，協助抗疫。 

 

●撥款抗疫：國際組織如歐盟可立刻撥款予西非 3 國，購買醫療物資防疫。 

 

●派駐義工：長遠來說，國際派遣義工到西非，向人民傳播衞生意識，讓他們對

傳染病有基本概念。 

 

 

 



時事 2 

1. 「被遺忘權」可能會引發以下矛盾： 

 

 要求設「被遺忘權」的市民 互聯網搜尋器公司 

商業利益方面 市民希望刪去一些已跟自己

無關，甚至對自己不利的個

人信息，避免影響自己日後

的仕途。 

公司以收集大量資料供搜尋

來賺取利潤，如果進一步擴

展「被遺忘權」，限制用家的

搜尋結果或會影響收入。 

 

 要求設「被遺忘權」的市民 新聞機構 

公眾利益方面 市民認為有關信息屬個人私

隱，與公眾利益無關，有權

要求刪去，不會影響他人。 

 

新聞機構擔心「被遺忘權」

或成部分公眾人物「洗底」

的機會；有人或會濫用申

請，刪掉重要的信息。他們

亦擔心大量訊息被刪或會影

響日後其他調查報導，削弱

公眾知情權。 

 

2. 很大程度認同 

 

個人有私隱權 

美國學者曾指私隱是「保留不讓人知道某些事的權利」。籠統而言，私隱包括個

人資料、身體和私生活。按此定義，網上可供大眾搜索的個人私生活資料亦屬私

隱，市民有權要求相關信息不被公開，因此有權要求網絡搜尋器刪除含有私人信

息的網頁鏈結。 

 

沒有嚴重干涉言論或新聞自由 

「被遺忘權」不是要刪除已發生的事情或改寫歷史，它本身並非一項超越言論或

新聞自由的權利。正如歐洲法院的裁決，只要內容正確、合法，原先報道及儲存

於其網站內相關的資訊將不受影響。在此情況下，市民有權要求網絡搜尋器刪除

含有私人信息的網頁鏈結，不會對新聞工作帶來重大影響。 

 

很小程度認同 

 

有間接審查的效果 

現時互聯網是普羅大眾獲得知識和資訊的地方及途徑，所以網上搜尋器應對任何

人或資料沒有任何立場，只像路牌般提供指引。如果網站接受「被遺忘」的要求，

是間接將資料過濾或審查，有機會出現偏頗的爭議、討論及結論。這會嚴重影響全



球資訊流通，扭曲過去互聯網原先平等、開放的功能。 

 

實際運作效果成疑 

現在 Google 已收到逾 9 萬次連結刪除申請，正如該公司所言，她們缺乏足夠的

信息，難以確定網民的申請是否符合規定。而 Google 公布，不少申請涉及不同

類型的罪案(31%涉及欺詐或詐騙；20%涉及暴力或嚴重犯罪罪行；12%涉及兒童色

情罪行)，亦有涉及政府、警方和名人的申請。申請人的動機成一大疑問，有部分人

或申請來「洗底」，刪去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如果「被遺忘權」被濫用，對資訊流通

的現代社會，將會有嚴重影響。 

 

 

 

 

 

 

 

 

 

 

 

 

 

 

 

 

 

 

 

 

 

 

 

 

 

 

 

 

 



時事 3 

 

1. 港府淘汰柴油車的做法對車主及環境帶來的好處如下： 

車主： 

 政府的資助，車齡愈新，資助愈高，無疑令車主受惠。 

 現時淘汰柴油車的檢舉方法，有助車主發現車輛排出過量的廢氣，繼而

接受檢測或考慮換車。 

 

環境： 

 港府淘汰柴油車，車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會分別減少 

80%及 30%，無疑有望減低路邊空氣污染指數，令環境更清新。 

   

 

2. 有說更換舊車是改善香港空氣素質的第一步，那麼請針對現況，三項可行建

議如下： 

 植樹：石屎森林太少樹致懸浮微料及塵埃積聚城市，植樹造林能淨化空

氣、提高空氣品質，保持水土，植物的蒸騰作用增加空氣濕度，減少晝

夜溫差，防護林還可以減小風速，以及光合作用釋放氧氣的作用。此外，

樹木的葉面可黏著懸浮微粒，所以有濾浮游塵、淨化空氣的作用。根據

研究指出，樹葉沉積浮游塵的最大量可達每公頃 30 至 68 公噸，可見它

減輕空氣污染的效能。 

 減煤發電：發電而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分別佔

整體 47%、28%及 16%。所以，局方應積極解決香港現時發電模式過份

依賴煤，以及更新老化的燃煤發電機組。 

 推電動車：以燃油發動的車輛並不環保，且碳排放量高。所以，電動車

已成全球推動環保的重要一環，若然本港車主多用電動車，確實可為環

保出一分力。可時，現時全港僅有約 433 部電動車在路面行駛，相比全

港有約 49 萬輛的私家車，數目少之又少。所以，政府應為此有更多配套。 

 



Worksheet 

 

1.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allocate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on the medical system,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ducate the people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People were 

thus ignorant of the consequences and reluctant to seek medical assistance. 

 People believed the rumor easily and became reluctant to seek medical help. 

 They believed Epola is a kind of poisoning magic instead of a disease. 

 

2. 

West African governments: 

 The governments should prohibit people from eating fruit bats, which are the 

host of Epola virus. 

 The governments should urge people not to touch or wash corpses during burial 

ceremonies. 

 The governments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oviding information 

of the disease in order to prevent global outbrea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uld dispatch medical staff and resources to West 

Africa immediate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ay, the EU, could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West Africa. 

 In the long run, voluntary staff could be dispatched to West Africa, letting the 

local people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