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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卷共設三題，考生只須選答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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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回應題  

 

選答一題。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 

由於敘利亞戰爭引發龐大的難民潮，歐洲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移民危機。歐盟在中歐與

東歐國家的強力反對下，放棄以往必須達到共識的決策方式，以「多數決」通過強制性

安置 12 萬難民的配額計劃。  

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堅決反對配額制，對以「基督徒」為主的歐盟接受

主要來自穆斯林國家難民的政策提出質疑。匈牙利為控制移民潮，國會通過一系列法

案，訂定嚴厲的懲罰措施，包括非法翻越邊界判處徒刑，以遏止難民湧入。   

德國與法國在計劃中承擔最大的難民安置配額，配額的計算方式依各國的國民生產總

值、人口總數及失業率作標準。兩國領導人認為歐盟有責任對難民施以援手，並認為難

民在歐洲各國可為勞動力及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位於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和希臘面對大批乘船偷渡的難民湧入，苦於經濟乏力、就業率

低迷及政府財赤問題，曾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批評對救助難民不熱心、不積極。歐盟

推出難民配額原則，不僅可攤分兩國已接收的難民，難民接收國更將獲得每名難民 6000

美元的一次性安置費用。  

      

 資料 B 

全球管治主要是各國政府及國際組識藉著不同層次的政治互動及跨國協作，促進國際間

的自由貿易及經濟合作，並處理國際衝突、氣候變化、疫症傳播等全球問題，從而維持

世界秩序。  

然而，國際組織的法規對成員國欠缺約束力，當中的表決制度更被利用作為維護各自國

家利益的工具，當各國利益難以平衡，反而加劇國際間的衝突。  

 

(a) 參考以上資料，說明不同類型國家對「歐盟難民配額制度」的取態上有何考慮因素。  

                                                                      (8 分)                                                                                                                               

 

(b) 「就現時國際情況，加強全球管治能有效促進世界穩定。」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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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發展的

重要戰略。要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政府計劃對此投資  9000 多億美元，用於開

拓歐亞大陸的基礎設施，但國內也需要資金穩定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  

截至 2013 年中國大陸已與 50 多國家建立高鐵合作關係，將中國標準輸出，並推動其成

為國際標準。然而，中美高鐵因為美國要求列車須在美國本土製造，合作因而終止，讓

人擔心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策略被打亂，使中國高鐵的海外投資泡湯，不排除將有

更多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國家「毀約」，數以萬億元計的紅利化為烏有。  

中國亦於 2015 年與泰國洽談克拉運河研究和投資合作，簽署了泰國克拉運河項目合作

備忘錄，打通克拉運河。船隻不必穿過馬六甲海峽，可直接從印度洋的安達曼海進入太

平洋的泰國灣。然而，當地居民擔心會使主要是伊斯蘭教徒聚居的南部帶來不穩定；建

設費用巨大，令政府需要減少其他公共開支；以及影響環境。  

 

(a)  參考以上資料，解釋中國政府在推展「一帶一路」戰略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8 分) 

 

(b)  中國要增強國力，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是否比推行內需更有效？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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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 

政府發表了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報告着力平衡經濟發展和保育需要，以香

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凝聚共識。委員會認為大嶼山發展的策略性定位有四方面，包括大

珠三角地區的國際運輸、物流及貿易樞紐；大珠三角地區和亞洲的服務樞紐；大嶼山與

香港島之間中部水域的策略性增長地區和新的大都會；和自然資產寶藏。根據報告，大

嶼山發展將能為區內預計 70 萬至 100 萬居民提供 47 萬個就業機會，並將其打造成一個

能自給自足的社區，更有利區內發展。報告亦列出 14 個配合大嶼山不同地區特色的旅

遊發展計劃，既能保留當地特色並向各界推廣，亦能支持旅遊業發展。  

 

資料 B 

現時大嶼山有 70%面積劃為郊野公園，及有 8 個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帶領傳媒，考察有關大嶼山發展計劃。陳茂波到達梅窩時，守護大嶼聯盟及梅窩的居民

到場抗議，反對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發展建議。對於發展計劃，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認為過於側重經濟發展，缺乏具體保育大嶼山生態的措施。守護大嶼聯盟召

集人謝世傑批評，委員會的建議是為配合珠三角經濟圈發展，犧牲鄉郊文化、自然景貌

及生態環境。  

 

(a) 香港就大嶼山發展計劃這個議題，如果要在主要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你認為有什麽障礙？  

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b) 「以現時而言，香港政府推動社會新發展項目時，經濟考慮應較環境保育為優先。」你是

否同意這種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試卷完 

本試卷所引資料的來源，將於學友社稍後出版的《試題專輯及考試報告》內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