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編輯說明	 	 	 	 	 	 	 004

序

動態觀點、多元角度、公正判斷——葉國華	 	 								006

亟需維持香港的國際視野——沈旭暉	 	 	 							 	008

要看清大環境——馮可強	 	 	 	 						 	 	010

跨章腦圖	 	 	 	 	 	 	 011

第一章	認識全球化

1.1		 全球化的特徵	 	 	 	 	 					 	 	 	013

1.2		 全球化的歷史演變過程	 	 	 							 	023

1.3		 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因素	 	 	 							 	027

第二章	經濟全球化

2.1		 經濟全球化的特徵	 	 	 	 						 	 	039

2.2		 各持份者於經濟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056

2.3		 不同層面中經濟全球化的利弊		 	 							 	062

第三章	政治全球化

3.1		 政治全球化的出現	 	 	 	 						 	 	077

3.2	 國際政治機制運作模式的轉變		 	 							 	082

3.3	 政治全球化如何影響世界格局		 	 							 	096

目錄



3

第四章	文化全球化

4.1		 全球化文化的出現	 	 	 	 						 	 	102

4.2	 跨國企業的經營策略如何促使文化全球化的形成					107

4.3	 外來文化的傳入對本地文化所構成的影響	 								110

4.4	 全球文化呈現的走向	 	 	 	 						 	 	121

4.5	 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的關係	 	 	 							 	124

第五章	文化、政治、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世界格局？

5.1	 文化、政治、經濟全球化相互影響	 	 								132

5.2	 文化全球化對政治與經濟的影響	 	 								133

5.3	 政治全球化對經濟與文化的影響	 	 								145

5.4	 經濟全球化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	 	 								152

第六章	回應全球化

6.1	 香港與全球化	 	 	 	 	 					 	 	 	159

6.2	 中國與全球化	 	 	 	 	 					 	 	 	175

第七章	應試答題案例

7.1	 題型解說	 	 	 	 	 					 	 	 	196

7.2	 案例	 	 	 	 	 	 				 	 	 	 	198

附錄

欄目索引	 	 	 	 	 	 				 	 	 	 	220

筆劃索引	 	 	 	 	 	 				 	 	 	 	224



4

通識教育科與其他學科性質有別，要求學生採用議題探究為主

要方法，強調自主學習。學生需透過探究形式，找出相關概念

的內涵，組織概念之間的聯繫，掌握事實，分析問題，作出持

平合理的判斷，藉以培養系統及批判的思維能力。

通識科的課程指引只列出學習範圍，沒有明確列出需要掌握和

考 核 的 知 識 內 容 ； 考 試 評 核 方 面 ， 若 要 獲 取 高 等 級 成 績 ， 學

生 必 需 以 精 簡 、 具 條 理 、 全 面 而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 闡 述 不 同 的

觀點、理據和例子，建構個人立場並提出相關建議。可以說，

對學生和教師來說，要學好、教好通識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作為學習參考書，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圍繞上述通識科的性質

及考評要求，幫助學生學好通識科，繼而考好通識科。當然，

我們亦深信，本書對老師的教學工作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本書有以下特點：

 1. 提供多元觀點及充份理據

本書儘量廣納多元觀點，如引用不同立場的專家言論，同時簡

介國際關係、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關理論，從而刺激學生以多

元角度探究問題，並對有關概念作更深入的理解。

全面而深入地認識有關事實，是對各議題有徹底的了解並作出

合理判斷的必要條件。與一般教科書相比，本書更着重提供深

編輯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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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全面的基本知識和背景資料，協助學生根據充份的例證提

出有力的理據，組織其個人觀點及提出相關建議。

 2. 內容條分縷析，安排主次分明

本書內容以縱、橫二軸來安排，讓學習更全面深入。橫軸安排

強調資料、觀點的橫向延伸，確保內容豐富、觀點多元。縱軸

安排重視資料、觀點的連貫發展，確保言之成理、論之有據。

學生參照本書，在答題時自然能夠駕輕就熟，以有條理和有系

統的方法傳達意念。

 3. 知識與資料融會貫通的示範

本 書 最 後 一 章 提 供 答 題 的 分 等 級 案 例 ， 讓 學 生 瞭 解 如 何 把 知

識、資料與概念結合，融會貫通地運用在不同的議題上。在分

等級案例中，本書還會根據考試評核標準，指出各答題案例的

缺失與優勝處，讓學生掌握有關技巧。

本書在知識和資料方面的鋪陳力求全面，在觀點和立場方面的

闡 釋 則 儘 量 多 元 ， 目 的 是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開 放 、 多 元 的 學 習 態

度，並建立創意及批判思維能力。我們相信，這不單對學習、

考試有用，對做人處事，都是十分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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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觀點、多元角度、公正判斷

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由如何落實普選而引發的2014年底街頭佔領行動，促使香港社

會進行多方面的反思，其中包括對青年學子的教育問題。在佔

領行動與近年的其他運動，如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實施的行

動，年輕人展示對現有制度的衝擊與批判之猛烈，引起了大眾

的關注。有部份社會人士不禁提出，年輕人近年的激進表現，

以及相關的一些現象，如「去中國化」的舉止，是否與現今的

學校教育有關，而其矛頭甚至指向以標榜建立批判性思維的通

識科。

就此，有人建議用「思辨」這個中國傳統做學問的態度來規範

通識科，來防止「批判性」的負面指向。「思辨」源自《禮記·

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意

思是要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別。其實，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有關通識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也強調學生

要明辨事實、意見與偏見。「批判性」譯自英文crit ical一詞，

本來含有判斷審慎的意思，牛津辭典把它翻譯成「判斷公正」。

可以說「思辨」與「批判性」兩詞的意思差不多。真正的問題

是我們的學生以至全社會，如何能在審慎判斷後，對事情得出

公正的結論。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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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延伸

人類全球化

人類是唯一分佈全球的物種。現代人源出非洲(out of Africa)，

最終遍及全球。現代人類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是在距今

20萬年前的非洲演變而來，大約在距今7萬年到5萬年間開始，

從非洲遷移出去，取代及部份混雜了當時存在於歐洲和亞洲的原

始人屬物種。

現在全世界人類都擁有原生活在非洲東部智人的基因。在非洲以

外的現代人類在他們的基因中，有2-4％的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 r tha l en s i s，化石標本發現於歐洲及西、中亞部份地

區）的等位基因（負責決定一種遺傳特性的遺傳因子，亦即在成

對染色體相對位置上的相對遺傳基因），太平洋群島的美拉尼西

亞人額外具有4-6％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化石

標本發現於亞洲大陸）等位基因。目前的證據並未排除人種某些

多區域演化。

關於「源出非洲」的遷徙究竟是一次或多次，有不同的理論。據

其中一個理論，大約在距今七萬年前，現代人類從非洲之角展開

一場沿着海岸的遷徙，這群人從阿拉伯半島，經過印度次大陸，

於五萬年前擴展到東南亞和大洋洲。這解釋了為何早期人類在這

些區域的遺址年代，遠早於在黎凡特（中東一帶）的遺址年代。

人類的第二波遷徙浪潮，少於五萬年前跨越了西奈半島，其中一

支縱深進入亞洲，另一支進入歐洲。如上一段說，這兩支人群與

當地的人屬群體混了血。在中國，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

kinensis)，已在距今50萬年前存在，究竟他們與現代中國人的

血緣關係如何，仍有待進一步論證。而進入亞洲的一群部份成員

繼續北上，從西伯利亞通過當時的陸路抵達北美洲的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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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全球緊密相連導致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產生連鎖反應，使

全球經濟更穩固／失衡

在經濟全球化已蔓延至全球幾近每一角落的情況下，沒有一個

國家能夠「獨善其身」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在連鎖反應下，

一國之經濟情況，無論好壞與否，都會迅速地影響其他國家。

在全球經濟納入國際性組織的監管下，參與國家能夠維持更緊

密的合作，然而，經濟全球化亦無可避免地引致了負面性的影

響，如當2008年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系美國因房屋信貸等因素

而爆發金融海嘯，全球經濟便因此受到波及而面臨了嚴重的衰

退，在美國聯邦儲備局透過啓動量化寬鬆政策以紓解燃眉之

急，但卻造成了美元的貶值，導致全球資源價格上升；又或者

如當時的歐債危機、希臘債務以及西班牙銀行業壞賬持續升高

等問題，都導致歐元區的不穩。加上歐盟核心國家如法國、德

國及義大利等經濟亦處於停頓、甚至下滑的情況，此等都拖累

了原本經已疲累的全球經濟。

美國玉米失收的連鎖反應

農業的收成往往受地域因素，如日照時間、雨量所決定，而以往

的影響也多侷限於附近地區。現在由於交通運輸的發達、市場資

訊的流通與金融的全球運作，農業已和全球化經濟息息相關，一

地農業的收成，往往影響遠隔千里的地方的經濟、民生，甚至政

治。

美國是現今全球最大的玉米生產和輸出國，輸出地方包括印度、

南非和中國。於2012年7月開始維持了兩個月的高溫，導致美國

 個案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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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真能獲得更多的消費選擇嗎？

自20世紀起資本主義於全球大肆擴張，其所衍生出來的消費方

式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了各國民眾的生活模式。

隨着這種消費模式在全球的擴張，針對大眾消費文化現象的論述

亦如雨後春筍，其中深受馬克思主義所影響，對資本社會採取批

判性立場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尤是該研究

領域的表表者。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現今資本社會下，消費已被

異化，亦即消費自身已背離了原有的意義，不再僅是為了自我生

存需要這個目的而採取的行為，而是奪取了主體的意義，成為了

目的本身。

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商家藉由大眾傳媒鋪天蓋地的宣傳，不斷

刺激大眾的慾望，創造了所謂的「虛假需要」，而這伎倆說穿

了，為的只是令大眾心甘情願地掏出金錢購買商品罷了。

該學派並批評，在大眾傳媒的不斷吹捧下，這種消費社會的異化

幾近是無孔不入，滲透至大眾的日常生活當中，而資本社會中消

費者所擁有的消費選擇，實為一種由資本家所捏造的虛假自由，

看似有自主權的顧客，事實上，卻是被商家所操控。就以自助餐

為例，表面上似乎是顧客去挑選自己喜愛的食料，事實上，商家

擬訂一個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銷售方法，背後隱藏着大量由他們操

控的因素，例如在供應時會先選擇酒店內其他食肆賣不出去的保

鮮期較短的食材，選擇當季的特價材料，還以不同手法決定消費

者先吃甚麼，後吃甚麼，甚至吃多少等。而顧客在消費時則由始

至終地被蒙在鼓裏，一個個都被資本家巧妙的掩眼法所蒙蔽了。

 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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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跨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不斷擴展，透過全球性廣告等方式

宣傳商品時，便造就了一個現象——全球市場都在銷售相近的產

品，而全球消費者的品位亦因而更趨於類近。在市場中看似更多

的選擇背後，事實上，消費者的外顯行為卻在不知不覺間變得越

為相近，最後便造就了大部份人在消費同一種類的商品的結果。

這種由滿足無止盡的消費慾望所帶來的扭曲的幸福，正一步步隨

着全球化的擴張蠶食各國平民大眾，成為了資本主義控制的一種

新形式。商品與人之間的關係顛倒了，商品不再是為了滿足人的

實際需要而存在，而人反倒是成為了令商品得到消費的存在，在

這意義下，人儼然成為了消費所支配的奴隸。

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 經濟全球化令世界更富裕？或是更貧窮？

• 經濟全球化令全球糧食供應更為充足？或是更為短缺？ 

• 因經濟全球化令生產和消費更形複雜，企業若要兼顧盈利和

社會責任，需作出甚麼改變？當中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如

何克服？誰有責任監察企業是否努力履行社會責任？他們可

以做甚麼？

• 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發展時如何兼顧生態環境和受影響社

群的利益，以達致可持續發展？（如各國政府合作解決雨林

破壞問題，當中可能會出現哪些困難？怎樣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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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模式

李強（北京大學政治學者）

何種類型的全球化政治管理與統治機制才是具有合法性？北京大

學政治學系的李強提出這問題，並作了討論。他指出西方主流意

識形態否定國家主權原則在新形勢下的有效性，試圖以西方權力

與價值觀為基礎構建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他認為，

這種主張的實質是從二戰後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倒退到

傳統的主權不平等的國際秩序。李強指出，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立

場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家與知識份子，則拒絕接受近代以來形

成的基本經濟、政治規範，甚至拒絕參與國際合作。

李強認為中國可以超越以上兩種選擇，構建第三種可能的模式：

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原則與反映弱小國家利益

與訴求的平等原則結合在一起；它以二戰以來的平等主權原則為

基礎，尋求全球化環境下最大可能的國際合作，並尋求在主權國

家轉讓部份權力的基礎上實現某種全球化政治統治。

李強在討論這問題時採取了折衷的態度。第三模式的核心是二戰

以來所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在世界範圍內，主權國家仍然是體

現政治權力與責任的統一，體現當地民意的基本單元。合法的國

際統治機制只能以主權國家為基礎。而且，在全球化條件下，主

權國家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複雜的情形，肩負更重要的任務。

原因是：第一，主權國家必須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護一國人民的利

益，儘量減少全球化經濟與文化交流給一國人民帶來的負面影

響，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完整；第二，主權國家有責任維護國內秩

序，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李強認為這種責任

在全球化環境下顯得更為艱巨，譬如：犯罪全球化的趨勢使得主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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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在控制犯罪方面面臨更複雜的任務。中國一直指責一些西

方大國利用人權等藉口干涉別國內政，且並不完全認同人權高於

主權。李強的論說反映了中國有關的觀點，也維護了國家利益。

李強也承認，在堅持平等主權的前提下，第三種模式並不認為主

權國家在自己領土範圍內擁有絕對權力，不受任何其他原則或機

構束縛。恰恰相反，它承認對國家主權權力的適用範圍、方式

應該有所限制。目前，中國在多個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系統的組

織，扮演積極角色，且配合度相當高。

李強：《全球化、主權國家與世界政治秩序》，2002年7月15日，ht t p : / /www.
cc.org.cn/wencui/020715200/0207152002.htm，閱讀日期 2014年10月16日。

3.2.2  國家獨力管治模式轉為趨向於全球管治模式

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為了應付紛至沓來的各種跨國性議題

所形成的挑戰的政治單位，已由傳統上的主權國家提升至跨國

界管治的國際性組織機制。而這種以全球領域為管治範圍的運

作模式即被稱為「全球管治 」(global governance)。

資料來源：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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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案例2

資料A

資料B: 肥胖人士佔成年人口的百分比

有指肥胖正逐漸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資料A和資料B在

多大程度上支持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答案一（較低等級的表現）

引言（於開首清晰表明對題目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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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認 為 資 料 A 和 資 料 B 在 很 大 程

度上支持肥胖正逐漸成為一個全

球性的健康問題的看法。現將分

別從資料A以及資料B分析其為何

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肥胖正逐漸成

為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

引言過於簡略。

主體論證（每段一個論點，按論點

數目增加段落）

首先，根據資料A，從右圖中可

看出全球正面對着快餐文化普及

化的問題。隨着跨國快餐企業如

麥 當 勞 ( M c D o n a l d ’s ) 、 肯 德 基

(KFC)的不斷擴張，這種不健康

的快餐文化正逐步蔓延至全球。8

而由於快餐店提供的多為垃圾食

物，因此導致各國人民的肥胖問

題越趨嚴重化。

其次，根據資料A，從右圖中反

映出導致人們肥胖的其中一個主

因為現代人過於依賴資訊科技，

在經常足不出戶、缺少運動的情

況下，腰腹部、大腿等位置自然

容易囤積贅肉，而出現過度肥胖

的問題。 

8 第四章：4.1.2 全球文化與消費主義

未能通過充分詮釋資料，指

出資料A中左圖與右圖之間

的關係，如藉由左圖中的全

球性問題、全球暖化以及污

染等，以暗示右圖中的快餐

文化，如進食炸雞、漢堡包

等，亦已成為了全球化的現

象。

未能進一步闡述跨國快餐企

業的影響，如本土快餐企業

亦因而被帶動，導致快餐文

化於被引進國家的普遍化。

未能充分回應題目，僅能指

出肥胖的原因，而無解釋資

訊科技導致肥胖成為全球化

問題的原因。

並 未 清 晰 指 出 何 為 垃 圾 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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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資料B的數據，可看

出 全 球 肥 胖 人 口 佔 成 年 人 口 的

百分比由2002年至2010年都呈

現上升的趨勢。如升幅最高的美

國，其百分比從2002年的34.9％

急速攀升至2010年的46 .3％，

升 幅 高 達 接 近 1 2 ％ ， 以 及 升 幅

最小的日本，其肥胖人口佔成年

人口的百分比由2002年的1.5%

上 升 至 2 0 1 0 年 的 1 . 7 ％ ， 升 幅

為0 .2％。數字說明不論哪個國

家，肥胖人口的數量有所增長仍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分析流於表面，僅能作一般

數據描述，而未能就不同層

面如地區和人均國民生產總

值以解讀資料；此外，亦未

能指出國家之間發展程度的

差異，反映對全球化的認知

不足。

相反論點（佔三分之一，例如同意

有三個觀點便需有一個相反觀點)及

駁論

但 另 一 方 面 ， 有 人 認 為 由 於 跨

國快餐企業的分店並沒有遍佈全

球，因此資料A以及資料B只能在

很小程度上支持肥胖正逐漸成為

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的看法，

然而我並不認同此說法。 

即使跨國企業的經營並未擴展至

部份發展中國家，但本土企業透

過開設速食餐廳，如日本的摩斯

缺乏具體解釋，未能指出跨

國快餐企業的分店沒有遍佈

全球的情況，與肥胖並沒有

逐漸成為全球性健康問題之

間的關係。

提出錯誤例子，如錯誤引用

日本的摩斯漢堡作為發展中

國家本土速食餐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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