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組  題目一 
初中組︰參考資料二，指出及說明資料一圖片所顯示現今香港市民面對的問題。(100-200 字) 

3D 09 黎煒瑤 

馮諾揚老師 

 

現今香港市民面對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隨著生活質量和醫療服務的不斷提升和改善。香港市民

越來越長壽。加上近年來香港生育率逐步下降，令「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如劇。 

 

如今社會上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就業和退休也成了一個問題。以前的人從 22 歲開始工作，到 50 歲

退休養老。而現在，同樣是在 22 歲開始工作，60 歲了卻還在考慮要不要退休。工作崗位上老年人

越來越多，令剛畢業的年輕人難以找到工作。 

 

到了 2040 年左右，老年人在社會上的比重將會政更多，「人口老化」的問題將會導致更多且更嚴重

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發展。 

 

3D 14 黃敏萍 

馮諾揚老師 

 

根據資料二，長者和青壯年人口比例未來此消彼長，就跟資料一圖中所顯示的生物階梯，兩個都有

著相同的問題。在資料一中的生命階梯，以前和現在的就業年齡雖然一樣都是 22 歲，可是退休的年

歲就從以前的 50 歲到現在、65 歲還在想震不要退休，而且現在的人越來越長壽。 

 

現停香港市民正面對越來越長壽，現時 65 歲的長者，大多將活到 85 歲或以上。長者於社交方面，

為熟悉的社會生存，這令長者生活更添生氣。但問題是仍然缺乏資料，例如家居清潔等社司服務的

輪候時間數年不等，但這正正對長者有迫切需要，政府是否要使些行動去解決這問題？例如參考外

國安老經驗。 

 

3A 02 鄺綽瑤 

梁雲鳳老師 

 

香港現在面臨人口老化及生育率下降。 

 

根據資料一，可以看到現在的出生率及長者越來越長壽。而且現在的退休年齡比以前年長。由 50 歲

到 65 歲甚至更長。這些都是因為醫療普及及價值觀產生變化。 

 

根據資料二，現時 65 歲的長者，預期有六成活到 85 歲以上，而且香港的總和生育率由 1981 年每名

女性生產 1.9 嬰兒下降至 2003 年的 0.9 個歷史生育率。從上述資料可見，香港正在面臨嚴重的人口

老化及生育率問題，我認為政府可以多一些向婦女宣傳多生子女，以緩和這些問題。 



 

3A 03 鄺文捷 

梁雲鳳老師 

 

香港人越來越長壽，預期有六成將活到 85 歲以上，四成長者過 90 歲，我認為香港市民正面對兩個

問題。 

 

第一，出生率下降，香港人越來越長壽，但出生率卻下降，導致政府要花資源在安老院或其他長者

服務上，出生率下降間接導致勞動人口減少但政府要花資源安老，會令負稅增加，青年人要養一大

群老人家，令負擔增加。 

 

第二，香港人多地方，長者增加，政府便要尋覓地方去安置長者，香港大部份地方，不是建樓，就

是建交通，所以長者越來越長壽也會造成土地負擔。 

 

以上就是我對現今香港市民面對的問題的看法。 
 

 

 

 

 

 

 

 

 

 

 

  



初中組  題目二 
初中組︰利用各資料，指出及說明政府處理各種即棄塑膠製品的不同措施。 (100-200 字) 

3D 11 莫嘉盈 

馮諾揚老師 

 

在各資料中可以得出，政府理各種棄膠的措施：1. 由於有大量的棄膠袋，政府以經濟方面作出塑膠

購物袋附加費徵收的計劃，讓人們有少用膠袋的意識；2. 政府舉行的「沙灘走塑運動」這不既鼓勵

著市民避免用塑膠的餐具及袋，還以舊的塑膠物品重新制做出較環保物品，支持保護海洋；3. 政府

作出全年塑膠購物袋棄置調查，從資料二得出，它棄置量從 2010 年到 2015 年，逐漸減少，証實政

府所作計劃對比有重大影響。 

3B 10 黎坤芳 

王茜 老師 

 

現時膠袋通常以易降解的物料製成，這令本已繁拙的堆填區資源構成壓力，對於這問題，政府在 2009

年 7 月 7 日推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不但鼓舞零售店減少派塑膠環保袋，還鼓勵市民少用膠

袋，以自備環保袋代替。培養市民環保的重要和意識。 

 

加上，環境保護署今年暑假在全港所有公眾沙灘推行「走塑沙灘，遠具先行」運動，鼓勵市民和沙

灘附近的食店避免使用即棄餐具。環保局局長表示這只是起步。 

3B 09 郭娠瑜 

王茜 老師 

 

政府要求所有公眾泳灘的小食亭、快樂亭、餐廳等等多間食店要避免使用或派發膠飲管和即棄餐具。

並把它們改為用紙飲樽、竹韱、紙袋等。這樣較為環保，亦有助保護海洋。這種措施，希望能籍此

避免塑膠廢物進入海洋環境，並且這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共識。 

 

政府更舉辦不同活動，例如由於近年發現塑膠購物袋棄置的數量佔塑膠廢物其多，所以在 2009 年推

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這能大大減少塑膠廢物的棄置數量。 

 

這些活動都是希望能保護海洋的生態環境，以這些活動去推動各市民能積極保護環境，以此行動保

護地球。 

3B 20 張子韜 

王茜 老師 

 

在 2009 年 7 月 7 日，政府推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為首個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提供經濟誘因，

鼓勵 3000 至 3500 間零售店減少派發塑料購物袋。這樣能夠令顧客在購物後無法向職員索取塑膠袋，

提高顧客帶環保袋的意識。但這樣做，可見成效不太高，因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間，可見塑料袋



的全年棄置量介乎 5 萬 5 千至 8 萬公噸。 

 

因此在 2018 年 7 月 19 日，環境保護署推行了沙灘走塑運動，呼籲公眾在沙灘收拾垃圾，整理環境。

這樣能夠保護海洋，還能喚醒公眾的環保意識。 

 

整體來說，政府希望能夠透過這些計劃和活動，來保護環境，讓公眾知道環保意識。 

3B 13 徐寶樹 

王茜 老師 

 

政府於 2009 年 7 月 7 日推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 膠袋徵費計劃，為首個生產者責任計劃，

以提供經濟誘因，鼓勵 3000 至 3500 間零售店減少派發塑膠購物袋。此等零售店根據相關法定準則

須要登記，主要為超級市場、便利店及健康護理和化妝品店。 

 

環境保護署今年暑假在全港所有公眾泳灘推行「走塑沙灘，餐具先行」運動，鼓勵市場和泳灘附近

食店避免使用或發即棄塑膠餐具。政府是次運動在公眾泳灘的小食亭、快餐亭、餐廳，47 間參與食

店會避免使用或派發膠飲管和即棄塑膠餐具，改為試用竹韱、紙袋等較環保餐具，並張貼宣傳海報，

支持保護海洋。 

3A 18 陳樂聰  

梁雲鳳老師 

 

在現今社會，人們貪圖方便而大量使用塑料袋，為緊拙的堆填區構成壓力。為減少棄置塑料袋，政

府推出各種方法對應。 

 

首先，政府推出了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以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零售店減少派發塑料袋，令人

們自備環保袋，甚至循環再用塑料袋。 

 

然後，環境保護署也推行了「走塑沙灘，餐具先行」運動。鼓勵市民和泳灘附近食店避免使用或派

發即棄塑料餐具，以免塑料廢物進入海洋環境。 

 

後，希望大家能出一分力，保持環保，堅持「走塑」。 
 

 



高中組  題目一 
高中組︰參考資料二及三，分析資料一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並說明一項個人或社會方面應對這現象的

建議。(200-500 字) 

 

4B 32 楊英杰 

范綺君老師 

 

根據資料二及資料三，香港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是「人口老化」，根據資料香港的長者壽命可長達致 85

歲或以上，但全港的生育率卻只有 1.2 至 1.3 的水平，這將會導致香港工作人口比例不平均，並且長

者將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另外，由於長者人口提升，政府所在醫療及護老方面的資源投入越來越

不足，令越多的長者得不到服務或照顧。並且政府需在長者日益漸多的情況下，投入更多的資源在

醫療及護老方面，這不但增加社會負擔，還阻礙了社會發展。我認為政府可在科研的方面上投入更

多的資源，研究另一些照顧長者的機器人或護老設備，另外政府可推行一些政策如強制「全民儲蓄

金」，以此來減少市民老後所需的負擔，以上的方法可以達致解決長時間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不是短

暫性。 

 

 

 

5B 26 鄧明聰  

馮諾揚老師 

 

 

參考資料二，當中提及長者晚年生活的情況，而香港發現社區闖顧比起院舍更能夠集中照顧更能滿

足長者的不同需要，而問題則是仍然缺乏資源，輪候時間亦很長，對一些對服務有迫切需要的長者

來說他們只能選擇環境及服務質素欠佳的私營護老院 

 

除此之外，又提到如果要改變長者的晚年生活，需要「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及「老有所為」這

三項為改革的目標。而社會亦須協助他們，讓他們能夠在退休後可以持續貢獻社會，達致「老有所

為」，又是能透過建立社區網絡來獲取歸屬感。而資料二的數據則是講述長者的人口愈來愈少，勞動

人口亦一樣，而且長者亦出現退休潮，由此可以反映，資料一的社會現象是指人口老化的問題和退

休的現象。 

 

我的建議是在個人方面，長者可以多參與社區上的服務，使自己「老有所為」，退休後仍然有東西做。

 

在社會方面，政府可以鼓勵生育，提高生育率，以增加年青人口及勞動人口，平衡人口老化帶來的

負面影響。 

 



5B 19 鄭然升 

梁雲鳳老師 
 

現時社會出現了人口老化的情況。根據資料二，長者人口將於未來 40 年不斷上升，至 2040 年左右，

長者的比率更佔全港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長者比率及數量上升，自然對安老設施的需求也會增

加，例如日間照顧服務、安老中心等。但現今社會的安老設施仍未能滿足長者的需要。根據資三，

上門送飯、家居清潔、日間清潔等社區照顧服務需輪候數日至數年不等，可見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就以上的情況，我認為可延長退休年齡，從資料二可見，本來香港人口將越來越長壽，預計現時的

長者，有六成會活到 85 歲或以上，四成更會過 90 歲，加上現時港人的生育率持續偏低，要應付這

批於嬰兒潮出生的長者，必須以大量勞動人口應對。廷長退休年齡，能增加來港勞動人口，從而提

高港人生活質素，而且現時有產達到退休年齡的長者仍能繼續工作，長遠不單能增加勞資人口，也

能減少政府針對長者及安老政策的開支，並減少年輕人的經濟負擔。 

6A 10 莫珊妮 

梁雲鳳老師 
 

資料一反映的社會現象為人口老化，根據資料一，以前環境中老人壽命共不長，但現在卻可活到九

十多歲。而資料二亦反映這種現象會影響香港社會的人口結構，到了 2020 年，差不多每三名香港人

便有一名是長者。資料三指出了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的問題，那便是長者人數過多令安老措施上的

資源不足，需要很長的輪候時間才得以獲得服務，有些急切需要的長者只能得到質素較差的環境服

務。由此可見，三項資料亦分析了香港人口老化現象的嚴重性。 

 

就人口老化的社會現象，我認為每位香港市民個人都應負上責任應對。我建議市民可盡自己所能為

家中長者予以照顧。現今社會缺乏安老資源，資源服務未必能惠及每一位長者，市民自身有照顧老

一輩的責任，若經濟能力能夠負擔，就應多加照顧長者的起居飲食，有能抽空的時間，就多陪家中

長者散步聊天。若每位市民都能負上照顧長者的責任，資源就可分配予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如獨居長

者，無兒無女的等等。 
  



高中組  題目二 
高中組︰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分析政府對推動減少使用即棄塑膠製品的兩個不同方向及評估其成效。

(200-500 字) 

5A 33 王韋淳 

鄭傳媛老師 
 

首先，政府在立法方面，推行塑膠購物袋徵收附加費。根據資料一中，政府在處理推動減少使用即

棄塑膠製品進行，追收膠袋附加費。從資料中所知，膠袋通常以不易分解物料所製成。在「塑膠購

物袋棄置量調查結果」中自 2009 年每天約有 665 噸棄置。到了 2010 年時則有每天約 186 公噸棄置

量。可見，在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推行後，確實能夠有效減少市民過於依賴塑膠購物袋。雖然

其成效在 09-10 後是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 11-12 年卻上升了 1 公噸。可見，這政策的阻嚇力不足，

未能有效實行減少使用即棄膠製品。 

 

另外，政府在宣傳方面，推行了「沙灘走塑」運動。從此鼓勵市民在沙灘附近避免使用即棄塑膠用

具。向市民介紹從源頭減少使用塑膠物品。在此行動中有 47 個食店於沙灘附近參與，不會向市民提

供塑膠用品，反改用紙製用品等較環保的用品。市民在這情況下強逼只能使用非塑製品，從而更加

了手解到「走膠」意識，政府從此教育到市民增高環保意識，推動市民減少使用即棄塑膠製品。 

 

5A 04 香倩儀 

鄭傳媛老師 
 

針對即棄塑膠製品的問題，政府在立法和教育兩個不同方向分別了措施，以下將分拆其成效。 

首先，在立法方面，政府推行了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政府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零售店減少派

發塑膠袋，並培養市民自備購物袋的習慣。 

 

根據資料二，二零一零年的塑膠購物袋棄置量近六萬八公噸，其後更上升至二零一二似年的七萬八

公噸，升趨達 16%，二零一五年卻下降至五萬公噸。 

 

可見，在推行徵費後，塑膠袋棄置量不降反升，雖然在二零一五年有明顯下降，但卻是在徵費後六

年，所以可能有其他因素導致。因此，政府在立法上的成效不足。 

 

其次，在教育方面，政府推出「走塑沙灘、餐具先行的計劃，鼓勵各界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 

 

根據資料三，有近四十七個食店避免使用即用即棄塑膠餐具，改用紙製。 

 

可見，計劃能從源頭減費，而且有帶頭作用，鼓勵更多餐店參與並減少塑膠棄置，所以措施有一定

成效。 

 



5A 15 楊雪嵐 

梁雲鳳老師 
 

政府第一個推動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的方向是提升市民要保意識。首先，資料三指出環保署在本年推

行「走塑沙灘 餐具先行」，並鼓勵市民和泳灘附近食店避免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然而，此計劃成效

不足。此活動只是在沙灘附近推廣，亦無嚴格的監管檢視店家，市民有否走塑。其次，政府雖希望

藉此活動加深市民對塑膠對海洋的影響，但不代表只在沙灘歲進行此運動。不少海洋垃圾是因應有

人隨處丟棄垃圾於海裡，並非沙灘上的食客和店家造成。 

 

而政府對二個方向是以經濟誘因令市民減少使用。資料一指出政府推出首個生產者責任計劃：膠袋

徵費，原在 2010 年，有 67991 公噸，但計劃實施 6 年以後，膠袋數下降至 55042 公噸，下降約 10%，

可見這計劃成效較大。但是。資料一指出有商店仍免費派發餐具如：飲管，以方便客人，但這樣會

造成濫用，一些市民認為小便宜十分重要，便會不停地拿取，使塑膠依然被浪費。 

6A 02 陳思穎 

梁雲鳳老師 

 

政府對推動減少使用即棄塑膠製品的兩個方向分別為提供經濟誘因和宣傳和教育。現分述如下： 

 

首先，在提供經濟誘因方面，以減少市民使用即棄膠製品。政府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推出了塑膠

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計劃目的旨在要求使用者在領取塑膠袋時需要自行付款，以鼓勵市民減少使

用塑膠袋。政府亦鼓勵三千三千五百間零售店減少派教塑膠購塑膠購物袋。這些計劃和政策能為市

民和店主提供經濟誘因，市民和商店因不想付款額外的費用以取得購物袋向選擇自備環保袋，大大

減少塑膠袋的使用量。 

 

另外，政府亦提供了宣傳和教育給大眾。政府推行了「走塑沙灘，環具先行」，以鼓勵使用即用即棄

餐具。這些計劃有助向市民灌輸一個正確的環保意識，亦能提升市民的動機，是他們主動減少使用

即棄塑膠製品，可見成效頗大。 

  



6B 16 王婥茵  

王茜 老師 

 

政府推動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採用源頭減廢及用者自付兩大方向。我認為這兩個方向對減少即棄

產品的成效低。 

 

首先，在有效方面，政府採取源頭減廢及用者自付的方式可以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根

據資料二，政府以用者者自付原則，在 2009 年推出膠袋徵費，利用經濟誘因令市民減少使用膠袋。

而且政府亦在沙灘鼓勵市民減少使用膠袋。而且政府亦在沙灘鼓勵市民減少使用即棄餐具。據資料

二，塑膠購物袋棄置量已由 2010 年的六萬多公頃減至 2015 年的五萬多公頃。可見政府在採取源頭

減廢上成效成效顯著。 

 

可是，在限制上，政府採取方式不甚全面，令成效大減。由於政府只從膠袋著手，令市民上不織布

袋及紙袋增加，把用量轉移至其他產品上，而不織布袋更是不能分解，故對環境保護也失去作用。

而且，政府只在沙灘上推動環保走塑，範圍不擴闊，接觸層面較少，令成效下降。 

 

總而言之，政府採取之兩方面成效低。 

6D 07 梁詠姿 

王茜 老師 

 

使用膠袋一直都是香港人普遍的習慣。難以分解的膠袋更成為了香港堆填區的壓力及負擔。政府因

此以經濟誘因及親身示範作推動減少使用即棄膠產品的方法。 

 

首先，政府以實施「膠袋徵費計劃」作為對商家及消費者的經濟誘因。若商家違反計劃，免費派發

膠袋予消費者則會被罰款；消費者向商家索取膠袋時亦需付五毫的膠袋稅。 

 

還有，政府以親身示範起帶頭作用另一方法。例如從政府食堂開始，嚴格推動源頭減少使用即棄塑

膠，又推行「走塑運動」，再進一步減少市民日常使用塑膠的情況。 

 

上述方法均行之有效。單是「膠袋徵費計劃」便把塑膠購物袋的用量由二零一零年的六萬八千公噸

跌至二零一五年的五萬五千公噸。加上「走塑」等環保運動所影響的範圍愈來愈廣，亦使民眾對即

棄塑膠的認識愈深，從而亦喚起民眾的公民責任，從自身起進行源頭減廢，減少即棄塑膠使用量。

可見政府的方法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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