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份「通識徵文比賽」 

初中組  題目一 
初中組︰參考資料二及三，說明資料一圖片所反映出不同年代的人，對生育的

取態有什麼差異，及簡述原因。(100-200字) 

 

 

 

黃鈺程 2A 11 

 

根據資料一，上了年紀的老人家鼓勵已婚夫婦生育下一代，以繼承。在資料

三可見，家計會調查顯示，「一孩家庭」是目前最普遍的家庭結構。本港夫婦

的平均子女數目，過去 5年維持在 1.2至 1.3名的低水平。經濟負擔、責任和

教育均是影響夫婦是否生育的原因。家計會研究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兆輝表

示，不相信延長法定產假及待產假，對鼓勵生育有很大改善。 

 

 

 

 

 

 

郭娠瑜 3B 9 

 

在資料三中可見，出生率有大幅下降的趨勢。在資料三中，現今的家庭會在

經濟負擔、責任和教育等多方面考慮，因此亦會增加不願生育的念頭。然

而，出生率也會受影響。 

 

在較上年紀的生育思想方面，他們大多只希望有下一代的承傳，或只是純粹

希望能繁殖下一代，但是出生率高不等同小朋友獲得幸福的生活，由於較上

一代的人沒有太多顧慮便生育，但沒有顧及經濟能力，因此生後有棄嬰的行

為。 

 

以上反映到不同年代的思想差異，會影響到出生率。 



戴莉娜 3A 11 

 

根據資料顯示，老一輩年代的人都鼓勵生育，認為多子是家族福氣、興旺的

象徵。而年輕一輩的則認為生育並非必要的，更注重夫妻倆人的生活。會有

此差異。 

 

現代人盡不想加重家庭負擔。現代的生活壓力使人們肩起沈重經濟負擔，如

供樓、交稅等，認為生育孩子只會加重生活負擔。 

 

加上現代人對「多生為榮，多孩為福」的傳統觀念已經淡化。現代人大多有

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認為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意義不大。隨著年代改變，

令家庭觀念改變。 

 

莫嘉盈 3D 11 

 

參考資料三及二，從 1981年到 2003年香港生育水平呈現下跌趨勢，之後 8

年裏一度回升至 1285名，但隨後再次下跌，這反映了資料一中年青的已婚人

士對生育抱不大的期望，甚至去打算只養寵物，便能幸福；資料中講述延長

產假只幫助夫婦有更多時間去照顧子女，是改善不到生育的低水平，主要原

因影響夫婦會否生育的是經濟負擔、責任和教育，反映年青的已婚人士則希

望他們的孩子去生育，還反映了老年一輩期望生育孩子的精神能一代一代地

傳承下去。 

 

簡曉琳 2C 09 

 

上述的影響較為明確，例如：經濟負擔、責任、教育以及沒有時間照顧等

等，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經濟負擔，聽說一個小孩需要用十多萬至二十多萬

元的金錢照顧，近年的物價、樓價也愈發愈貴，又要照顧父母所需的金錢，

沒有足夠的金錢養育小孩，一些人認為小朋友十分頑皮，沒有教好他們的本

事，所以沒有興趣生育小朋友，並照顧他們。 

 

  



2019 年 3 月份「通識徵文比賽」 

初中組  題目二 
初中組︰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分析政府對商品說明的監管，採取了什麼方法

及有何成效。(200-500字) 

 

嚴浩軒 2A 32 

 

參考資料二、三，餐牌上顯示了粟米斑腩飯，斑腩是鯰魚魚塊，這裡的斑腩

並非斑腩，令消費者沒有知情權去知道，而令到出現說明不符的現象，是一

種餌誘式宣傳，令消費者上釣，令消費者損失他們所擁有的權利，而且誤導

性的資料不能完全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令消費者對食肆失去信心，根據資料

三，一些私人授教中心，先吸引消費者報名及繳交學費，但其後突然結業，

使報名的消費者影響，令他們失去了應有的權利，令消費者造成損失。 

 

劉浩榮 3A 24 

 

現在有很多企業為了賺取更多的行益，用不同方法吸引消費者，甚至跨大商

品的資料去吸引顧客消費，例如資料一的碗仔翅，裏面的成份只是廉價的粉

絲。這些被誇大的商品令消費者蒙失金錢，他們不知道這些商品是被誇大的

而去購買產品成份與標籤不一樣的商品。除了金錢產損失，也有可能令身體

受損害，例如一些面膜，可能裏面有一些成份令某些容易敏感的人患上皮膚

病等。 

 

王鎧汶 3C 9 

 

根據資料一，消費者遇到的誤解是商品說明與實物商品不符。例如鮑魚福建

炒飯中鮑魚是仿製鮑魚，是商戶在經營過程中手法不當。 

 

雖政府已加強打擊不良營商手段，但仍有消費者遭受損失。第一，消費者遭

受的貨不對版的經濟損失。第二，消費者在使用不良商品時也會對自身健康

造成損害。例如保健品，使消費者不單沒有強身健體，反而失去健康。第

三，精神方面的損失，例如在醫美方面，使用與商品說明不符產品，重至面

容受損，造成精神損失。 

 

 

 



吳嘉詠 1A 14 

 

參考資料二，在 2013年修訂了「商品條例」， 進一步打擊不良營商手法，觸

犯法例者有可能附上刑事責任，可是條例中存在太多灰色地帶，例如提供不

完整或具誤導性資料，容易令人誤解。根據資料三，當中有個案是有食肆聲

稱的「鮑魚」其實是螺肉。而這些虛假商品說明的食物往往最容易誤導人。

有些消費者因而被騙。許多商店也是利用這種虛假信息來欺騙消費者，從中

賺取利潤。這不但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還損壞了香港「購物天堂」的

美譽。 

 

 

徐詠雯 1B 10 

 

在資料二，有消費者認為商品說明條例存在太多灰色地帶。其實，這條例是

對營商過程作出規管的法律條文，來保障消費者權益，2013年起新修訂條例

下，已對「商品說明」有明確的定義。 

 

資料三，有鮑魚炒飯中沒有鮑魚，食肆用虛假商品說明的食物，被判罰款

5000元，這樣的食肆可能失去對消費者的信用，沒有誠信的食肆消費者是不

會去光顧。 

 

希望商人不要用一些不良的營商手法去推銷，這樣是缺德的行為，最後沒有

人去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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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題目一 
高中組︰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分析資料一圖片所反映的現象，並列舉兩個相

關的影響。(200-500字) 

趙凱晴 4A 3  

 

根據資料一，圖中指出現今夫婦不願生育，因為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相當

大，因而他們選擇飼養寵物而不生育。 

 

從圖中的現象，會造成兩個影響。首先，這會導致人口老化加劇。根據資料

二，數據中顯示活產嬰兒數目及粗出生率由 1981年的約 17%，下降至 2003

年的 7%，雖然在 2012年有回升的趨勢，但在 2017年卻再次下降至 8%。隨

著嬰兒的出生率下降，意味著各年齡層的人口比率會有所變動，會導致老

人，即是 65歲以上的人口比孩童的多，因此造成人口老化。 

 

第二，這會造成將來的勞動人口減少，現今嬰兒的出生率低，造成十多年後

的勞動人口下降。當勞動人口逐漸減少，香港的經濟便會出現衰退的狀況，

而且其本地生產總值亦會比現今的低，從而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會使香港

的經濟造成問題。 

 

彭紫晴 4A 9 

 

根據政府統計，過去 36年，香港出生率呈下降趨勢。資料一的漫畫反映出現

時香港的新一代認為，沒有錢所以不生，因為無能力去養。然而出現了遲生

或不生的情況。加上現時提倡領養動物；當有個小動物在香港家庭裏，這些

年新一代便選擇不生。 

 

根據資料三，現時香港並沒有任何措施以鼓勵生育，妊長產假仕產假並沒有

效鼓勵生育。因為遲生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負擔以及寵物，和產假並沒有幫

助，反映出資料一青年夫婦不生的現象。 

 

加上，根據資料二，活產嬰兒的生育率呈現下跌。在 2003年只有 901名，隨

後曾一度上升後政回到 1.125。從數據可分析 2003和 2015都有不少的疾病傳

染，因此有些夫婦選不生都不會因病影響下一代，例如 2003年沙士高峰期只

有 901個活產嬰兒。 

 

由此可見，反映資料一的年輕夫婦選擇不生的其他原因。 



 

 

 

 

 

 

黃曉彤 5B 17 

 

根據資料，資料一圖片所反映的現象是本港近年普遍的「一孩家庭」現象。

而這個現象會帶來以下兩項影響。 

 

首先，「一孩家庭」會造成勞動力下降的問題。如每個家庭都只是生育一個小

孩、再加上「人口老化」的現象，本港的勞動力下降，變相只有少量有能力

的市民仍在工作，這便會減少本港在國際社會上的競爭力。再者，勞動力不

足，即是本港的 GDP亦會因而下降，當問題持續，將大大削弱本港經濟的增

長潛力及國際社會的競爭力，造成深遠影響。 

 

另外，「一孩家庭」會加重未來勞動人口的負擔。不少家庭都是外祖父母、祖

父母及父母健全，當青少年長大後，便要獨自一人負擔所有長輩的生活開

支，壓力甚大。而且他們亦須獨自一人支付龐大的生活素質，以及增加其經

濟負擔。 

 

以上便是「一孩家庭」現象帶來的兩個影響。政府應多鼓勵本港市民生育。 

魏一玲 5A 12 

 

資料一顯示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價值觀差異。老年人認為生兒育女是本份，為

家庭開枝散葉，自己能得享天倫之樂。青年人則認為享受和伴侶在一起的時

間更重要，而且沒有儲蓄就不要生孩子，因為養育孩子會令他們增加開支，

孩子日常生活、學習都需要大量金錢支持。降低青年人生活素質。所以青年

人選擇養寵物代替養育孩子。 

 

這將降低本港生育率，令新生兒數量下降。資料二可見，本港嬰兒出生率由

1981年到 2017年下降一倍。 

 

其影響人口結構，造成人口老化。新生兒數量少，但成年人數量多。在二十

年後新生兒成為主要納稅人，他們要供養老人。以前可見五至六個納稅人供

養一個老人，二十年後將只剩三個納稅人供養一個老人，令他們負擔加重。 

 

它影響未來勞動力，造成 GDP下降。嬰兒數量降低，將令未來勞工人數降

低，讓本港競爭力下降。 



 

 

 

 

 

鄭然升 5B 19 

 

資料一圖片反映了拒絕生育的現象。從圖中可見，圖中的夫婦寧可飼養寵物

都不願意生育，原因是缺乏經濟能力養活孩子。然而，以上現象帶來了以下

影響。 

 

首先，以上現象違反了傳統觀念。從資料一可見，圖中長輩抱著傳統觀念，

希望每對夫婦都能至少生育一個孩子，但圖中的夫婦並不希望生育，反觀是

希望飼養寵物之代替孩子，違反了傳統觀念，同時不能達到長輩希望傳宗接

代的宏願。 

 

另外，以上現象會帶「少子化」的社會問題。拒絕生育的風氣日趨盛行，令

出生率不斷下降。根據日本非官方的統計，拒絕生育的風氣，令日本出生率

不斷下降，至 100年後預計只剩下一個小孩。「少子化」的問題也令未來社會

勞動力下降，使社會人才減少，影響整體社會經濟狀況。 

 

從以上可見，現今社會拒絕生育的風氣造就了各種負面影響，在文化上或是

社會上都影響深遠。 

黃梓怡 5B 1 

 

從資料中可以反映出對社會以及經濟方面會造成影響。 

 

從資料一中可以看見漫畫左手則有一對男女，他們牽著一隻小狗，他們說養

小孩需要的金錢比養寵物的更多，而男女對面的老人則希望可以人可以生小

孩來傳宗接代。由此可以看見現代的男女對於生小孩的欲望不大，因為社會

及經濟的負擔方面導致夫婦的生育率降低。 

 

從社會方面，會令人口老化加劇因為從資料三可見在過去的 5年在港夫婦的

平均女子數目只維持在 1.2到 1.3名。因為年輕人的數目降低，他們難以承擔

社會上的老人家的贍養費用。 

 

從經濟方面，因為現代夫婦生育意欲大大降低，會導致未來新進社會的人員

減少，進而令社會未來的生產能力降低，經濟能力下降。政府更需從外地引

入有才人士工作，更增加政府的其他開支，導致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負擔加

重。 



 

 

 

 

 

 

  

高榮俊 5B 22 

 

從資料一中可見，一名老人和兩位年輕的一男一女，從他們的對話中可見，

一男一女是夫妻，需老人則提出了家庭樹的圖，反映老人認為結婚生子很重

要，而夫妻則提出了養孩子和金錢是對等的，反映養孩子要大量金錢。可見

長輩和後輩在結婚是否應傳宗接代的問題上存在分跂，現在的新婚夫婦認為

婚後不一定生兒育女。 

 

首先，現在新婚夫婦婚後不生子可導致香港未來勞動力不足。根據圖二，

1951至 2017年間，生育率一直呈現下跌的趨勢。雖在 2011至 12年間回

升，但之後亦大跌，反映香港生育率下降。而其中主因是因爲出生率和勞動

力是正比關係，因此育率低下的香港，未來的勞動力亦不足。 

 

其次，該現象也將香港的競爭力降低。香港現時面對的其中一大問題是很多

工作都招收不到人才。香港的低生育率將很難為香港提供大量人才，導致競

爭力下降。 

盧巧瑤 5B 9 

 

資料一反映了現時的夫婦寧願飼養寵物，都不打算生育，相反，長輩則希望

子女可以為家族開枝散葉，反映了兩代的價值觀不同，想法也隨著科技的進

步和環境的轉變而有所不同，兩代截然不同的想法影響著現時的出生率以及

人口老化的嚴重性。 

 

首先，現時的夫婦不選擇生育，長遠會影響出生率，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現時的夫婦大多選擇飼養寵物，想過自己二人的時間，參考資料二，活產嬰

兒數目及出生率由二零一三年起急劇下跌，可見出生率的問題為社會帶來影

響，未能培養更多年輕的人才，減低了勞動力長遠影響社會的發展。 

 

另外，生育率低會惡化人口老化的問題。現時的夫婦不選擇生育，會促進人

口老化的問題，加劇其嚴重性，為社會帶來影響，勞動力和競爭力也會相對

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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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題目二 
高中組︰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分析政府對商品說明的監管，採取了什麼方法

及有何成效。(200-500字) 

 

 

 

趙長善 5A 19 

 

從 2013年起，政府擴大了對商品說明的監管，加強擊不良營商手法。根據資

料一可見餐牌上的描述與食物不符，粟米班腩飯的魚塊並不是用斑腩，而是

用鯰魚魚塊。鮑魚福建炒飯所用的是仿鮑魚而非真鮑魚。政府嘗到某些食肆

進行檢驗，在化驗後發現與餐牌的商品說明你不符。最終，該食肆被檢控，

被判罰款 5000元。 

 

從海關就商品說明條例的執法工作數字可得知，在 4年多的時間中，雖然有

311宗的檢控個案數目，但是重犯的個案則只有 9宗。而且，被定罪的個案

有 283宗，涉及了 311人。大多數都只是判罰款而已，只有少數判社會服務

令以發以及入獄。由此可見，政府在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後，大多數人都不

會違反該條例，條例具阻嚇性，使市民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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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的飲食方面有許多「虛假」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對商品和餐廳加強

監管，進一步打擊不良營商手法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資料一，我們可以看見餐單虛有一些使人誤導的商品說明，例如鮑魚是仿製

品，所以政府會推出一些法條來防止這些現象出現，包括《商品說明條例》，

這項法例是規管對不同商業去為市民服務。所以有少量的商店因而觸法。在

資料三中，被定罪個案的數目有 283宗，而檢控個案數目則有 317宗，令

「商品說明」更有定義和涵蓋服務交易。 

 

雖然這個法例能夠解決問題，但只能打擊少量商店，香港用不良經營手法的

店舖有不少，但在資料三中由 2013年至 2017年共五年中，只有 594宗，數

量非常少，所以成效不大，可見政府在此方面未有加強監管，因此我認為政

府應該加多資源，例如設立組織去查案或宣傳，以及教育市民。 

 

最後，政府有推出方法，但成效卻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