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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健康和社會關懷議題 

 

15A.1 人口老化問題 

 

(a) ( 3 分) 

導致香港人口出現持續老化現象的原因： 

● 香港生育率持續下降至極低水平 

● 生活質素提高，延長了人口壽命。 

● 醫學進步和衛生條件改善令死亡率顯著下降，預期壽命普遍延長。 

 

(b) ( 3 分) 

● 社會福利及醫療衛生進步。 

● 食物營養充足。 

● 生活環境及生活質素改善了不少。 

其他合理答案 

 

(c) ( 5 分) 

福利及社會設施： 

● 增加長期護理的需求，例如老人院和長者日間中心等。 

● 增加醫院的慢性治療需求。 

● 增加高齡津貼(老人生果金)。 

● 建設社區無障礙的設施。 

● 住屋改善工程，如家中加設扶手。 

其他合理答案 

 

(d) ( 3 分) 

勞動力人口下降 

社會保障援助金開支增加 

醫護服務開支上升 

 

(e) ( 4 分) 

● 訂立移民政策以吸納年輕人到港 

● 改善本港教育及工作環境以吸引專才到港學習及留港工作 

● 改善政策以間接鼓勵本地夫婦生育 

● 放寬內地到港的移民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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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2 積極樂頤年（康健樂頤年） 

 

(a)  

(i)心理 ( 2 分) 

● 體力及機能衰退，或需他人照顧，認為自己是社會負擔，若加上貧窮、疾病等， 

便容易產生悲觀情緒。 

● 因學習、記憶力衰退，自感追不上時代的步伐，自覺無力參與社會，因而產生 

疏離及自卑感。 

 

(ii)生理 ( 2 分) 

● 身體機能衰退 

● 體力減弱 

● 視力衰退 

● 記憶力衰退 

 

(iii)社交 ( 2 分) 

● 父母、親戚朋友、伴侶相繼離世，生活變得孤寂。 

● 子女長大自立，失去寄托。 

● 與不同年紀的人相處，或會產生隔膜。 

 

(b) ( 8 分) 

 

積極樂頤年的四項策略方向 具體政策 

1. 提倡個人責任 從小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模式。 

 

2. 推動社會積極參與 鼓勵市民協助有需要的人，不論對方的性

別、國藉及年齡。 

學校著重培養尊重別人的精神和德育培

訓，特別是對長者的關懷。 

3. 創造可促進健康生活的環境 在社區日常建設中心，必須以方便長者和無

障礙的設施為主。 

4. 提升長者的形象 政府應從多方面宣傳積極樂頤年的正面訊

息和長者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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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6 分) 

● 從小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模式 

●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 建立良好的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 

● 與家人及親友建立良好的支援關係 

● 遠離嚴重疾病的危險因子如吸煙和酗酒等 

● 努力學習，建立良好的經濟基礎 

 

(d) ( 4 分) 

● 健康和活躍 

● 教育程度高 

● 經濟狀況佳 

● 能獨立自主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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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3 經濟援助及護理 

 

(a) ( 2 分) 

1.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可以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提供的經濟援助。 

 

2.高齡津貼 

應付長者的特別需要。 

 

(b) ( 4 分)  

1.社區照顧方面： 

a 長者留在家中安渡晚年，以社區照顧形式，為體弱或有慢性病長者提供所需護

理服務。                             

b 支援照顧者，服務包括：護老支援中心、長者日間暫託、院舍暫託服務 

 

2.住宿照顧方面： 

當長者因慢性病患或體弱而不能留在家中居住，便可入住安老院舍。 

香港的安老院舍主耍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 

 

(c) ( 3 分) 

1.長者健康中心： 

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一般醫療服務。 

對身體有特別問題長者作健康評估，識別情況並提供相關醫療服務。 

 

2.普通科門診優先服務： 

衛生署轄下的診所，為 65 歲以上長者提供優先診症服務。 

 

3.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走訪各安老院舍，向護老工作人員提供培訓及各類支援，並給

予專業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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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4 堅尼系數及人口老化 

 

(a) ( 2 分)  

堅尼係數是量度社會中居民收入分佈的不平均程度 , 社會人士常用它作 貧富

懸殊 的指標。 

堅尼係數介乎 0 至 1 之間，0 代表收入分佈絕對平均，1 則代表收入分佈絕對不

平均, 即絕對的貧富懸殊。堅尼係數的值愈大，代表貧富懸殊愈嚴重。一般若大

於 0 .4 ，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算較大。 

 

(b) ( 1 分)  

堅尼系數數值不斷增加。表示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c) ( 5 分)  

政府的角色 

● 資源配置以照顧貧窮人士為方向，實踐社會公羲。 

● 積極研究和推行扶貧的政策，例如制訂貧窮線及解決隔代貧窮的問題。 

● 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安全網，包括各項經濟援助。 

● 研究保障工人收入的法例和措施如最低工資法和最高工時等。創造就業機會。 

● 培訓失業人士，協助他們重新投入就業市場。 

● 推動社會企業，例如積極扶助非政府機構開辦提供不同服務的社會企業。 

 

(d) (3 分)  

導致香港人口出現持續老化現象的原因： 

● 香港生育率持續下降至極低水平 

● 生活質素提高，延長了人口壽命。 

● 醫學進步和衛生條件改善令死亡率顯著下降，預期壽命普遍延長。 

 

(e) ( 3 分)  

●勞動力人口下降 

●社會保障援助金開支增加 

●醫護服務開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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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 歧視 

 

15B.1 偏見和歧視 

 

(a) ( 4 分) 

在可比較的情況下，給予被歧視者較差的待遇。 

 

● 一名女士因該人已懷孕而遭僱主解聘。學生因有嚴重視障而被學校拒絕錄取 

● 僱主認為僱員因要照顧子女而不能超時工作或離港工幹，從而解僱該僱員。 

 

(b) ( 4 分) 

對所有人施加相同的條件或要求，而結果對某些人士產生不公平的影響。 

而該條件或要求並沒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的。                                  

 

● 某間銀行如指定只聘用身高起碼 6 呎的人士為銀行出納員，便很可能會使較多 

女性比男性無法符合這項身高的條件。如果沒有合理的原因支持這項條件，則 

這種不公平的條件便構成「間接」歧視。 

 

● 一間公司在招聘時要求一定的身高，如果相對其他群體而言，他們能符合這要 

求的成員很少，而公司又未能指出身高與其招聘工作的合理關係，這對某些種 

族的成員或女性可能造成間接的歧視。 

 

● 英國一所學校拒收一個印度錫克教的兒童入學，理由是他依照錫克教的規矩戴 

頭巾，不能符合學校對校服的規定 

 

(c) ( 1 分) 

少數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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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 2 分) 

將平等機會的理念加入正規課程中(例如通識教育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科。) 

 

相關政府機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定期以不同的形式教育市民平等機會的理念，例

如： 

● 宣傳片 

● 展板、海報、小冊子 

● 製作相關的電視節目 

● 製作相關的網上資源 

 

(ii) ( 2 分) 

● 研究立法以消除社會上對不同組別人士的偏見和歧視(指現有法律以外的組別) 

● 加重罰則 

● 加強市民對平等機會的申訴意識 

 

(e)  

優點( 1 分) 

● 屬預防性措施，是治本的方法。 

● 可涉及很多的市民 

 

缺點( 1 分) 

● 成效相對慢 

● 方法太間接 

 

(f)  

優點(1 分) 

有即時阻嚇作用 

 

缺點(1 分) 

● 屬補救性措施，只是治標的方法。 

● 只有阻嚇作用，未能觸及改變社會文化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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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2 偏見和歧視－性別(i) 

 

(a) ( 2 分) 

《性別歧視條例》是 1995 年通過的反歧視法例。根據本條例規定，基於性別、

婚姻狀況及懷孕的歧視，以及性騷擾都屬違法。條例保障範圍適用於七個不同範

疇。本條例同時保障男性和女性。  

 

(b) ( 1 分) 

個案一、二、三 

 

(c) ( 2 分) 

直接歧視是指任何人與另一個不同性別、不同婚姻狀況或沒有懷孕的人比較，該

人得到較差的待遇。 

 

(d) ( 1 分)  

個案四 

 

(e) ( 2 分)        

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

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某性別、婚姻狀況的人及懷孕人士不利。 

 

(f) ( 2 分) 

下列行為可視為懷孕歧視：  

● 僱主拒絕聘請懷孕婦女；  

● 僱主把懷孕婦女解僱、或調派到較低薪的職位；  

● 僱主於婦女放完產假恢復上班時把她解僱。 

 

(g) ( 1 分) 

婚姻狀況歧視是指對婚姻狀況有特定的要求。例如，業主只肯把物業租予已婚人

士。又例如僱主給予單身、已婚或離婚人士不同的福利條件。 

 

(h) ( 2 分) 

性騷擾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

性的行為或行徑。  

第二類是指工作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你難以安然地工作。

這稱為「具有敵意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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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3 偏見和歧視－性別(ii) 

 

(a) ( 4 分) 

就工作身分、薪酬、晉升機會、權力方面看，香港的女性在工作場上並沒有受歧

視。 

1.身分地位 

除非特別的情況，各類職級及工種均有女性參與，女性地位普遍並不低於男性。 

 

2.薪酬待遇 

在同一職級下，男女同工同酬，待遇普遍劃一。 

 

3.晉升機會 

職業晉升機會均視乎能力及工作表現，一般與性別無關。 

 

4.權力 

權力視乎該職業的等級，並不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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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4 偏見和歧視－家庭崗位歧視(i) 

 

(a) ( 2 分)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是於 1997 年通過的反歧視法例。這條法例規定任何人或

機構基於家庭崗位而歧視另一人（不論男女），即屬違法。 

 

(b)( 1 分) 

直接歧視 

 

(c) ( 1 分) 

某人基於其家庭崗位而受到的待遇比另一人差。 

 

(d) ( 1 分) 

間接歧視 

 

(e) ( 1 分) 

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

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有家庭崗位的人士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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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5 偏見和歧視－家庭崗位歧視(ii) 

 

(a) ( 1 分) 

家庭崗位歧視案例 

 

(b) ( 1 分) 

「家庭崗位」是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責任。而直系家庭成員是指因血緣、

婚姻、領養或姻親而產生的關係。任何人或機構基於家庭崗位而歧視某人，即屬

違法。 

 

(c) ( 2 分) 

某一個僱主本來想聘用一名最符合資格的求職人士，但後來知道那人需要負起照

顧年幼子女的責任，便取消聘用。 

 

(d) ( 1 分) 

平等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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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6 偏見和歧視－年齡 

 

(a) ( 2 分) 

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是指僱員或可能獲得聘用的人士，因為年齡而在僱傭上受

到不公平的待遇。年齡歧視可能出現在招聘、晉升、調職或培訓、僱用條款和條

件、員工自行離職或公司的栽員計劃、退休政策等安排，以及投訴和申訴處理程

序。 

 

(b) ( 4 分) 

招聘、評核、晉升、調職、解僱、裁員和培訓機會等。 

 

(c) ( 3 分) 

政府消除工作場所中的年齡歧視的具體方法： 

● 鼓勵機構發出明確的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的聲明 

● 讓員工參與制訂和檢討平等就業機會政策 

● 確保機構遵行一套表現標準，防止員工在工作場所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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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7 偏見和歧視－殘疾人士 

 

(a) ( 1 分) 

《殘疾歧視條例》是為保障殘疾人士避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騷擾及中傷而制

定的法例。 

 

(b) ( 6 分)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是指： 

● 身體或心智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 

● 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 

● 其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如愛滋病病毒）； 

● 身體部份機能失常、畸形或毀損，或影響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

引致行為紊亂的失調或疾病、學習困難。 

● 殘疾亦不單指現存的殘疾，更包括曾經存在的、將來可能存在的或被認為存在

的殘疾。  

 

(c) ( 6 分) 

例子包括： 

● 肢體傷殘者、 

● 弱智人士、 

● 精神病患者 

● 精神病康復者 

● 聽覺受損者、 

● 視障人士、 

● 長期病患者和愛滋病毒感染及愛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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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8 偏見和歧視－殘疾人士 

 

(a) ( 1 分) 

直接歧視 

 

(b) ( 1 分) 

直接殘疾歧視指在類似情況下，殘疾人士因其殘疾而受到較非殘疾的人士為差的

待遇。 

 

(c) ( 2 分) 

一名使用輪椅的學生不獲一所中學錄取，因為她的課室將會在三樓，而校方又拒

絕讓使用輪椅的學生使用教職員專用的電梯。 

 

(d) ( 1 分) 

間接歧視 

 

(e) ( 1 分) 

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

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殘疾人士做成不利。 

（或其他合理例子） 

 

(f) ( 2 分) 

在一次默書測驗中，老師以錄音機播出課文給全班同學默寫。班上一名使用唇讀

的聽障學生因校方沒有作出其他安排以遷就她的特殊需要，致不能清楚聽到要默

寫的課文，結果測驗很低分。 

（或其他合理例子） 

 

(g) ( 1 分) 

《殘疾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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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9 歧視－少數族裔 

 

(a) ( 1 分) 

《種族歧視條例》於 2008 年 7 月制訂，目的是要保障所有人士不會因為他們的

種族而遭受歧視、騷擾和中傷。根據條例規定，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騷擾及

中傷該人，即屬違法。 

 

(b)( 1 分) 

直接歧視  

  

(c) ( 1 分) 

在可比較的情況下，任何人因他人或其近親的種族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屬直

接歧視。基於某人的種族而將該人與其他人隔離亦屬直接歧視。 

 

(d) ( 1 分) 

假如一位華裔業主基於種族理由， 而拒絕把單位租予印度或巴基斯坦家庭， 便

是直接歧視的一個例子。 

 

(d) ( 1 分) 

間接歧視 

 

(e) ( 2 分) 

假如向所有種族的人實施相同的要求(規則、政策、措施、準則或程序) 或條件，

而這些要求或條件未能得到與種族無關的理據支持，但由於(i) 某種族群體能符

合該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遠較其他種族群體的人數比例為少，及/或(ii) 一名屬

於該種族群體的人士因未能符合該要求或條件而受到不利的對待，則該要求或條

件對一個特定群體有不公平影響，屬間接歧視。 

 

(f) ( 1 分) 

間接歧視的其中一個例子，是華裔業主(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況下)拒絕把其

單位租予任何會在該單位內烹調咖喱的人。這做法會把印度或巴基斯坦裔家庭摒

諸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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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2 分) 

視東南亞國家為「輸出奴僕的國家」 

認為南亞裔人士是「野蠻」；「粗鄙」，「富侵略性」女的從事賣淫。 

 

(h) ( 3 分) 

● 少數族裔因種族、文化背景、語言等不同，導致入職機會及工作前景均不及本 

地人。 

● 僱主會因為少數族裔應徵者不懂本地語言而不肯聘用，即使有關職位並不需要 

該類語言。 

● 香港有部分少數族裔的中文不佳或不懂廣東話，未能接觸及就讀有關就業培訓 

課程，即使擁有高學歷，僱主也不願聘用他們。 

 

(i) ( 1 分) 

基督教勵行會的少數族裔綜合服務設立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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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 家庭暴力 

 

15C.1 家庭問題──虐待兒童(i) 

 

(a) ( 2 分) 

虐待兒童的定義是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危害或損害兒童身 

心健康發展的行為，或不作出某行為以致令兒童身心健康發 

展受危害或損害的行為。 

 

(b) 

 

(i)生理健康 ( 2 分) 

● 造成一切身體傷害和痛苦，例如燒傷、瘀傷、撕裂和骨折。 

● 導致被虐者短暫或永久殘障。  

● 導致被虐者身亡。 

 

(ii)心理健康 ( 2 分) 

● 可能引起嚴重攻擊性和敵對性的情緒。 

● 可能引起孤僻和極度低落的情緒。 

● 形成負面自我概念和自尊感下降。 

● 嚴重的會引致情緒病。 

● 引致被虐者極度恐懼。   

 

(iii)社交健康 ( 2 分) 

● 社交自我概念下降。 

● 可能不懂與人交往，缺乏社交技巧。 

● 可能在社交中重覆虐待或欺淩行為。 

● 發展社會不接受的社交行為, 如粗魯和退縮等。  

 

(iv)靈性健康 ( 2 分) 

因心理和社交健康受影響，難於培養個人的靈性素質，如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

等 。 

只著眼於目前，缺乏人生目標和理想。可能過份關心個人利益，少作 利他行為 ，

如義務 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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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3 分) 

● 需要負上不同程度的法律責任。 

● 無法修補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 

● 暴力行為令原來期望解決的問題更惡化。 

 

其他合理答案 

 

(d) ( 2 分) 

● 防止虐待兒童會  

● 向施虐者介紹正確的管教技巧 

其他合理答案 

 

(e)  

(i)學校 ( 3 分) 

● 舉辦講座向家長分享正確的管教技巧 

● 培訓前線專業人員(老師) ，期望有效預測家庭暴力的發生。 

● 教育學童及早辨識家庭暴力的發生。 

● 教育學童如何建立和諧家庭 

任何三項  

其他合理答案 

 

(ii)政府 ( 3 分) 

● 立法遏止家庭暴力 

● 培訓前線專業人員如社工、醫護人員和警務人員等能有效預測家庭暴力的發 

 生，以及增強處理個案的能力。 

● 政府透過傳媒宣傳家庭暴力的傷害，以及和諧家庭的訊息。 

● 政府積極處理可能導致家庭暴力的社會現象，如貧窮、各種歧視的問題等。 

任何三項 

其他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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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2 虐待兒童(ii)── 「疏忽照顧」 

 

(c) ( 8 分) 

 

不同的健康理念  帶來的負面影響  

生理健康  ●  導致意外受傷或身亡  

●  可能引致傷殘  

心理健康  ●  常有被忽略的感覺，自尊感低。  

●  缺乏適當的照顧和指導，可能會不適當處  

  理生活壓力，負面情緒湧現。  

●  若嚴重受傷的話，會感到自己沒有用。能  

  力感下降。  

社交健康  ●  若嚴重受傷的話，社交的機會減少，社交  

  能力變弱，會負面影響社交健康。  

靈性健康  ●  因心理和社交健康受影響，難於培養個人  

  的靈性素質如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等  

●  只着眼於目前，缺乏人生目標和理想。  

●  可能過分關心個人利益，少作「利他行為」  

  如義務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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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3 虐待兒童(iii)── 「性侵犯」 

 

(d)  

(i) ( 2 分) 

● 因心理承受巨大創傷而致失眠、喪失食慾，身體無故不適等，影響生理發展。 

 不適當、粗暴及過早的性行為容易令生殖器官受到損害。 

● 或因受性侵犯而感染性病。 

 

(ii) ( 2 分) 

● 自卑心、羞恥感極重  

● 經常無故情緒低落、憂鬱、沮喪。 

● 腦海中經常出現過去被性侵犯的情景，產生恐懼、不安、沮喪等負面情緒。 

 

(iii) ( 2 分) 

● 心理產生障礙，成年後與異性交往產生障礙。 

● 防衛心理極強，難以信任別人 

● 容易對人產生恨意及敵意  

 

(iv) ( 2 分) 

● 由於自卑心、罪咎感和羞恥感的影響，難於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和理想。 

● 思想趨向極端，不願作利他行為，難於建立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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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4 虐待兒童(iv)── 「精神虐待」 

 

(a) ( 8 分) 

＊ 生理健康 

     ● 因受精神虐待而影響日常生活，例如失眠、食慾紊亂等，影響生理健康。 

     ● 間接影響生理發展，例如發展遲緩，語言紊亂等。 

＊ 心理健康 

     ● 造成心理發展障礙(如低自我概念、低自尊感) 

     ● 常出現憂鬱、憤怒、焦慮、絕望等情緒。  

＊ 社交健康 

     ● 對人沒有信任感、容易產生敵意 

     ● 抗拒社交，不易和人合作、人際關係欠佳、 

     ● 低社會技巧  

＊ 靈性健康 

     ● 心理、生理的負面影響，導致受虐者難於培養正面的人生觀、價值觀。 

     ● 欠缺健康的社交、心理健康，難於建立同理心及社會承擔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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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5 家庭問題──虐待老人 

 

(a) ( 2 分)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的< < 處理虐老個案程式指引> > ，虐待老人的定義如 

下： 

虐老是指傷害長者福祉或安全的行為，或不作出某些行為以致長者的福祉或安全

受到傷害。老人或長者指 60 歲或以上的人士。 

 

(b) ( 3 分)  

● 身體虐待 

● 疏忽照顧 

● 精神虐待 

● 性侵犯 

● 侵吞財產 

● 遺棄長者 

 

(c) ( 4 分) 

● 虐老者的個人問題，例如不懂處理生活壓力、脾氣暴躁、有暴力行為、貪念、 

 精神病患和沉迷賭博等。 

● 虐老者的不良生活習慣 ，例如吸毒 、濫用危害精神毒品和有酗酒習慣等。 

● 虐老者過份依賴老人的財產，若未滿足虐老者的要求，可能會以暴力行為對待 

 老人。 

● 依賴老人來生活的虐老者因未能得到社會人士的接納，會以逞強、表示優越和 

 權力的態度，虐待老人。 

  

(d) ( 4 分) 

● 被虐老人的社交網路通常較差，難於與人分享，容易被虐。 

● 若長者的照顧需要超於照顧者的能力，加上欠缺支援的情況下，較易出現虐老 

  情況。 

● 生理健康狀況太差和太懦弱的長者，行動有因難及難於向別人求助，容易成為 

  虐待的對象。 

● 脾氣暴躁、難於溝通及相處的長者，容易與照顧者起衝突，較易出現虐老情況。 

 

(e) ( 2 分) 

● 重視經濟多於關愛和人文精神的社會，長者容易讓不法之徒或無情的家庭成員  

  侵吞財產 。 

● 經濟低潮的社會，容易發生減薪、工作不穩、失業、裁員、破產等突變，若不 

  懂處理生活壓力，會較易在家中併發，發生虐兒虐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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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4 分) 

● 當老人的需要隨著年齡而增加，家庭成員間未能適應此轉變，便會容易出現虐 

  老情況。 

● 家庭關係欠佳的情況下，照顧長者只是責任而不是基於感情。 

● 常使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家庭容易發生虐老情況。 

● 貧窮和環境擠迫等不利的家庭因素容易令照顧者和老人壓力增加，較易出現虐 

  老情況。 

● 引致失去正常 家庭功能 的突變容易令家庭失去平衡，若家庭成員間未能適應 

  轉變，有可能出現虐老情況。這常見於一些家庭結構的突變：例如一向對長者 

  照料有加的嫂嫂去世，而沒有成員代替其功能，家庭壓力急升，引起衝突。 

 

(g) ( 4 分) 

● 維持社交圈子，勿封閉自己。 

● 瞭解與老人有關的社區資源。 

● 常與信任的人分享自己。 

● 瞭解虐老的意思及自身權利。 

● 遇上虐老，以零容忍態度尋求信任人士或社區資源的協助 

 

(h) ( 4 分) 

● 與長者保持良好的溝通。 

● 對長者的感受抱有同理心。 

● 常與信任的人分享，減輕壓力。 

● 瞭解社區資源，減輕照顧負擔。 

● 積極學習護理長者的技巧。 

● 主動尋求社區資源的協助。 

 

(i) ( 4 分) 

● 支援照顧者在護老方面的需要，包括技巧、溝通及情感的支援。 

● 支援長者的身心健康及情感需要，擴大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 積極與老人及照顧者建立良好關係，有助及早識別危機。 

● 積極向政府提供預防虐老的意見。 

● 訓練前線人員、照顧者和長者認識虐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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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4 分) 

● 訂定處理虐老個案程式。 

● 擴大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 支援提供長者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 推廣護老訊息及政策。 

● 積極研究減少虐老的政策，包括教育、立法和執法。 

● 訓練前線人員認識虐老，例如員警和房屋署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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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6 虐待老人個案分析： 

 

(a) ( 5 分) 

若某人出現以下行為，便可能顯示他現正開始或已經出現病態賭博： 

●  

● 經常單獨出現賭博場合，而且次數漸趨頻密。 

● 在賭博場合逗留的時間比原定時間長。 

● 用於賭博的時間比參與喜好活動的時間愈來愈多。 

● 因賭博而延誤上班或上學的時間。 

● 為賭博耗盡最後一分一毫。 

● 為了翻本，窮追不捨。 

● 因金錢問題與家人或朋友爭執。 

● 不會如實說出賭博的次數和賭博所花的金額。 

● 因賭博而出現情緒低落，煩躁不安，或失眠等問題。 

                                                            資料來源：衛生署：男士健康計劃  

             h t t p : / / ww w.h k men sh ea l t h . c o m/ b 5 / mi n d / g amb l i n g . a sp x  

(b) ( 6 分) 

● 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夫妻爭執等) ，影響社交及情緒。 

● 只沉迷賭博，影響社交機會及健康。 

● 影響情緒健康，引致情緒錯亂問題、自我傷害及自殺。 

● 行使暴力來解決問題 

● 工作或職業上出現問題、失業及其帶來對健康的不良影響。 

● 財政困難、負債或破產及其帶來對健康的不良影響。 

 

(c) ( 3 分) 

● 被虐老人的社交網路通常較差，難於與人分享，容易被虐。 

● 若長者的照顧需要超於照顧者的能力，加上欠缺支援的情況下，較易出現虐老 

  情況。 

● 生理健康狀況太差和太懦弱的長者，行動有因難及難於向別人求助，容易成為 

  虐待的對象。 

 

(d) ( 4 分) 

● 維持社交圈子，勿封閉自己。 

● 瞭解與老人有關的社區資源。 

● 常與信任的人分享自己。 

● 瞭解虐老的意思及自身權利。 

● 遇上虐老，以零容忍態度尋求信任人士或社區資源的協助 

 

http://www.hkmenshealth.com/b5/mind/gambl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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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4 分) 

賭博是一種習慣性行為，戒除賭博一點也不容易，但如果你擁有堅定的意志，則

絕對可以應付或克服賭博問題。 

 

● 避免出席任何賭博場合 - 培養其他可取代賭博的嗜好，打消賭博的念頭。 

● 訂一個限額 - 無論你正在贏錢或輸錢，只要賭款達到所定的限額，便立即停 

  止賭博。 

● 控制現金的流轉 - 限制現金的供應，如制訂每日從銀行戶口提款的限額、開 

  立一個需要兩個簽署的聯名戶口、安排電子付款或通知銀行限制信用卡貸款。 

● 控制精神壓力 - 定時做運動(如緩步跑)及學習鬆弛的技巧(如冥想或瑜珈)，或 

  進行消閒活動(如聽音樂、與朋友逛街)，藉此驅走悶氣，紓緩緊張的情緒。 

● 養成記錄的習慣 - 寫日記可助你了解自己的賭博行為，找出賭博的傾向和模 

  式。例如，你可能發現，每當你感到苦悶或失落、手上持有現金，或當你需要 

  用錢時，便會賭博。這些記錄便可助找出抑制賭博的有效方法。你可透過各種   

  方法，恰當地滿足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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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7 家庭暴力(i) 

 

(a) (2 分) 

Browne,k. 和 Herbert,M.(1997) 在《預防家庭暴力》一書中使用 Gil ( 1978 ) 對家

庭暴力的定義： 

 

任何發生在家庭成員間足以危害生命、身體與心理健全、人身自由、或者嚴重妨

礙人格發展的行為或疏忽。 

上述定義以廣泛的角度來描述家庭暴力，首先，在定性受害者的健康方面，該定

義提及身體、心理、人格發展 等的受損，此描述頗能涵蓋整全的健康概念。而

且，該定義包含了傷害家庭成員福祉或不安全的 虐待行為 ，以及不作出某些行

為以致受害者的健康受到傷害的 忽略行為。 

 

(b) (5 分) 

從家庭成員間的觀念發展，家庭暴力的型態包括： 

● 虐待兒童 

● 虐待配偶 

● 虐待父母 

● 虐待兄弟姊妹  

● 虐待老人 

 

(c) ( 5 分) 

從暴力的形式的觀念發展，家庭暴力的型態包括： 

● 身體虐待 

● 精神虐待 

● 性暴力 

● 物質（經濟）虐待 

● 疏忽照顧 

 

(d) ( 4 分) 

因家庭暴力直接造成對身體的損害，有殘障或死亡的可能。 

● 情緒困擾，如恐懼、焦慮、憤怒等。 

● 心理創傷如無助、孤立和退縮等。 

● 自尊感低 

● 影響社交能力，引致不良的人際關係。 

● 學習以暴力解決問題，成為將來的施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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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 分) 

● 需要負上不同程度的法律責任。 

● 無法修補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 

● 令子女學習暴力行為，自己將來可能成為被虐者。 

● 暴力行為令原來期望解決的問題更惡化。 

● 暴力行為造成自己的家人不同程度的身體損害，有殘障或死亡的可能。 

● 影響社交能力，引致不良的人際關係。 

 

(f) ( 4 分) 

● 心理困擾引致無助感。 

● 自尊感和自我滿意度偏低。 

● 較強烈及侵略性的方法處理衝突。 

● 學習以暴力解決問題，成為將來的施虐者。 

● 影響社交能力，引致不良的人際關係。 

● 情緒困擾，如恐懼、焦慮、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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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8 家庭暴力(ii) 

(a) ( 2 分) 

初級預防措施的目標是在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前採取行動，以減低家庭中各種虐待 

和疏忽發生的機會率。所謂行動，這裡是指一些較宏觀的社會整體運動，透過社

會、教育和法律的改革來預防家庭暴力，以及促進家庭發揮正常的功能。 

 

(b) ( 4 分) 

透過傳媒宣傳家庭暴力的傷害，以及和諧家庭的訊息，例如： 

● 社會福利署的 凝聚家庭，齊抗暴力 宣傳運動。 

● 政府積極處理可能導致家庭暴力的社會現象，如貧窮、各種歧視的問題等。 

● 立法遏止家庭暴力，例如《家庭暴力條例》等。 

● 透過教育來預防家庭暴力。  

 

(c) ( 2 分) 

二級預防措施的目標是由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的專業人員監察一些原來已接受服

務的家庭，若發現某些家庭開始發展了一些與發生家庭暴力有密切關係的 危險

因素，專業人員便及早介入，儘量降低該些危險因素引致家庭暴力的機會。 

 

(d) ( 4 分) 

● 政府、非政府機構和大學等持續研究當地語系化的家庭暴力危險因素，讓前線   

  專業人員能更有把握地預測家庭暴力的發生。 

● 培訓前線專業人員如社工、醫護人員、警務人員和老師等能有效預測家庭暴力 

  的發生，以及增強處理個案的能力。 

● 建立有效的家庭暴力通報網路，讓各界能儘快互通訊息，期望能在危機發生前 

  由專業人員介入，化解危機。 

 

(e) ( 2 分) 

三級預防措施是一項 補救性措施，意思是指家庭暴力的發生已被確認後才獲得

社會資源介入的措施。要注意的是這些被發現的家庭暴力事件未必是偶發性和一

次性的暴力，相反地，暴力如虐待和疏忽等事件已可能是該些家庭的固有文化，

因此，三級預防措施的主要目標是減低已被確認發生家庭暴力的家庭再發生暴力

如虐待和疏忽等事件的機會，避免令被虐者受害、受傷和死亡。 

 

(f) ( 4 分) 

● 儘快介入處理有關個案。 

● 處理方法必須具治療性的功能。 

● 適時評估個案進度，預測再發生家庭暴力的機會。 

● 需要時全權介入和控制有關家庭，例如安排被虐者入住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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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1 分) 

初級預防措施 

 

(h) ( 4 分) 

● 福利服務 

● 醫療衛生服務 

● 警方介入 

● 法律援助 

 

(i) ( 2 分) 

●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 臨床心理服務課  

 

(j) ( 1 分) 

防止虐待兒童會 

 

(k) (2 分) 

個案服務：社工就個案進行調查及採取適當且到位的行動，例如輔導、家訪。 

宣傳和教育服務，致力預防家庭暴力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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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9 虐待配偶個案分析 

 

(a) ( 2 分) 

根據《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案程序指引(二零一一年修訂版)》， 

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是家庭暴力的一種，並發生在伴侶之間，當事人可以是夫妻、同

居情侶或已分離的夫妻 / 同居情侶。 

● 身體襲擊，襲擊的方式可以是身體或性方面的暴力行為，例如掌摑、撞打、拳打燒、 

  棒打 

● 強迫配偶 / 同居情侶參與性活動或非自願的性行為等。 

● 精神虐待，例如持續辱罵對方、詛咒、纏擾、嘲弄、貶低 等。 

● 經濟禁制如剝奪物質、經濟、個人資源和社交活動等。 

資料參考：社會福利署網頁 

 

(b) ( 3 分) 

● 強烈的自卑感 

● 持續情緒低落 

● 感到羞恥和無助 

 

(c) ( 3 分) 

● 婚外情 – 配偶一方另有新歡，對原配產生厭惡感 

● 失業 －因失業後出現財政等問題而產生憂慮及影響情緖。 

● 工作壓力 －因工作壓力、不如意等而致情緒不穩、暴躁等。 

● 酗酒及濫用藥物 

  

(d) ( 4 分) 

● 覺得不會有別人幫助解決家庭問題 

● 傳統中國婦女的思想，家庭應由丈夫主導，丈夫有權管轄妻子。 

● 覺得丈夫暴躁一定是自己有錯。 

● 覺得向朋友或輔導員傾訴家事，是一件可恥的事 

● 男士支撐家庭，負擔經濟，壓力很大，偶然用暴躁，施用暴力是情有可原。 

 

(e) ( 4 分) 

● 生活各方面習慣依附施虐者 

● 自身欠缺經濟能力，憂慮生活質素下降 

● 新移民人士缺乏親友或其他社區支援 

● 害怕破壞家庭完整，.即使有一個有暴力家庭，總比沒有家庭好 

● 丈夫曾擔保自己移民，離開他會是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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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2 分) 

維安中心  

和諧之家 

恬寧居  

昕妍居  

曉妍居  

 

(g) ( 3 分) 

除一般壓力反應如情緒低落、焦慮、悲傷等，其三項主要病徵包括： 

 

● 回閃： 

 腦海中不斷重播創傷情境，發相關惡夢，在日常疑情境中產生猶如創傷過程中的生   

 理、情緒和行為反應。 

● 逃避： 

  逃避創傷事件相關的情境、思想甚至字眼，忘記事件的內容，個人變得感情麻木和孤 

  僻。 

● 戒備情緒及身體反應： 

  長期失眠、暴躁、易發脾氣、精神不集中、長期處於戒備狀態或過激反應。 

 

(f) ( 3 分) 

成因未有充分定論。事實上，不是所有遇到創傷性事件的人皆會患上創傷後壓力症。研

究顯示，對於經歷精神創傷事件的人，以下因素與發病與否可能有關。 

  

● 生理：曾患情緒病的人士風險較高 

● 心理：性格脆弱、應付問題能力低、曾有創傷性經歷 

● 社會：人際支援網絡弱、家庭關係差 

 

 

 

 

 

 

 

 

 

 

 

 



15.健康和社會關懷議題 

 

35 
 

(g) ( 8 分) 

 

 

 

 

 

 

 

 

 

 

 

 

 

 

 

 

 

 

 

服務種類 社區資源 

醫療、評估傷勢服務 醫院 

 

福利服務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和非政府機構 

情緒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 

 

臨時住宿服務 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 

 

輔導服務 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的輔導服務 

 

法律服務 法律援助署 

 

社會保障服務 社會福利署 

 

申訴服務  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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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 成癮 

 

15D.1 成癮──濫用藥物 (吸毒)(i) 

 

(a) ( 6 分) 

(i)海洛英 

● 令人血壓低和昏迷。 

● 心跳緩慢和不規律。 

 

(ii)氯安酮 

● 令人產生幻覺和說話含糊。 

● 長期記憶力衰退及認知能力受損。 

 

(iii)大麻 

● 令人變得遲鈍和判斷力受損。 

● 過量大麻會引致抑鬱、脾氣暴躁。 

 

(b) ( 2 分) 

● 鎮靜劑(丸仔) 

● 冰 

● 搖頭丸 

● 咳藥 

 

(c) ( 1 分) 

《危險藥物條例》 

 

(d) ( 2 分) 

毒癮是吸毒者的身體和精神都對毒品產生依賴的狀況： 

● 身體依賴： 

  吸毒者身體依賴毒品的情況會愈益明顯，若欠缺毒品即出現痛苦及不適的感   

  覺。 

● 精神依賴： 

  吸食毒品會為吸毒者帶來愉悅的感覺，達到暫時解悶，舒緩壓力的目的。 

（答案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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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4 分) 

● 缺乏毒品時，會出現戒癮的徵狀。 

● 繼續使用相同劑量，身體對毒品的反應會顯著減少。 

● 需要增加的吸食劑量，才能達到預期的藥物反應。 

● 需要相同或接近的物質作替代，藉以舒緩以上症狀。 

（答案僅供參考）                               

 

(f) ( 3 分) 

● 吸毒者為了吸毒而收窄社交，無心工作事業，喪失責任感，容易受到同事的不 

  滿和鄙視。 

● 為了取得金錢維持吸毒的開支而向親人需索、向朋友借貸等，因而喪失尊嚴。 

● 嚴重者會做出違法的事情，如：行劫、偷竊、參與販毒等，最終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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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 成癮──濫用藥物 (吸毒)(ii) 

 

(a)  

(i)個人層面 ( 2 分) 

● 好奇 

● 解悶，情緒低落 

● 心靈空虛，生命欠缺方向及理想，欲藉毒品逃避現實 

● 反叛，長輩愈禁止，便愈想嚐試。 

 

(ii)家庭層面 ( 2 分) 

● 欠缺完整的家庭，例如：父母離異、逝世，長期分隔（跨境婚姻、工作等）得   

  不到妥善家庭教育。 

● 父母管教方式不當，例如：過分嚴厲，給予太大壓力，因而造成反叛心理。 

● 過分放縱，在沒制約下容易染上壞癖好。 

 

(iii)學校層面 ( 2 分)  

● 學校過度重視學科成續，令成績低落同學，欠缺成功感，因而自暴自棄。 

● 價值觀及德育灌輸不足，令青少年欠缺明確的人生方向，心靈空虛。 

 

(iv)社會層面 ( 1 分) 

● 社會普遍重視物質成就，年青人因挫折感而自暴自棄。 

● 政府在打擊毒品流通方面仍未夠徹底。 

 

(v)社交層面 ( 1 分) 

青少年時期特別重視朋友，為了爭取朋輩認同，容易受朋友影響而吸毒。 

 

(b) (6 分) 

(i)生理角度 

● 損害人的整個身體各部器官系統，例如：中樞神經系統、腎臟系統等。 

● 極端依賴毒品，若缺乏毒品立即出現斷症狀況，造成生活上各種不便。 

● 針筒注射方式吸毒可引致感染乙型肝炎和愛滋病等。 

 

(ii)心理角度 

● 情緒不穩 

● 憂鬱、煩躁不安 

● 為了獲得毒品而不顧一切，產自卑感及罪惡感 

● 情況嚴重會出現精神障礙 

● 有自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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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社交角度 

● 毒癮佔據吸毒者整個生活空間，為了應付吸毒所需，吸毒者會放棄從前的社 

  交、生活方式和興趣。 

● 毒癮令吸毒者喪失工作動機和責任感，令上級、同事產生厭惡。 

● 因向親友索取金錢，或向朋友借貸，而致關係破裂。  

（其他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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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3 成癮－濫用藥物 (吸毒)(iii) 

 

(a) ( 3 分) 

● 使用替代品以取代濫用的物質。 

● 例如海洛英的吸食者，戒毒時能在政府的美沙酮治療中心取得美沙酮以取替吸 

  食海洛英。 

 

(b) ( 3 分) 

這是一種透過矯正技巧來改善的濫用物質行為的治療方法。行為治療的學習範疇

包括溝通技巧、拒絕技巧、解決疑難的訓練等。 

 

在治療過程中，行為契約是常用的方法使治療者更快達到所訂定的目標。例如一

名吸食毒品的者能戒除成癮，他會獲得，但若他仍然吸食毒品，獎品會被收去，

重要的是，若果使用此方法作為治療的方法，治療者必須受到適當的監察以防止

在治療中途回復吸食毒品。 

 

(c) ( 3 分) 

幫助接受活療者學習改變成癮的行為以及加強認知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透過改變

人的思想、思考態度以至信念去最終改變行為。例如使治療者加強自己的個人判

斷力、學習減壓技巧和溝通的能力。 

 

(d) ( 3 分) 

治療者需要在一個安全環境中接受長期性的住宿計劃，很多時會以宗教為背景，

例如福音戒毒。在接受治療期間，戒毒者會在一個很安全的住宿環境中生活，過

著有規律的生活。透過有規律的團體生活，培養戒毒者的責任心和獨立處事的能

力。在本治療法中，所有輔導員都曾經以此方法成功治療成癮的行為，因此，他

們更明白戒毒者的心態和感受。 

 

(e) ( 1 分) 

● 懲教署推行的強迫戒毒計劃； 

● 衞生署提供的美沙酮自願門診計劃； 

● 香港明愛、香港戒毒會 

 

(f) ( 2 分) 

融入社會 

避免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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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4 成癮－濫用藥物 (吸毒)(iv) 

 

(a) ( 2 分) 

「藥物」和「精神藥物」的表面意思過於中性。 

政府期望以「毒品」的宣稱來提醒市民吸食的「毒害」。 

 

(b) ( 2 分) 

● 認為吸毒是能自我控制。 

● 以為嘗試一次都不會成癮。 

● 低估了吸毒的危害性。  

任何兩項，其他合理答案 

 

(c) ( 2 分) 

● 若不注意衛生，危險的靜脈注射方法會有機會感染乙型肝炎或愛滋病。例如使 

  用未消毒的針筒、與人分享針筒等。 

● 毒品令吸毒者產生幻覺、妄想和憂慮 

● 令吸毒者產生暴力或自毀  

任何兩項，其他合理答案 

 

(d) ( 2 分) 

同意，校內強制驗毒能幫助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 

原因： 

● 政府能表示對毒品及吸毒的打壓決心。 

● 阻嚇一些好奇的青少年嘗試。 

● 禁毒訊息能傳遍學界，能涉及大部分的青少年。 

 

不同意，校內強制驗毒不能幫助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 

原因： 

● 反令吸毒的青少年不回校上課，可能在家中吸毒，更難接觸他們給予服務。 

● 青少年因反叛心理，更好奇地嘗試。 

● 可能迫使青少年跨境吸毒，更難接觸他們給予服務。  

 

(e) ( 2 分) 

● 避免到懷疑有毒品的娛樂場所遊玩。 

● 遠離提供毒品的人士，並堅拒毒品。 

其他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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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3 分) 

同意 

原因： 

● 教育的效果是治本，能觸及青少年的發展需要。 

● 利用教育的預防性功能，禁毒訊息能傳遍學界，能涉及大部分的青少年。 

 

不同意 

原因： 

● 立法能即時阻嚇一些好奇的青少年嘗試，教育的效果太慢。 

● 立法能有效即時打擊毒品源頭，減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會。 

● 立法和執法能有效令吸毒者即時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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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 成癮──吸煙(i) 

 

(a) 

(i)心理 ( 2 分) 

● 認為吸煙是成熟和卓越的象徵。 

● 好奇 

● 反叛，長輩愈是否定及阻止，便愈想嘗試。 

 

(ii)家庭 ( 2 分) 

家中長輩吸煙，孩子就會受影響，覺得好玩而模仿。 

 

(iii)朋輩 ( 2 分) 

● 常與吸煙者接觸。 

● 同學朋友有吸煙習慣，為博取朋輩間認同。 

 

(iv)社會 ( 2 分) 

● 電影電視渲染吸煙是成功人物的行為，因此刻意模仿。 

● 煙草產品不算太昂貴，較容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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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6 成癮──吸煙(ii) 

 

(a)  

(i)尼古丁( 2 分) 

● 尼古丁是一種興奮劑，能令人上癮，亦會使吸煙者升血壓上升。 

● 長期吸入會引致失憶、甚至中風。 

● 令心跳變快 

 

(ii)焦油( 2 分) 

● 刺激氣管並引致收窄，引起咳嗽。 

● 含有致癌物質，可導致肺癌及其他癌症。 

● 令吸煙者手指及牙齒變黃。  

 

(iii)一氧化碳( 1 分) 

減弱血液攜氧的能力，令身體出現缺氧現象。 

 

(b) ( 6 分) 

● 焦油引致肺癌、鼻咽癌、胃病等 

● 尼古丁引致成癮 

● 一氧化碳令身體氧氣含量減少及增加心臟負荷。 

● 心臟病發機會增加及引致高血壓  

● 皮膚老化、牙周病 

● 肺炎、哮喘、咳嗽 

● 陽萎、不育、影響胎兒發育、小產、早產及懷孕期間的各種併發症。 

 

 

 

 

 

 

 

 

 

 

 

 

 

 



15.健康和社會關懷議題 

 

45 
 

(c) ( 6 分) 

家庭方面： 

● 家庭經濟負擔增加。 

● 若家庭其他成員抗拒吸煙，便會產生爭執，導致家庭關係惡劣。 

● 二手煙嚴重影響家人的健康。 

● 吸煙者作壞榜樣，令家人模仿吸煙行為。 

● 因吸煙引起的疾病，增加家庭醫療開支。 

任何三項 

 

社會方面： 

● 吸煙導致慢性病，醫療開支增加，對醫療系統造成壓力。 

● 社會人士對立法禁煙意見分歧，造成社會不和諧。 

● 政府需另闢部門應付禁煙和戒煙的宣傳及輔導需要，開支大幅增加。 

其他合理答案 

 

(d) ( 2 分) 

● 吸煙成癮而患上各種致命慢性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對醫療系統造成壓力，包 

  括醫療開支及服務個案龐大的壓力。 

● 二手煙毒害非吸煙人士，令他們患上各種致命的慢性疾病，對醫療系統造成壓  

  力。 

 

(e) ( 4 分) 

● 減少因吸煙而患上各種致命慢性疾病的機會，例如癌症、心臟病和腦血管疾病。 

● 減少家人和朋友受二手煙毒害的機會，例如癌症、心臟病、腦血管疾病和影響   

  懷孕(流產)及胎兒發育。 

● 建立健康的形象，改善社交機會及健康。 

● 不用再投放資源於購買昂貴的香煙。 

 

(f) ( 3 分) 

● 參與衛生署或非政府機構的戒煙輔導療程(戒煙服務) 。 

● 使用戒煙輔助藥物。 

● 自行拒絕吸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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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1 分)  

● 衞生署－戒煙診所 

● 醫院管理局－戒煙輔導中心－「無煙新天地」 

● 東華三院綜合戒煙服務中心 

● 博愛醫院－中醫戒煙服務  

（以上任何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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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7 成癮──吸煙(iii) 

 

(a) ( 3 分)  

二手煙可以導致以下各種致命疾病︰  

● 癌症－包括：肺癌、鼻竇癌、乳癌(未到達更年期的年輕女性) 

● 心臟病及循環系統疾病。   

● 破壞動脈正常的凝血機制及令血管受損硬化及阻塞而導致中風。 

● 呼吸系統疾病－哮喘、中耳炎、下呼吸道感染。 

● 影響胎兒發育－流產、出生體重不足、嬰兒猝死等。 

 

(b) ( 2 分) 

透過宣傳及健康教育推廣無煙文化，令吸煙者遵守公共衛生。 

立法監管及禁止吸煙者在公共場所吸煙。 

 

(c) ( 2 分) 

《吸煙（公眾衛生）條例》 

 

(d) ( 2 分) 

● 健康推廣：透過宣傳及健康教育，宣傳吸煙禍害及推廣無煙文化。 

● 執行及監管有關的控煙條例。 

● 協調衛生署戒煙服務，設立戒煙熱線提供戒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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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8 成癮－酗酒(i) 

 

(a) ( 5 分) 

● 禮儀 

● 餐飲 

● 社交 

● 習慣 

● 減壓 

 

(b) (3 分) 

● 受朋輩影響 

● 吸引異性注意 

● 藉此表現成熟 

● 因好奇心驅使 

● 沉悶無聊 

（其他合理答案） 

 

(c)  

(i)身體及感官：（5 分） 

● 失去知覺 

● 多言 

● 反應變慢 

● 感到愉快 

● 失去平衡力 

● 減低判斷力 

● 視力迷糊 

● 動作不靈活  

（其他合理答案） 

 

(ii)行為：（2 分） 

● 容易因醉酒駕駛引致交通意外。 

● 打架甚至殺人等嚴重罪行都和醉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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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分) 

● 對肝臟造成嚴重破壞，例如肝硬化 

● 對胃及食道等消化系統造成傷害，例如：胃潰瘍、食道出血。 

● 引致口腔、咽喉或食道癌。 

● 引致高血壓並損害腦部健康 

● 若同時服用酒精類飲品與藥物，例如安眠藥、鎮靜劑或感冒藥，都會增強藥物 

  作用，對身體健康產生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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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9 成癮－酗酒(ii) 

 

(a) ( 4 分)  

(i)家庭因素 

 家庭中如果父母、長輩都飲酒，子女通常較易染上酒癮。 

 

(ii)朋輩因素 

 朋輩間有嗜酒的習慣，較容易受影響而染上酒癮 

 

(iii)社會因素 

 廣告媒體渲染吸煙或飲酒是有品味和成功人士的表現，因而刻意模仿。 

 

(iv)心理因素 

● 好奇、尋求快感及官能上的滿足。 

● 個人在生活上受挫折 

● 對現實逃避、或採放縱態度  

 

(b) 

(i)心理方面 ( 2 分) 

● 酒精令當事人情緒不穩，記憶衰退，煩躁不安，容易產生負面情緒。 

● 酒精影響判斷能力，令人暴躁、衝動，不能以冷靜及理智方式處理生活及工作。 

 

(ii)生理方面 ( 2 分) 

● 容易產生各類疾病： 

● 對肝臟造成嚴重破壞，例如肝硬化 

● 對胃及食道等消化系統造成傷害，例如：胃潰瘍、食道出血。 

● 引致口腔、咽喉或食道癌。 

● 引致高血壓並損害腦部健康 

或其他合理答案 

（以上任何二項） 

 

(iii)社交方面( 2 分) 

● 酗酒容易令一般人產生厭惡感，影響社交。 

● 酗酒佔據了整個當事人的生活和空間，終日沉迷，令社交生活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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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行為方面 ( 2 分) 

● 酒精刺激人的情緒，容易作出種種暴力事件：如街頭毆鬥、家庭暴力，虐待長 

  者、兒童、配偶。 

● 醉酒駕駛容易產生交通意外，導致自己或他人受傷、殘障甚至死亡等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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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10 成癮－酗酒(酒精限量) 

 

(a) 

(i) ( 1 分) 

(300x12.5)/1,000 = 3.75 標準酒精單位 

 

(ii) ( 1 分) 

(250x40)/1,000 = 10 標準酒精單位 

 

(iii) ( 1 分) 

男性每星期的安全水平= (2x7)標準酒精單位 = 14 標準酒精單位飲品 A 一杯的酒

精單位為 3.75 

本港成年男性每星期可飲用(14/3.75)杯或 3.73 杯飲品 A。 

 

(iv) ( 1 分) 

女性每星期的安全水平= (1x7)標準酒精單位 = 7 標準酒精單位飲品 B 一杯的酒精

單位為 10 

本港成年女性每星期可飲用(7/10)杯或 0.7 杯飲品 B。 

 

(b) 

(i) ( 1 分) 

身型較細小者較易受酒精影響，因為其身體中的血液容量較少。 

 

(ii) ( 1 分) 

女性通常較易受酒精影響，因為身型通常較男性細小。 

 

(iii) ( 1 分) 

如胃中含有食物，酒精的吸收會較慢。 

 

(iv) ( 1 分) 

經常飲酒的人比不常飲酒者，需飲用較大的酒精才會引致相同的影響。 

 

(c) ( 1 分) 

法定酒精限度為每 100 毫升血液內含 50 毫克酒精，超過此限度的駕駛者便屬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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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1 分) 

罰則：(參考運輸署網頁資料) 

● 最高可處罰款港幣 25, 000 元及監禁 3 年 

● 如屬首次被定罪，駕駛資格可被取消至少 3 個月；如第二次或再次被定罪，駕 

  駛資格則可被取消不少於兩年。 

● 違例者必須參加駕駛改進課程，才可再獲發駕駛執照。  

● 記 10 分違例駕駛記分 

 

(e) ( 5 分 ) 

● 駕駛前和駕駛期間 

● 服食任何藥物前和服藥期間 

● 運動前及運動進行期間 

● 操作機械前及操作期間  

● 處理化學物料，利器或危險品前或期間  

● 高空工作前及期間 

● 作重要決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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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11 成癮－賭博 

 

(a) ( 2 分) 

香港賽馬會                                 

 

(b) ( 5 分) 

若某人出現以下行為，便可能顯示他現正開始或已經出現病態賭博： 

●  

● 經常單獨出現賭博場合，而且次數漸趨頻密。 

● 在賭博場合逗留的時間比原定時間長。 

● 用於賭博的時間比參與喜好活動的時間愈來愈多。 

● 因賭博而延誤上班或上學的時間。 

● 為賭博耗盡最後一分一毫。 

● 為了翻本，窮追不捨。 

● 因金錢問題與家人或朋友爭執。 

● 不會如實說出賭博的次數和賭博所花的金額。 

● 因賭博而出現情緒低落，煩躁不安，或失眠等問題。 

                              資料來源：衛生署：男士健康計劃  

             h t t p : / / ww w.h k men sh ea l t h . c o m/ b 5 / mi n d / g amb l i n g . a sp x  

 

(c) ( 5 分) 

● 訂定博彩預算，並按預算下注。  

● 僅以自己所能負擔的款額下注。  

● 決不借錢博彩。  

● 不會只顧博彩而忽略其他消閒活動。  

● 不會在輸錢後繼續進行博彩以求回本。                                                      

● (不參與非法賭博)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網頁 

                             http://www.hkjc.com/chinese/corporate/corp_rgp_counselling.asp 

 

(d)  

(i)環境 ( 2 分)  

● 賭風盛行的社會人們較容易參與賭博甚至成癮。 

● 當事人所居住的社區容易接近賭博場所，便愈容易參與賭博甚至成癮。                                   

 

(ii)同輩 ( 2 分) 

交上嗜賭的朋友，容易受其影響而染上賭癮。 

 

http://www.hkmenshealth.com/b5/mind/gambling.aspx
http://www.hkjc.com/chinese/corporate/corp_rgp_counselling.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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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心理 ( 2 分)  

● 賭博者通常有不勞而獲，快速致富的僥倖心態。 

● 追求賭博時的官能和心理上的刺激、快感。 

● 可提供一種情緒和精神上逃避現實的效果，暫時舒緩生活壓力。 

                                   

(iv)家庭 ( 2 分) 

● 家庭成員中有人嗜好賭博，則容影受影響而染上賭癮。 

 

(e) ( 6 分) 

● 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夫妻爭執等) ，影響社交及情緒。 

● 只沉迷賭博，影響社交機會及健康。 

● 影響情緒健康，引致情緒錯亂問題、自我傷害及自殺。 

● 行使暴力來解決問題 

● 工作或職業上出現問題、失業及其帶來對健康的不良影響。 

● 財政困難、負債或破產及其帶來對健康的不良影響。 

 

(f)  

(i)生理 ( 2 分) 

● 賭博者花大量時間在賭博方面，養成久坐而缺乏運動的生活習慣，引致各項慢 

  性病的產生。 

● 沉迷賭博會破壞生活規律，晝夜顛倒，或睡眠不足，以至身體抵抗力下降。 

 

(ii)心理 ( 2 分) 

● 賭博行為佔據了當事人的思想和生活空間，對其他事物喪失興趣。 

● 因輸錢、負債致焦慮，煩躁，影響精神健康 

 

(iii)社交 ( 2 分)  

● 花費大量時間在賭博癖好之上，減少所有社交生活。 

● 賭博者容易和親友產生財務糾紛，因而令親人、朋友之間的關係破壞。 

 

(g) ( 1 分) 

● 明愛展晴中心  

● 東華三院平和坊  

● 香港青年協會戒賭中心 

● 錫安社會服務處 - 勗勵軒 

 

 

 



15.健康和社會關懷議題 

 

56 
 

15D.12 成癮－網上電腦遊戲 

 

(a) 

(i)心理(2 分) 

● 藉上網學習的壓力。 

● 忘記現實生活中的煩惱，走進虛擬的世界，可以得到滿足感。 

● 喜歡網上遊戲的刺激感，透過網絡遊戲升階可以得到成功感。 

 

(ii)環境(2 分) 

● 在資訊技術日益發展，年青人對電腦、上網操控大都駕輕就熟。 

● 網絡世界多姿多彩，任何興趣活動都可在網上找到相關資料，多元化的資訊吸 

  引著青少年， 

 

(iii)社交(2 分) 

● 青少年在成長期較重視朋友，透過上網可以結識不少的朋友，並保持聯絡。 

● 性格孤獨、內向，不願意與人交往的青少年，當心裏苦惱無法排遣時，便藉上 

  網尋找傾訴對象。 

（其他合理答案） 

 

(b) ( 4 分) 

● 經常想著上網及網上有關的事情（如網上遊戲、面書等）  

● 用於上網的時間需要不斷增加，才能感到滿足。 

● 或曾嘗試減少或停止上網，卻不能成功。 

● 當減少或停止上網時，會感到焦慮、不安和煩躁。 

● 為了上網而收縮或放棄工作、學習及社交生活等。 

 

(c) ( 4 分) 

(i)生理健康 

● 休息和睡眠不足，增加受病菌感染的機會。 

● 休息和睡眠不足，增加意外發生的機會。 

 

(ii)心智健康 

● 睡眠不足，令推理、分析、記憶及決策能力等智性素質下降。 

● 忽略學習，令理解及分析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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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情緖健康 

● 當家人干預其成癮行為時便容易發脾氣。 

● 睡眠質素不足容易引致焦慮，引發負面情緒。 

 

(iv)社交健康 

● 社交圈子收窄 

● 不懂得與人溝通和變得自我中心。 

● 斷絕與家人、朋友和社區的直接接觸，只顧躲起來上網。 

●阻礙「同理心」的發展，不理解別人的感受。  

（每層面的健康選擇任何一項） 

（其他合理答案） 

 

(d) ( 2 分) 

● 東華三院 

● 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計劃 － 不再迷「網」 

● 香港青年協會 

● 沉溺上網支援中心 

●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 關注青少年沉迷上網工作小組 － 「解開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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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 貧窮 

15E.1 貧窮 

 

(a) ( 2 分) 

指人們缺乏維持 生存 所需最低的物質條件。 

絕對貧窮又可稱為 赤貧 ，赤貧在第三世界的國家非常普遍，這種貧窮令人處於

生死邊緣，例如因饑荒死亡的兒童。 

經濟發達和發展中的國家大都脫離了赤貧。 

 

(b) ( 2 分) 

對應當時社會的生活質素，相對貧窮是指人們沒有足夠資源享有一般人的生活水

準。 

「相對貧窮」定義的優點是除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外，相對貧窮關注基層人士分

享社會經濟成果的程度，有助理解發達國家的貧富懸殊情況。 

  

(c) ( 2 分) 

● 指人們缺乏維持個人 社會需要 的基本 生活條件，例如教育、醫療、交通、 

  社區設施、文化生活和社交生活等。 

● 有別絕對貧窮的 生存取向 ，基本貧窮是以 基本需要取向 為量度標準。 

● 大部分經濟發達、發展中的國家和聯合國等都傾向使用這個量度標準。 

 

(d) ( 1 分) 

設立貧窮線有助掌握貧窮群組，制訂目標和策略，才有效滅貧。 

 

(e)( 2 分) 

● 參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畫（綜援）的人士 

● 住戶或個人收入低於全港住戶或個人收入中位數的 50% 

● 扶貧委員會制訂的貧窮指標 

 

(f) ( 4 分) 

● 兒童/青少年 

● 在職人士/成人 

● 長者 

●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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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6 分) 

● 入息/收入支援 

● 教育/培訓 

● 就業 

● 健康 

● 生活環境 

● 社區/家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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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2 香港的貧窮情況 

 

(a) ( 2 分) 

堅尼係數是量度社會中居民收入分佈的不平均程度 , 社會人士常用它作 貧富

懸殊 的指標。 

堅尼係數介乎 0 至 1 之間，0 代表收入分佈絕對平均，1 則代表收入分佈絕對不

平均, 即絕對的貧富懸殊。堅尼係數的值愈 

大，代表貧富懸殊愈嚴重。一般若大於 0 .4 ，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算較大。 

 

(b) ( 1 分) 

堅尼系數數值不斷增加。 

  

(c) (1 分) 

表示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d) (3 分) 

86/87 至 96/97「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數目的增長百分比： 

(166720 – 63288) / 63288  X 100%  =  163.4% 

 

96/97 至 06/07「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數目的增長百分比： 

 (294204 – 166720) / 166720  X 100% = 76.5% 

 

(e) ( 3 分) 

香港二十年來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數位不斷上升，顯示不能應付生活上基本

需要的貧窮家庭正持續增加，事實上，貧窮問題在香港仍然存在。 

 

(f) (3 分)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

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準，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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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3 貧窮的深層原因及貧窮文化的影響 

 

(a) ( 3 分) 

● 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八十年代始，本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北移，加上他們不容    

  易適應經濟結構轉型至服務、金融、高技術和科技等行業，令大量製造業工人   

  失業，直接導致貧窮。 

 

● 香港在職貧窮情況嚴重，基層勞工面對開工不足、低工資、長工時和被削減 

  員工福利等問題，直接影響個人和家庭的收入。這可能是由於企業以降低成本 

  的方式來獲取最大的利潤。 

 

● 因大量臨時工、兼職、短期合約和外判等職位湧現，勞工的職位和收入的穩定 

  性下降，直接導致貧窮。 

  

● 以政府公用服務的私營化為例，在投標的方式下，犠牲基層員工的福利，故兼

職、短期合約和低工資等工作大量湧現。 

 

(b) ( 2 分) 

香港的房屋開支高企，令低收入家庭必須節省其他開支如飲食和衣履等，直接威

脅其基本需要的享用，甚至出現赤貧 。 

 

除房屋外，其他基本需要的物價也很高，例如交通費高昂，令到由新界往市區上

班的基層市民百上加斤。 

 

(c) ( 3 分) 

● 較少推行能即時處理及全面解決 貧窮 和 貧窮懸殊 的社會福利政策，這 

  與政府奉行 積極不干預 的理念有關。 

 

● 有些學者和政客認為香港的法例和制度未能保障基層市民脫離貧窮，例如未有 

  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較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退休保障制度等 。                 

 

● 相對較難增加一些直接分配給基層人士的公共資源，而一些高增長、高效益的 

  項目則較易獲得資源上的支持。 

 

(d) ( 3 分) 

● 營養不足 

● 沒有能力享用私營的醫護服務，疾病可能需要拖延。 

● 居住的生活環境較差(例如罪案率高)，威脅個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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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3 分) 

● 較少與人接觸，社交機會少了。 

● 對社區欠歸屬感 

● 人際關係可能欠佳  

 

(f) ( 2 分) 

● 自尊感低 

● 常有負面情緒，生活壓力大。 

 

(g) ( 2 分) 

● 因未能滿足基本生活，一般欠人生目標。 

● 可能對社會不滿，會缺乏社會責任及使命感。 

 

(h) ( 1 分) 

貧窮文化可能令環境不衛生，引致傳染病的問題。 

 

(i) ( 2 分)  

● 貧窮文化孕育對社會不滿的情緒，且一代傳一代。帶來上述每個角度的負面影 

  響。 

● 貧窮文化令貧窮家庭沒法脫貧，引致隔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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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4 社會保障 

 

(a) ( 1 分) 

社會保障 

 

(b) (2 分) 

在本港，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是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人士，應付基

本及特別需要。 

 

(c) ( 2 分) 

● 相類似處： 

＊ 香港社會保障制度的目標側重經濟或物質援助，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 

＊ 集中處理馬思勞的人生需要階梯的第一層：生理需要。 

● 相異處： 

＊ 香港社會保障制度的目標較少觸及社會公義、公平對待、平等機會，自由、   

   民主和參與社會等原則。 

＊ 未能確切處理較高的層次(例如人的「安全感」、「愛與歸屬感」和「自尊感」) 

  

(d) ( 3 分) 

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

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e) ( 3 分) 

為嚴重殘疾或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嚴

重殘疾或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 

 

(f) (3 分) 

提供經濟援助給因暴力罪行或因執法人員使用武器執行職務，以致受傷的人士或

這些人士的受養人(如受害人因傷死亡)。 

 

(g) ( 3 分) 

向道路交通意外受害人或這些人士的受養人(如受害人死亡) 

迅速提供經濟援助。 

 

(h) ( 3 分) 

為天災或其他不幸事故如火災、颱風、水災、暴雨、山泥傾瀉、塌屋的災民，及

因樓宇成為危樓而遭發出封閉令以致被着令撤離家園的受影響人士，提供熱飯

(或現金代替膳食)及救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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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5 解決貧窮的問題 

 

(a) ( 5 分) 

政府的角色 

● 資源配置以照顧貧窮人士為方向，實踐社會公羲 。 

● 積極研究和推行扶貧的政策，例如制訂貧窮線及解決隔代貧窮的問題。 

● 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安全網，包括各項經濟援助。 

● 研究保障工人收入的法例和措施如最低工資法和最高工時等。創造就業機會。 

● 培訓失業人士，協助他們重新投入就業市場。 

● 推動社會企業，例如積極扶助非政府機構開辦提供不同服務的社會企業。 

 

(b) ( 5 分) 

● 社會團體的角色 

● 監察政府的扶貧政策和具體服務的運作。 

● 持續評估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或研究他們最新的狀況，並適時向政府反映 

 及交流意見。 

● 推動社會企業，例如非政府機構積極開辦提供不同服務的社會企業，可促進貧 

 窮人士就業，企業的盈利可以幫助弱勢社群。 

● 培訓失業人士，協助他們重新投入就業市場。 

● 根據團體本身的使命，舉辦協助貧窮人士的活動。 

 

(c) ( 3 分) 

僱主的角色 

● 給予勞工合理的待遇，包括合理的工資和工時。 

● 承擔社會責任。 

●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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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6 全球化──對弱勢社群的影響   

 

(a)（8 分） 

經濟全球化令企業的經濟活動向全世界的龐大市場進發企業把生產工序轉移到

發展中國家原因是： 

● 普遍工資很低降低生產成本變相增加利潤。 

● 勞工保障的法例較寬鬆減低企業的賠償風險。 

● 環境保護法例較寬鬆減低企業的排污和環保成本。 

● 企業以低價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資源例如水木材和土地等。 

 

(b)（5 分） 

● 勞工工資太低影響生活環境營養和教育等與健康有關的因素。 

● 勞工工時往往太長影響正常作息及閒暇的使用損害全人健康。 

● 出現大量非法工資低和工時長的[童工]，他們沒法接受教育。 

● 勞工可能面對不人道的待遇例如沒有休息時間女性員工被性侵犯等。 

● 嚴重忽視工作間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導致工業意外和患上職業病。 

● 勞工的福利如工傷法定的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皆遭剝削。 

● 生產過程中企業在環境保護法例較寬鬆的國家造成各項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直    

  接影響弱勢社群的健康和福祉。 

 

(c)（2 分） 

企業把生產工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令本土缺乏低技術工作，低技術和學歷的勞

動階層因而面對失業問題，導致： 

● 貧窮 

● 家庭暴力 

● 資源剝奪 

● 歧視 

 

以上等影響健康和福祉的結構性問題 

 

(d)（2 分） 

不良影響： 

● 全球化加速人類的交流和相互影響，亦導致傳染病的全球性流行。 

● 因人類高度的流動性，病毒和細菌只需幾小時便能傳到別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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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分） 

必須加強國際公共衛生的合作。 

例如各國加強傳染病通報機制、國際間的傳染病控制等。 

世界衛生組織制訂的「國際衛生條例」規定各國有責任向世衛報告有關公共衛生

的事件和臨床樣本等。 

其他合理答案 

 

(f)（4 分） 

全人健康的不同層面包括： 

● 生理健康 

● 心智健康 

● 情緒健康 

● 社交健康 

 

(g)（6 分） 

● 生理健康  

勞工工資普遍太低，影響生活環境和營養等與生理健康有關的因素。例如營養不

良，環境衛立條件差引致傳染病發生。嚴重忽視工作間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導致

工業意外和患上職業病。 

 

● 心智健康  

出現大量非法、工資低和工時長的童工，他們沒法接受教育。影響心智健康。 

勞工工資普遍太低，無法享有接受教育機會，影響心智健康。 

 

● 情緒健康  

勞工工時往往太長，影響正常作息及閒暇的使用，缺乏休息、娛樂和感興趣的活

動會令人無法舒緩工作帶來的壓力，損害情緒健康。 

 

● 社交健康  

勞工工時往往太長，窒礙正常社交生活，較少與朋友、家人和社區人士交往，損

害社交健康。 

 

 

 

 

 

 

 



15.健康和社會關懷議題 

 

67 
 

15E.7 不同層面看不公平及資源剝奪──社會國家層面 

 

(a) (2 分) 

分配的原則是以「市場」為主，政府只提供「平等」的競爭條件和空間以作公平

的資源分配。 

 

(b) (1 分) 

具體例子： 

對於貧窮家庭，香港社會保障制度的目標側重經濟或物質援助，應付基本及特別

需要。 

但在基本需要以外，貧窮家庭仍是欠缺些脫貧或向上流動的條件，例如教育方

面，貧窮家庭的子女欠缺額外金錢參與課外活動，以及未能購買電腦作更有效的

學習。 

貧窮家庭的子女在「平等」的競爭條件下可能較難入大學，分享不到社會的資源

和經濟成果。 

 

(c) (2 分) 

得益者是商界和具一定質素的人材，他們能享受社會的經濟成果。 

 

(d) (1 分) 

香港 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是説明有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市民，滿足其基本及

特別的需要。換言之，政府只會協助赤貧人士解決其基本及特別的需要，即只會

改善 絕對貧窮 。 

 

(e) (2 分) 

沒有正視日益嚴重的 相對貧窮問題，反而因在分配資源中的不公平及資源剝奪

加劇相對貧窮。 

例如低稅率政策一直優待工商界，經濟良好時常有減稅、退稅等財富分配給工商 

界的決定，反觀，政府在社會保障的金額和申請門檻等福利政策則不容易主動進

行改善，政府反而嘗試社會會否接受 生果金設入息審查 等政策，以及官員和議

員會有福利會打擊經濟、社會福利是人民鴉片和綜援養懶人等言論。 

 

(f) (4 分) 

資源被剝奪的人士可能是弱勢社群，弱勢社群因欠缺競爭力，故在平等的競爭條

件下依然有極大可能分享不到社會的資源和經濟成果，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

富，加劇相對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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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8 從不同層面看不公平及資源剝奪──國際層面 

 

(a) (1 分) 

強國可奪得弱國的控制權，並能以廉價取得當中的天然資源和人力資源。 

 

(b) (1 分) 

財務能力方面，強國利用借貸從弱國以廉價取得當中的天然資源和人力資源。 

 

(c) (2 分) 

生產技術較佳的國家，從貧窮國家廉價取得天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生產出不同的

產品，再以較高價錢售賣給貧窮國家，造成不公平及資源剝奪的現象。 

 

(d) (2 分) 

消費力強的國民不為購買各項產品，生產資源多來自貧窮國家，包括廉價勞工、

天然資源和保障較低的勞工法例，變相剝削員工福利。由於生產線移到貧窮國

家，工業產生的污染令環境受嚴重的破壞。 

 

(e) (2 分) 

高科技的國家能控制貿易的來往網路、生產和運輸等工序，令弱國在國際層面所

面對的不公平及資源剝奪的現象浮現。 

 

(f) (2 分) 

貿易能力強的國家善於控制貿易條件，通常在控制成本方面著手，例如廉價購得

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工等。 

 

(g) (2 分) 

強國不公平地以已國的文化和語言居首，弱國國民往往為了工作和教育而強被同

化，影響本身的文化保存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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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9 不公平及資源剝奪與人類特徵和背景關係 

 

(a)社會階級 ( 1 分) 

貧窮家庭在香港社會保障制度中只能解決「基本生活需要」，政府未能在「資源

再分配」的機制中解決「相對貧窮」的問題。 

例如貧窮家庭的子女欠缺額外金錢參與課外活動。 

 

(b)性別 ( 1 分) 

在文化上因「女性」的關係而給予明顯較差的待遇，新界丁屋傳男不傳女便是例

子。 

 

(c)年齡 ( 1 分) 

年長人士較難就業，能就業的則被壓低薪金。這就是被社會認為因年老而工作效

率低和功能衰退等不公平和資源剝奪的結果。 

 

(d)族裔 (2 分) 

華裔的業主基於種族差異的理由，而拒絕租單位予印度或巴基斯坦家庭。 

 

(e)宗教 (2 分)  

某團體在其招聘廣告中刻意列出有利於某個宗教人士的聘用條件，令不屬於該宗

教的申請人被聘用的機會遠低於屬於該宗教的申請人，企圖不公平地剝奪其他宗

教人士的就業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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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0 不公平資源剝削問題所需的一般服務種類及對應的社區資源  

  

 ( 4 分) 

 

服務種類 社區資源(政府和非政府機構) 

申訴服務 平等機會委員會 

 

社會保障服務 社會福利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就業服務 勞工處就業科 

 

福利服務 社會福利署和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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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1 國際的社會公義 

 

(a) (5 分) 

● 各人應獲得公平和公正的對待 

● 各人享有民主 

● 各人享有自由 

● 各人能尊重多元價值 

● 各人能平等地付出和獲得 

● 各人享有基本人權 

 

(b) (2 分) 

世界衛生組織於 1 948 年 4 月 7 日成立，宗旨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組織透過推

動國際間的合作，盡力令全球人民獲得高水準的健康，並改善全球衛生情況，此

外，組織確認享有健康是基本的人權。 

 

(c) (6 分) 

● 領導全球面對重要的公共衛生事宜，並在有需要的聯合行動中擔當夥伴角色。 

● 訂定國際衛生的標準及條例，並且監察這些標準和條例的實施情況。 

● 監察全球衛生情況，並適時評估世界公共衛生的趨勢。 

● 制定研究議程，促進各項衛生研究，分享和有效使用研究結果。 

● 提供技術支援，有效監測疾病和預防其發生。 

● 幫助和鼓勵世界各國訂定有關推動公共衛生的社會政策。 

 

(d) (1 分) 

聯合國於 1945 年 10 月 24 日成立，現由 192 個主權國家組成，幾乎代表世 

界上每個國家，各會員國必須受《聯合國憲章》所約束，此憲章是一項國際條約，

規定各會員國的權利和義務。而在每年的 10 月 24 日，亦被定為聯合國日 

 

(e) (4 分) 

聯合國作為推廣社會公義的角色包括： 

●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和平、正義和國際法的原則解決國際爭端。 

● 發展國際友好關係，尊重人民的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 

● 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來解決各範疇的國際問題，以及增加對全球人類的人權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 

● 以達到上述目的為主，協調各國行動的國際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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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 分) 

● 消減貧窮饑餓 

● 普及初等教育 

● 促進兩性平等 

● 降低兒童死亡 

● 改善產婦保健 

● 全球夥伴關係 

● 環境可持續力 

● 與疾病作門爭 

 

(g) (2 分) 

國際法院位於荷蘭海牙，是聯合國六個主要機構之一，亦是聯合國的主要司法 

裁決機構，為實踐聯合國 以和平、正義及附合國際法的原則，解決破壞和平 

的國際爭端 的宗旨。國際法院依據《國際法院規約》運作，並於 1 9 4 6 年 2 月

成立。 

 

(h) (2 分) 

按照國際法解決和仲裁各國所提交的具爭端的案件，為聯合國其他的主要機構所

提出的法津問題提供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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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2 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的關係 

 

(a) (4 分) 

● 透過把生產工序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勞工保障和環境保護法例較寬鬆的發展 

 中國家，減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賠償風險。 

● 讓產品的銷售能國際化，令全球的消費者都能認識和購買其商 

 品，增加企業的利潤。 

● 跨國進行融資活動，吸引全球的投資者參與基中，資金則可用作發展企業的各 

 項需要如科研和改善生產線等。 

● 透過企業的合作和併購業務活動，增強企業技術和銷售優勢。 

 

(b) (4 分) 

● 勞工的工資太低，違反社會公義中各人能平等地付出和獲得的原則。 

● 勞工的工時太長，違反社會公義中各人應獲得公平和公正的對待。 

● 出現大理非法、工資低和工時長的童工，剝削其接受適齡教育的基本人權。 

● 勞工面對不人道的待遇，例如沒有休息時間、女性員工被性侵犯等，違反社會 

 公義中各人能有尊嚴地生活的權利。 

● 嚴重忽視工作間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未能獲得公平和公正的對待。 

● 發展中國家的芝工保障法規較未完善，而擁有較完善法律的則為保持國家的經 

 濟利益而選擇寬鬆執行。故勞工的福利如工傷、法定的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   

 皆受剝削。 

 

(ii) (4 分) 

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法例及其執行力度都較寬鬆，當已發展國家大幅把生產工

序轉移到發展中的國家時，必然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造成不良的影響，最明顯會

發生的是： 

● 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被資源大量損耗，例如水、木材和土地等，因企業能以廉價 

 獲得資源。 

● 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情況惡化，例如空氣污染和水質污染等，因企業 可省卻排 

 污程式中的成本。 

 

(iii)  

企業大量把生產工序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勞工保障和環境保護法例較寬鬆的發

展中國家，已發展國家令本土勞工失業，引致貧窮，造成對本土勞工的不公平和

資源剝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