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一第二題
能源科技/綠色經濟







(a) 比較資料A所示的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
能源結構轉變。（4分）





(b) 指出及說明資料A及B所示的能源結構轉變對較發達地區可能構成的兩個
挑戰。（6分）





(c)  從你在(b)題指出的挑戰，選擇一個，發展綠色經濟在多大程度上可作為你所選的挑
戰的解決方法？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論證你的看法。（8分）



•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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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 綠色經濟

發展可再生能源/電動車價格下
降／更普及

減少使用化石能源帶來的污染

更多資源研究、開發及創新可再生
能源／節能科技

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發電效能提升
減少開踩及消耗化石能源；減少
興建可再生能源對環境的破壞

提升節能、減排科技／綠色經濟在
行業擴張下產生協同效應，變得更

有利可圖

推動傳統高污染行業生產時減少污
染、轉型至綠色經濟行業

不能夠 綠色經濟

可再生能源／電動車成本仍然高、
技術仍未成熟

價格昂貴、運作不穩定大眾接受
意慾低難以扭轉現況

可再生能源壽命短，工程造成浪費
及大量垃圾

進一步破壞環境

可再生能源只佔能源結構約10%，
與化石能源的差距仍大

短期內難以取代化石燃料，不能解
決因使用化石燃料而帶來的環境問

題



卷二第二題
中國國有企業



「國企」「民企」有何分別？

•國企：國有企業泛指國家擁有控制權的企業，通
常包括國務院、地方政府、國家財政部直接出資
控股，或通過國有企業間接控股。現時國企需要
向國家繳交大約18%的利潤，預計在今年調升至
30%；

•民企：與國有企業相對，由中國公民出資興辦及
經營的企業皆可稱為民營企業。要留意的是，如
果出資人當中包括外國企業或公民，則視作外資
企業。



•中國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奉行計劃經濟體系，
全國經濟活動均由政府管理，同時建立以國營企
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1979年，已故國家領導
人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放寬私營經濟活動。由
此，中國的企業分為兩大種類：國有企業及民營
企業，前者主要由政府出資及管理，後者則主要
由私人經營。

背景：



國企

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通常由國企經營，例如能
源、礦產、通訊等；部分巨型國企，如中國石油
化工集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更是全國
性經營，其規模之大被視為中國經濟的頂樑柱。
由於國企與政府關係相對密切，在經營上通常較
受優待，例如更容易承接政府項目或獲得銀行貸
款。基於國企及其資產屬全民所有，國企有責任
確保資產保值增值。在經營上，國企需要避免高
風險活動，以致國企在經營模式方面較為保守，
因此遭受管理效率低下的批評。



民企

民企在中國的歷史相對較短，直至1997年，中央
方才確認民營經濟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重要組成部分」。即便發展時間較短，民企憑藉
其靈活經營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已有舉足輕重
影響。尤其在吸納就業人口方面，更是遠遠拋離
國企。近年，中央政府對民企採取「加強管理，
放開競爭」的態度。一方面通過行政法規、黨委
機制引導民企的發展；另一方面，放寬民企進入
電力、電訊、能源、石油等行業的門檻，希望藉
着開放競爭，推動市場改革。





(a) 解釋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可能遇上的阻礙。(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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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欠缺國家背景及支持
較難獲取信任（取得
貸款、消費者取向）

影響民企業發展及生
產力

政府政策傾斜，有利
國企

對民企有較多規管、稅款
較高

令民企經營較困難

國企操控重點行業
民企的業務選擇受限

制
局限民企多元化發展





(b) 在全球經濟中，國有企業應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擔當
比民營企業更主導的角色？論證你的看法。(12分)

全球經濟：
• 多元化／多樣性／競爭激烈／瞬息萬變
• 大型／跨國企業主導
• 國際貿易／國與國之間關係
• 綜合國力（硬、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