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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教育 《生活與社會》 

勘誤表 (05 / 2020) 

 

單元 章節 頁數 課題 修訂部分 

舊 新 

13 1 5 單元熱身 2013 年 10 月 2 

日 

2019 年 10 月 9 

日 

跨境購物團蜂擁港

大型商場 

十一黃金周內地旅

客按年大跌逾五成 

黃金周營業額料大

升 25% 

自由行蜂湧光景不

再 

【綜合報道】儘管

內地經濟放緩，但

發展商對國慶假期

的零售市道仍然持

樂觀態度，新鴻基 

地產（簡稱「新地」）

預料，旗下九大商

場，在「十一黃金

周」的總營業額可

達 4 億港元，按年

升 25%。 

 

「十一黃金周」是

香港零售業每年的

重頭戲。新地預

計，「自由行」旅客

的消費會進一步增

長，旗下商場包括

世貿中心、上水廣

場及將軍澳東港城

於「十一黃金周」

期間共舉辦 15 團

跨境購物團，預料

共接待 675 位跨境

旅客，人均消費約

5,900 港元。 

 

【綜合報道】一連 7 

天的內地十一國慶

假期（十一黃金周）

屬傳統旅遊旺季，

但 2019 年訪港內

地客人次按年跌逾

五成，僅有 67.1 

萬，是歷年來最

差。 

 

每年的「十一黃金

周」本來是香港零

售業的重頭戲，除

了奶粉和藥物等民

生用品受內地「自

由行」旅客歡迎

外，高檔鐘表及餐

飲亦受青睞，當時

「自由行」旅客蜂

湧到港消費，曾造

成部分民生用品缺

貨、旅客帶水貨賺

錢問題，令一些受

影響的居民怨聲載

道。但今年的訪港

旅客人次大跌，卻

令依賴內地旅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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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旗下商場觀塘

apm 亦特別在黃

金周期間，舉辦一

年一度的「10.1 國

慶潮物街」，在國慶

日接待 5 團共約

300 名內地「自由

行」旅客，為商場

額外帶來 150 萬港

元營業額。 

 

奶粉藥物嚴重缺貨

長者通宵排奶粉 

 

香港近年藥物和奶

粉時會缺貨，導致

市民通宵排隊搶

購。藥房業界指

出，相信缺貨是因

為近期太多「自由

行」旅客來港「掃

貨」。本報記者昨晨

約 6 時到上水彩園

邨商場，確認約有

20 人在排隊買奶

粉，大部分是長

者，當中持有 8 號 

籌的黃婆婆表示，

前晚 9 時已經有人

開始排隊，她於約

凌晨零時到場。黃

婆婆表示，排隊買

奶粉只是為了孩

子，否認是買來走

水貨賺錢。 

行業陷入寒冬。 

 

酒店業料十一黃金

周收入按年大跌七

八成，餐飲業界亦

稱生意按年挫約四

成，而鐘表店的生

意亦按年大減七八

成，並預期本月生

意額將按年少九

成，冀業主減租。

有經營多個商場的

地產商表示，會按

個別商戶的狀况提

供適切協助，包括

考慮提供紓緩各種

經營壓力的措施。 

 

而另一間地產商公

布季度營運數據，

旗下位於尖沙嘴及

銅鑼灣大型商場的

第三季零售銷售分

別跌 35% 及 30%， 

較上半年跌 0.6% 

及 3.6%明顯更疲

弱，亦差過香港整

體零售跌 17.5% 的 

表現。 

5 單元熱身 新地表示，有旅客

大手花近 12 萬港

元購買智能手機、 

十一黃金周結束，

內地訪港旅客大

減，旺角不大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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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和鑽石金飾等

產品。 

客蹤跡，零售商舖

店員望天打卦。 

9 資料 3 新增內容 2018 中美發生貿易

戰，香港的進出口

貿易遭受牽連。 

2019 香港發生「反

修訂《逃犯條例》

示威」，加上外圍因

素影響，香港經濟

連續兩季出現負增

長。 

14 重點知識 在 2002 至 2012 年

間，香港的經濟起

伏不定 

在 2002 至 2018 年

間，香港的經濟起

伏不定 

14 表 1.1 2002 至 2012 年間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和失業率的變化和

趨勢 

2002 至 2018 年間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和失業率的變化和

趨勢 

2 16 探究活動

1 

我和朋友經常到番

薯國旅遊。根據某

機構的資料，2011 

年， 番薯國每 8 名

在職者，就有 1 人

在旅遊業相關的機

構就業。 

我和朋友經常到番

薯國旅遊。根據某

機構的資料，2017 

年， 番薯國每 15 

名在職者，就有 1 

人在旅遊業相關的

機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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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探究活動

3 

「自由行」帶動香

港零售業，各零售

集團紛紛擴張業

務，以致商鋪租金

被推高！業主當然

高興！可是面對租

金急升，我們往往

因無力續租而結

業。以旺角為例，

現在街上全是連鎖 

集團旗下的藥房、

化粧品店和電子產

品店等。 

「自由行」帶動香

港零售業，各零售

集團紛紛擴張業

務，以致商鋪租金

被推高！業主當然

高興！可是面對租

金急升，我們往往

因無力續租而結

業。在受內地旅客

歡迎的地區，很多

店舖都變成連鎖集

團旗下的藥房、化

粧品和電子產品

店。 

22 重點知識

2.1 

2012 年，香港的商

品貿易總額和外來

投資頭寸（指某一

特定日子香港居民

接受外來投資的價

值）總額分別為

7.35 萬億港元和 

3.57 萬億港元，分

別相等於本地生產

總值的 3.6 倍及

1.75 倍，反映香港

的經濟相當依賴對

外貿易和外來投

資，屬於高度外向

型的經濟體系。 

2017 年，香港的商

品貿易總額和外來

投資頭寸（指某一

特定日子香港居民

接受外來投資的價

值）總額分別為

8.23 萬億港元和 

15.19 萬億港元，

分別相等於本地生

產總值的 3.09 倍

及 5.71 倍，反映香

港的經濟相當依賴

對外貿易和外來投

資，屬於高度外向

型的經濟體系。 

24 重點知識

2.2 

新增內容 CEPA 持續擴大開

放，在 2017 及

2018 年，雙方在服

務貿易、投資、經

濟技術合作、貨物

貿易四個範疇簽定

協議，進一步加強

雙方合作。 



5 
 

25 

 

重點知識

2.2 

新增內容 (3) 中美貿易戰 

2018 年，美國向中

國貨品徵收額外關

税，中國亦向美國

貨品加徵關税作反

擊。兩國的貿易利

潤因關税而被蠶

食，而作為重要的

中美貿易中轉站，

香港的出口貿易亦

備受影響。 

26 課題總結 新增內容 ；2018 年，中美貿

易戰，削弱香港的

出口貿易。 

27 課題 3 A. 政府向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發放$6,000。 

A. 政府向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發放$10,000。 

 

 

3 29 重點知識 ⑶ 香港在 1996 至

2013 年間，經濟發

展符合曾蔭權先生

的「大市場、小政

府」理念。 

⑶ 在 2017 年，政

府提出「理財新哲

學」的公共財政理

念，政府估計「公

共開支佔 GDP 百

分比」超過 20%。 

 31 資訊室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

示，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表示， 

 32 資訊室 新增內容 理財新哲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提出「理財新哲

學」，認為在確保公

共財政穩健的前提

下，政府應該採取

前瞻性與策略性的

理財方針，善用盈

餘，為香港投資、

為市民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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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重點知識

3.1 

香港特區政府因應

環境而制定相應的

經濟措施，以穩定

香港的經濟。在經

濟不景時，政府會

增加開支，如開展

基建工程，藉此創

造就業機會和刺激

經濟。在樓宇炒風

熾熱時，會加徵額

外印花税，冀緩和

炒風。 

香港特區政府因應

環境而制定相應的

經濟措施，以穩定

香港的經濟。在經

濟不景時，政府會

增加開支，如開展

基建工程，藉此創

造就業機會和刺激

經濟。在房屋供求

失衡時，政府會遏

抑炒賣投機和加快

新樓出售，如加徵

額外印花税及向空

置一手私人住宅單

位徵收俗稱「空置

税」的額外差餉，

以穩定樓市。 

 33 重點知識

3.2 

例如 2011 年起，

實施法定最低工

資；2013 年，最低

工資由 28 元上調

至 30 元，保障基

層居民享有合理的

生活水平，以拉近

貧富差距。 

例如 2011 年起，

實施法定最低工

資，由最初每小時

28 元；經多年不斷

上調，2019 年，最

低工資已上調至

37.5 元，保障基層

居民享有合理的生

活水平，以拉近貧

富差距。 

 33 資訊室 新增內容 3. 雙倍印花税

（DSD）：2013 年 2 

月 23 日起，住宅

物業和非住宅物業

的「從價印花税」

税率增加大概一倍

（首次置業人士購

買住宅可獲豁

免）； 

2016 年 11 月 5 

日起，調高住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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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易的「從價印

花税」税率至劃一

15%。（首次置業人

士購買住宅可獲豁

免）。 

 35 詞彙庫 新增內容 理財新哲學 New 

Fiscal Philosophy 

由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提出，認為在確

保公共財政穩健的

前提下，政府應該

採取前瞻性與策略

性的理財方針，善

用盈餘，為香港投

資、為市民紓困。 

 單元概

念圖 

37 單元概念

圖 

過去 10 年影響香

港經濟的事件： 

過去 20 年影響香

港經濟的事件： 

 新增內容 國際：中國與美國

發生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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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上角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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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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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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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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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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