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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細閱以下資料： 

 

自由貿易區是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同意消除關稅和貿易配額的國家組合。 

 

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已參加了不同的區域貿易組織，而其中主要的自由貿易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東南

亞國家聯盟（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和歐洲聯盟（EU）。 

 

NAFTA 北美三國擁有 3.6 億人口，2008 年國內生產總值共約 16 萬億美元，而年貿易總額在 2007 年已逾 9300 億美元。 

 

AFTA 是東盟（一個集合了東南亞區域十個國家的組織）成立的自由貿易區。2004 年底中國與東盟簽署貿易協議，朝推

動成立自由貿易協議區（東盟十加一）的方向推進。自 2005 年開始雙方針對部分貨品協商免稅，再逐漸擴大到 2010 年

時達到全面免稅的目標。日本與南韓也自 2005 年開始，與東盟十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 

 

EU 是世界上最大經濟實體，2008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是 18.3 萬億美元，超過美國（14.2 萬億美元）。 

 

有人認為主要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反映經濟全球化正在進行。參考上述資料，並就你所知，討論你是否同意此看法。（10 分） 

 

*本題引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0 年香港中學會考綜合人文科 2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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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A(3) 

我同意此看法，原因如下： 

 

第一，自由貿易區令到各國配額更寬鬆，關稅下跌，

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便可以自己把商品銷售到各海外市

場，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令到商品國際化，不只局限於本

地市場。可見自由貿易區，商品往來自由，反映經濟全球

化正進行。 

 

第二，自由貿易區下，除了商品往來，各國企業如跨

國企業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去不同的國家設廠，令生產專

門化及減低成本。跨企帶來不同經濟活動到世界各個地

方，令到各國貿易更頻密重要。可見，自由貿易區，跨企

的活躍反映經濟全球化出現。 

 

第三，參考資料 c,自由貿易下，各國間設立不同的經

貿組織，例如東盟，歐洲聯盟等， 令到各國間從組織聯盟

中，關係更緊密，關拓更多國際市場於自由貿易區，例如

全國免稅，令商品出口進口大增，可見自由貿易區的出現

反映經濟全球化。 

 

總的來說，自由貿易區出現反映經濟全球化。 

 

本人認同主要貿易自由區的出現反映經濟全球化正

在進行。 

 

雖然主要貿易自由區沒有從各國派出人手直接參與

事務，未有明確地表現出勞工市場共同製作產品一體化。 

 

但是自由貿易區中聚集了不同國家的資金，例如

NAFTA 的自由貿易區由北美三國組成，他們的貿易區由

這三個國家共同經營，其資金充裕同樣投於該貿易區，並

沒有分開投資，體現了資本市場一體化。 

 

此外，自由貿易區能夠買得到不同國家的產品。在貿

易區內是有該貿易區所屬國家的不同產品，在貿易區內有

不同國家產品平台，體現了商品市場一體化。 

 

最後，自由貿易區由不同國家組成，而參與貿易區的

公司跨國投資，甚至在他國生產，屬於跨國企業，由此可

見貿易區有跨國企業的出現，體現了資本的市場一體化。 

 

我十分同意自由貿易區的出現是反映經濟全球化正

在進行。 

 

雖然，自由貿易區是指一些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

家組合，有互相監察對方的性質，並非單一是經濟全球

化。可是，自由貿易區的參與國家必須同意消除關稅和

貿易配額，這樣的協定實際上是為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

發展，所以其實是反映經濟全球化。 

 

此外，不同地區均陸續出現貿易區，例如東盟的自

由貿易區，針對成員國的稅率為出發點，有利自己國家

的商品可傾銷其市場，出發點亦在於經濟收入，故此體

現了經濟全球化。 

 

最後，貿易區是一個國與國就經濟問題商討的平

台，如日本和南韓在 2005 年開始便與東盟十國進行貿易

談判，可見出發點亦在於經濟發展，體現經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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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B(3) 

我同意這反映經濟全球化正在進行。 

 

首先，各國加入貿易組織，代表各國都願意與其他國

家在經濟上有合作。透過這些貿易組織，各國在貿易上多

了交流，刺激各國的經濟。從資料 B 可以看到，北美三

國透過自由貿易協定令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上升，這都證明

了經濟全球化。 

 

再者，各國都願意跨國合作，一致同意取消關稅和貿

易配額。各國同意在貿易上的合作，即是同意在經濟上的

合作。各國多了溝通，互相影響經濟，令全球的經濟得以

靠各國維持，如果其中一個經濟衰退，各國牽連甚廣。所

以這都反映是經濟全球化。 

 

再加上，各國同意進行貿易和經濟上的合作，必定會

出現國際分工的情況。透過國際分工，質素較好，較低勞

動力，輸出的國家得益，入口的國家亦能受惠。 

 

總括而言，各國同意在貿易和經濟上合作，各國多了

溝通，經濟互相影響，這都反映出經濟全球化的現象。 

 

我同意此看法，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反映經濟全球化正

在進行。 

 

因為這是經濟全球化，就資料 B 所顯示自由貿易區，

是同意消除關稅和貿易配額的國家組合，即是國與國間的

貿易活動是自由地進行。並不受稅及配額管制，自由貿易

區內的國家可以與同區的國家自由進行貿易，把自己的產

物銷售到國外，擴大了原有的市場，因此在國外，國民可

以買到產於其他地方的產品，價錢與本地出產的差不多。

同時這些貿易區把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拉近，每個消息或產

品都能推展到全球去。 

 

同時，這些自由貿易區，促進了國際分工，每個地方

都推出自己善於生產的物品，再到其他國家合併，這樣能

夠令到企業的成本減低，因為他們能夠選擇在低成本的國

家作出生產，再把物品銷售到全球。同時，這亦是文化全

球化，因為地方的產物都包含了原產地的文化，把商品銷

售到國外，無疑同時地把自己本土文化推出，這樣出口及

買入商品，便把不同的文化在全球流傳，在一個國家可以

找到不同的文化，產生了「第三類文化」，即是由不同文

化混合而成的文化，當中含有很多不同文化的原素，例如

美式快餐店內的白粥，青少年口中中英混雜的語言，都是

第三類文化。 

 

在政治文化方面，每個貿易區內都有不同的規劃，若

一個國家的企業犯了規，他會受到的責備及處分並不來自

本地，而是全球，因為那些規則是為了保障各國權益，但

這些卻會削減本土政府的權力，因為其他國家會向其施

壓，或表達意見，這亦是政治的全球化。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個看法。 

 

首先，資料 B顯示，「自由貿易區是簽署貿易協定……

的國家組合」，可見自由貿易區是由各國推動，進行經濟

上合作的產物。它的存在是用作令各國的經濟往來更容

易，使經濟上進一步融合，可見反映經濟全球化在進行。 

 

此外，自由貿易區推動清除貿易壁壘，讓貨品可以

自由地於各國流動。這令到參與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之間

的買賣更容易，更頻繁，各國之間的生產與消費活動更

密切，經濟上連繫更緊密，可見自由貿易區出現反映各

國經濟上關係密切，反映經濟全球化在進行。 

 

但是，自由貿易區只反映各國貨品往來頻繁，而未

能從中看到有關消除外匯管制的措施，如此自由貿易區

出現卻未能反映各國的跨國投資上升，因此外匯管制沒

放鬆，無法讓資金自由流動。因此自由貿易區無法在投

資方面令各國經濟上關係密切，無法反映經濟全球化在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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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C(3) 

我認同主要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反映經濟全球化正在

進行。 

 

從資料 B 中，我們可以得知基本上世界上的很多國

家都已參加了不同的區域貿易組織。全世界正在一體化，

全球化。大家都希望爭取得到最好的經濟效益。愈來愈多

國家參加自由貿易組織，令經濟和貿易配額一體化。 

 

 

 

 

我同意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正在進

行的說法。 

 

因為貿易是經濟的必須的活動，在區與區、國與國之

間把不同的物品進行貿易，提供給不同需求國家和地區，

可以帶來經濟發展，促進不同國家的發展速度，而眾多國

家與地區簽署貿易協議可以証明這已經是經濟全球化正

在進行中，也可以証明貿易的關聯和影響對此貿易貨品的

需求情況。 

 

我同意這說法。 

 

因為全球化意味著經濟的入侵，同時以跨國企業作

為先鋒，入侵各地的市場。他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把

廠房搬到發展落後的國家生產。同時，外來的文化亦入

侵到該國如電影，在電影的影響下人們耳濡目染，認識

到外國文化，而推動社會文化，如每人都穿上的 Nike 鞋，

吃的快餐文化，追捧的外國明星等等無一不是全球化的

特徵。而全球化除了這些亦有聯合國，自由貿易區，等

的組織或會議，因為這些都是促進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推動全球化，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如聯合國可使國與

國更和平，得到相同的待遇公平對待每國。 

 

而自由貿易區則使國家的經濟得到改善，商討該國

的經濟是否放慢或加速，增加全球性的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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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10) 高二(9) 高三(9) 

本人同意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得益

多於受損，現有以下分析： 

 

雖然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下由於市場開放，為求成本低

廉的跨國企業便會進駐當地並且以剝削人民來換取更低

成本，例如高工時，為中國帶來損害，但由於中國有法例

保障工人的權益，所以其損害不比得益多。 

 

首先，由於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下其銷售市場

擴大了，為人民帶來更多的收入來源，以農業為例，在貿

易自由化下農民將農作物銷售往外地的機會多了，亦即是

其收入來源不單單依靠內銷，其銷售市場大了，為他們拓

展了收入的來源，為中國帶來整體的收入上升。 

 

其次，更增加了中國本土行業的競爭力。雖然全球貿

易自由化為中國市場帶來了競爭，但中國行業有見及此會

努力追上，提升自身企業的生產力，繼而提升自身的競爭

力，在偌大的市場中更有機會突圍而出。 

 

再者，全球貿易的自由化有機會讓外貿進駐中國，使

本土的企業有資金發展技術。貿易自由的企業有資金能夠

自由出入中國，當外資投資本土企業時，中國的企業便得

到資金提升技術，使中國普遍的生產力大大提升，對中國

整體有利。 

 

最後，貿易自由化有助解決三農問題之中的農業及農

民問題。由於市場大了，農民的收入未增多了，而增收的

機會亦大了，當有金錢時亦會為孩子提供教育，教育水平

上升，解決農民問題；而資金的投資亦為農民帶來新的技

術，帶動農業發展。貿易自由化解決了中國恆久未解決的

問題，為中國帶來利益。 

 

總括而言，中國在貿易自由化中得益較大。 

 

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我認為她參與貿易自由化的得

益多於受損，原因如下： 

 

雖然，中國在貿易自由化下，門戶洞開，令跨國企業

或外商能夠自由投資、設廠。龐大而有實力的跨企，競爭

力相對地大，令中國本地一些傳統及小型企業被跨企淘

汰，壟斷市場。但中國仍有更多的得益。 

 

第一，貿易自由化下，跨企的投資能吸引外來資金，

帶來很大的外資，為政府帶來莫大收益，而跨企在中國設

廠便造就許多就業機會，令到更多人脫貧。加上跨企帶來

先進的技術及管理文化，如量化考核，花紅，打破中國用

人唯親的傳統管理模式，優化本地企業，質量提高。 

 

第二，貿易全球化下，各國配額寬鬆，有利中國拓展

海外市場，令商品國際化，例如牛奶，汽車，令中國有更

大收益，貿易差額會上升。加上，開拓海外市場，令中國

避免商品局限本地市場，造成滯銷問題，增加銷量。 

 

總括而言，雖然貿易自由化有帶來壞處，但中國得益仍是

更多的。 

我同意中國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得益多於受損。 

 

雖然，在貿易自由化中，由於中國的關稅要因應世

貿的條款而設立得較低，外國的商品大量踴入市場，打

擊中國的農業。 

 

可是，貿易自由化下為中國帶來了龐大的資金。中

國有「世界工廠」之稱，全球各地均踴躍在中國設立工

廠和跨國企業，在過程中為中國帶來大量資金，促進了

經濟的發展。 

 

此外，貿易自由化下令外國的人才為中國帶來技

術：由於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才可以藉貿易自由化流入中

國，為中國帶來一些技術，有利了中國的工商業，得到

更全面發展。 

 

再者，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中受到

的限制較低，國內的經濟可隨已發展國家的貿易進行而

得到利益。 

 

最後，在貿易自由化下，外國產品打入中國市場，

提供了更多選擇給市民，可令市民的生活質素得到提

升，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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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7) 中二(6) 中三(4) 

我同意中國是得益多於受損。 

 

在得益方面，全球貿易自由化下各國商品往來變得容

易，中國參與其中可以容易地入口及出口商品。在參與全

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由於中國有大量資源及廉價勞

工，有利發展工業，令中國工業產品成本低，競爭力提高，

可以大量出口往外地，結果中國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

中享受到大量貿易順差，外匯收入大增，因而得益。 

 

此外，由於在全球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中國工業產品

佔世界市場比率大增，於是中國經濟對外地經濟的影響力

大升，這令外國開始重視中國的情況，取態等，中國在國

際間地位提升，可見全球貿易自由化連帶令中國國際地位

上也受益。 

 

但是，雖有眾多益處，中國仍有因貿易自由化而受

損。中國工業出口大增，令中國仍有因貿易自由化受損。

中國工業出口大增，令外國對中國貿易中逆差大，這樣令

外國指責中國以低廉價貿易傾銷外國市場，破壞其他國家

的本土經濟，出現貿易糾紛，例如美國會多次指責中國傾

銷貨品，考慮引入反傾銷稅。可見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中國

與外國的貿易糾紛增加，破壞中國與外國的關係、外交上

受損，儘管如此，受損仍少於得益，所以我同意以上言論。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得

益多於受損。 

 

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很多國家為了減低成

本都喜歡把生產線搬到中國。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雖然

可以加速中國的發展，但在這個金融市場為主導的全球經

濟，生產業無疑有阻中國在金融方面的發展，難以培育人

材。 

 

同時過多商品銷售到中國，令到中國的本土產物售量

減低，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同時，生產業為中國帶來農民

工的問題，因為農民到城市工作，但又因戶籍及低教育水

平而得不到應有的權利，這亦是中國本土內的一大問題。

生產時所排放的污染，嚴重地打擊著中國，令中國的空氣

污染指數，水污染指數不斷上升，引起沙塵，酸雨等情況，

對人民生活造成困難。 

 

綜合以上而言，中國在參於與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受損是多

於得益。因為全球化的貿易為中國本土帶來了更多問題，

所失去的比自由貿易所賺的更為多。 

 

我同意中國在全球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得益多於受

損。 

 

首先，中國土地大，人口多，自然是各國要刺激自

己經濟的重要地方之一。因為這樣，所以各國都希望與

中國有更緊密的經濟合作，建立良好的關係。於是各國

都積極與中國進行貿易，中國便能從中獲利。 

 

第二，中國自實行開放政策後，吸引大量外國資金。

自開始政策後，各國更願意與中國合作，亦有更大的信

心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於是中國的經濟便隨此原因逐

步穩定上升，之後變得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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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4) 低二(3) 低三(2) 

我並不同意。 

 

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資金和技術，而

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看似損失很多如部

分貨品協商免稅，使收入減少，得到很多不公平的現象如

徵收反傾銷售。但在對外開放的政策下，加入了這些經濟

組織，令中國得到外國的投資，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完

善的管理系統，帶來了商機，使中國的就業率上升，因為

外國商人會注資中國，在中國設立廠房，帶動工業發展，

使國人生產總值上升，增加中國政府的收入。從而提升國

民的生活水和人民質素。 

 

而在中國加入這些經濟組織後，經濟的增長更是有目

共睹。中國在 2008 年國內生產總值是 18.3 億美元，超過

了美國的生產總值。世界工廠的美譽並不是虛名，在日後

的發展會令中國得到很多的好處。帶來的技術使人民得到

新的技能可有利經濟轉型至「高知識經濟」工業亦即是服

務業，金融業。 

 

這些都有利中國日後的發展，所以我認為在這過程中

是得益多於損失，對中國長遠的經濟發展來說可說是明智

的選擇。 

 

我同意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益多於損。 

 

中國的發展潛力很大，令全世界都很妒忌。全世界的

國家都在使用中國生產的東西，中國的產品未必很有質素

保證，但確實大家都需要中國製造的東西。由此可見中國

是有一定的市場，在國際上一定的地位。貿易自由化令中

國產品更可穿越在世界各地，大有發展空間。 

 

我同意中國在參與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得益多

於受損。 

 

因為中國人口多物品供應量大和需求也多，在貿易

的過程中明顯較得益。]因國內生產總值多，對內對外供

求也很多，而帶動了整個經濟體系發展的速度與過程也

不斷加快。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這証明這個策略

中國的貿易也得益良多，在貿易協定也對部份貨品協商

免稅的情況下而不斷擴大要求達至全面的目標種種協定

都是有利於中國的貿易經濟實體，限制少而得益多，在

中國參與的過程中必定有所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