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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30+》：全港發展策略的三大元素

今日香港
能源科技與環境

今日香港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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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單元可以作為主線

• 主題1：生活素質

–香港居民對不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
甚麼不同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
被視為最急切的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
的決定？為甚麼？

–不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
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
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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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與提升生活素質有甚麼關
係？可以怎樣提升？估計成效如何？



全球化、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為副線

• 全球化單元

–世界各地的人怎樣回應全球化？為甚麼？

• 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境和
能源的使用？

–社會各界、政府及國際組織，可以為可持續
發展的未來作甚麼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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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提及哪些與香港有關的全
球化趨勢？香港可以怎樣回應？

《2030+》如何從可持續發展
的方向規劃香港的願景？



具體探究議題舉隅

• 怎樣令香港成為更宜居的城市？

• 處於全球化年代，香港需要具備甚麼條件
才可迎接挑戰和掌握機遇？

• 香港現時及未來怎樣走可持續發展的道路，
令全體市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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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提供了有用的背景資料及探究角度



怎樣令香港成為更宜居的城市？

• 香港發展成為更宜居城市的前提

–宜居的高密度城市

• 從不同角度考慮：

–經濟、文化、社會、環境……

• 具體的策略方針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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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

• 從這些全球趨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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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

• 清楚香港的定位：「亞洲的國際都會」

• 探究怎樣將以下挑戰轉為機遇：
– 環球及區域經濟競爭激烈
– 應對氣候變化
– 人口增長及漸趨老化，勞動力下降
– 居所與職位地點分佈失衡、職業技能種類有限
– 提升宜居度
– 應付土地需求
– 大量樓宇老化
– 提供新的運輸及其他基建
– 創新科技及善用教育以提升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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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 總規劃目標：「倡導可持續發展，以滿足
香港現時及未來的社會、環境及經濟需要
和訴求。」

• 具體推動方向和策略：

–長遠土地需求

–運輸基建的配套

–創造及提升環境容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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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傑老師的教學設計



其他可考慮的探究方向

• 《2030+》的規劃願景與學生生涯
規劃的關係。

• 從《2030+》的公眾諮詢情況看市
民的社會政治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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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運疆老師的教學設計



總 結

• 《2030+》所提及的香港規劃願景與通
識教育科課程相關，可配合多個單元，
尤其是今日香港單元的學與教。

• 提供具體的推行策略方針及措施，並有
豐富照片、地圖及數據可供課堂討論及
分析之用，鞏固學生的知識基礎。

11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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