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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的話科主任的話科主任的話科主任的話 

高中經濟科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六個選修科目之一。很多同學誤

解了修讀經濟科是學習投資或營商的入門，甚或學習投資賺錢的捷徑。其實經濟

學幫助學生認識影響人們日常生活， 特別是跟消費者和生產者相關的原理和原

因， 並提供重要的角度， 幫助學生全面掌握社會及國家的當前議題， 明白不

同區域及國家之間相互倚存的關係。因此， 學生修讀與時代發展緊密聯繫的經

濟科， 可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 

 

修讀經濟科有助學生發展「學會學習」的能力，培養批判性思考、分析能力與決

策能力，進而獲得全人發展，成為終身學習者及負責任的公民。學生學習經濟學

的分析方法， 有助發展邏輯思維， 將理論和概念應用到現實世界中， 培養出

解決問題能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 從而發展成不同知識領域的終身學習者， 並

為將來在知識型社會中生活作好準備。此外， 學生還學習運用不同的工具和 

技巧， 就與經濟有關的意念和議題有效地與人溝通和討論。 

 

本科非常認同教育改革提倡「學會學習」的理念。經濟金融體系瞬息萬變，修讀

經濟科需要的不單是知識，更需要學習知識、分析世事的能力。故本科亦常在課

堂與同學以時事作討論，要求以經濟角度出發分析時事。從中除培養同學們的能

力外，更建立了他們對本科的濃厚興趣。 

 

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    

高中經濟課程的架構和內容是以2003 年實施的經濟(中四至中五)課程為基 

礎，適當地重組課題，並加強課程的深廣度。 

 

課程分必修及選修兩部分。必修部分包括微觀經濟及宏觀經濟兩大部份，合共十

個單元；而選修部分則設兩個單元，其中一個單元對壟斷作進一步分析，並擴闊

學生在競爭政策方面的知識；另一個單元則利用生產可能曲線對貿易理論作深入

討論，並擴闊學生對經濟增長的認識。本校暫定於高中三開設選修單元(一)的課

題，配合社會討論中的「公平競爭法」，讓同學了解到一個經濟體系的競爭模式

對消費者有何影響。 

 
新高中課程以現行的會考課程為基礎，並於部份單元新增課題，同學可參考下表

比較： 

 

 

 

 

 



 必修部分課題 新高中新增課題 (與會考課程比較) 

1. 基本經濟概念 1. 私有產權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 

2. 交易作為專門化的條件 

3. 實證性的陳述和規範性的陳述的分別 

2. 廠商與生產 廠商目標：利潤極大化的目標 

3. 巿場與價格 1. 消費者盈餘及生產者盈餘 

2. 價格的功能 

4. 競爭與巿場結構  

5. 效率、公平和政府的角色 全個單元為新課題 

6. 經濟表現的量度  

7.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全個單元為新課題 

8. 貨幣與銀行 貨幣需求及貨幣供應 

9. 宏觀經濟問題和政策 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 

10. 國際貿易和金融 貿易障礙：強調對小型開放經濟的影響 

課程編排課程編排課程編排課程編排 

日期 教學課題 / 單元 (課節) 

2009-2010 年度年度年度年度 

  

必修部分 

A   基本經濟概念 

B 廠商與生產  

C 市場與價格 

D 競爭與巿場結構 

2010-2011 年度年度年度年度 

 

必修部分 

E 效率、公平和政府的角色 

F   經濟表現的量度 

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H   貨幣與銀行 

J  國際貿易和金融 

2011-2012 年度年度年度年度 必修部分 

I  宏觀經濟問題和政策 

選修部分 

壟斷定價、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政策 

公開試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試包括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兩部分，簡述如下： 

部份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 25% 1 小時 

 卷二(寫作題) 

第一部分 必修部分 

第二部分 選修單元 (二擇其一) 

60% 2 小時 

*校本評核(SBA) 課業為本評核(時事評論或文章/報告) 15%  

* 2014開始所有學校需程報校本評核分數，並佔全科成績15%。而2014年以

前，學校毋須呈交校本評核分數。公開考試分數佔全科成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