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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 2016-17 年度公民

教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一 )  通過上次會議 (2016 年 6 月 14 日 )紀錄

2. 秘書處並無收到委員就上次會議紀錄提出修訂建議，委員會

通過該次會議紀錄。

(二 )  簡介《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公眾參與文件

(文件 CE 4/2016-17) 

3. 主席歡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策略工作小組主席

譚鳳儀教授、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梁何綺文女士及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公眾參與計劃總監代表周韻芝女士出席公民教育委員會會議，向各

委員簡介《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公眾參與文件。  

(只列席議程

第二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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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譚鳳儀教授先向各委員簡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推廣可持

續使用生物資源，展開公眾參與過程的背景及目的，希望藉是次簡介

收集委員就以下三大範疇的意見 - 

(i) 如何促進消費者作明智的選擇，例如是否為市面的產

品引入環保標籤認證，及鼓勵市民購買可持續產品；  

(ii)  政府、公營機構及商界應如何帶頭推動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例如是否在採購產品時可獲提供稅務優惠或

一些經濟誘因，以促使它們採購可持續產品；及  

(iii)  舉辦教育及宣傳活動，例如是否可舉辦一些較新穎或

另類的活動，令青年人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更熱情

及有更深感受。  

5. 譚鳳儀教授希望各委員於會後填寫放於會議桌上的意見收

集問卷，亦希望各委員向親友呼籲填寫載於《公眾參與文件》第 24 至

30 頁的問卷，並將意見交回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處理。   

6. 周韻芝女士繼而以投影片簡介《公眾參與文件》，並希望各

委員參閱放於會議桌上的宣傳單張及呼籲親友出席餘下兩場由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於黃大仙社區中心及麗閣社

區會堂舉辦的地區討論坊。  

7. 委員就《公眾參與文件》所發表的意見，及譚鳳儀教授的回

應歸納如下 - 

(i)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是次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發

表的《公眾參與文件》所採用的專業名稱略為艱深，

若能用一個較顯淺易明的名稱命題，相信有助向普羅

市民推廣有關訊息。此外，政府可考慮編寫特定的手

機應用程式，及透過社交媒體如製作Facebook專頁或

經由WhatsApp手機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關於此課題的

資訊，相信能更有效地喚起市民的關注及認識。就使

用社交媒體加強推廣的建議，譚鳳儀教授回應，由於

資源所限而未能於是次公眾參與期間編寫相關的手機

應用程式，以助推動公眾討論及收集意見。她認同透

過社交媒體，收集青年人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意

見是一個好的建議。  

(ii)  認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是次進行的公眾參與過程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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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全面及具深度，並且透過舉辦地區討論坊以收集

公眾意見，惟大部份市民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這個

嶄新的概念未必有很深的認識，建議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以試行形式與個別區議會合作，透過區議會的網絡

在地區層面更有效地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引起

更多市民對珍惜地球資源的關注。譚鳳儀教授回應，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樂意加強與區議會及各界的交流，

並將於本年 10 月 18 日出席東區區議會轄下食物、環

境及衛生委員會會議，就是次《公眾參與文件》收集

意見。  

(iii)  建議政府透過學校課程推行公眾教育，將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的課題納入中、小學的課程，自幼培養市民

對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正確觀念。另外，政府亦可

參考早年推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的經驗，以強

制措施或透過立法方式禁止銷售未完全成長或未達一

定體積的海產，以免因漁民過度捕撈或市民不可持續

的消耗而對生態系統帶來不良影響。譚鳳儀教授回

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鼓勵老師於中學通識課程，及

幼稚園透過遊戲方式於課程中加入可持續使用生物資

源的內容。至於防止過度捕撈方面，政府現時除引入

休魚期的措施，亦有禁止拖網捕魚及底層拖網捕魚的

措施，以保育漁業資源及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iv)  建議政府參考韓國就有生態標籤、碳足跡標籤或生態

友好農業認證產品推出綠卡獎勵計劃的概念，與本港

相關企業合作推出類似的計劃，為市民提供誘因以實

踐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另外，環保標籤有助提升市民

認識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概念，及鼓勵他們購買可

持續食品和產品。譚鳳儀教授回應，留意到韓國推出

的綠卡獎勵計劃，以推廣環保消費文化及可持續生活

方式鼓勵國民跟從，具參考價值。譚教授亦分享，外

國有部份超級市場已設有可持續產品專用貨架，方便

消費者選購此類貨品，因此其中一項可考慮的建議，

是政府向商界如超級市場提供一些誘因，以協助市民

成為明智的消費者，選購可持續食品和產品。  

8. 主席多謝譚鳳儀教授、梁何綺文女士及周韻芝女士出席公民

教育委員會會議，並請委員備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推廣可持續使用

生物資源的介紹。  

【譚鳳儀教授、梁何綺文女士及周韻芝女士於此時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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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2017-18 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主題及核心公民價值

(文件 CE 5/2016-17) 

9. 秘書處鍾麗嫺女士以投影片介紹文件時表示，在以往的委員

會會議上，委員認為推廣主題及重點推廣的核心公民價值的推廣周期

不宜太短。而委員會轄下公民價值、企業公民及管理小組於 9 月 22 日

召開會議時，建議應繼續以「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國家」的

主題，及「尊重與包容」、「負責」及「關愛」的核心公民價值作為

委員會較長遠的推廣方向。此外，小組亦建議於 2017-18 年度以「民

心相通、共創未來，同為香港喝采」作為委員會的推廣重點，讓市民

在特區成立 20 周年之際，一同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及認識「一帶一路」

的發展策略及其所帶來的機遇。  

10. 委員就委員會 2017-18 年度採納的推廣方向及推廣重點所發

表的意見，及秘書處的回應歸納如下 - 

(i) 就文件附件所列建議繼續採用「愛自己˙愛家人˙愛

香港˙愛國家」的推廣主題內容，有委員建議委員會

可考慮優化推廣主題中「愛香港」一項的內容，以便

能更具體地說明培養市民良好公民品格及擴闊視野的

目標，令此部份的內容更能緊扣及呼應推廣主題其餘

部份的內容。秘書處回應，有關建議與委員會推廣的

「尊重與包容」、「負責」及「關愛」等核心公民價

值相吻合，並備悉有關建議，委員會日後的宣傳工作

會繼續朝此方向邁進。  

(ii)  關於委員會於 2017-18 年度繼續鼓勵市民認識「一帶

一路」的發展策略，有委員表示市民對「一帶一路」

沿線的部份國家認識尚淺，建議委員會日後的推廣工

作可考慮從「一帶一路」沿路不同國家在語言、民族

及文化各方面的差異着手，並配合委員會既有推廣「尊

重與包容」、「負責」及「關愛」等核心公民價值的

工作方向，相信能更有效引起市民對有關國家的認識

及關注，並加深對「一帶一路」國策的認識。秘書處

回應，委員會於去年 10 月的會議同意以「民心相通」

作為切入點，推廣「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並於今

年 4 月以試行方式推出的「『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

劃」，希望透過此資助計劃鼓勵本地青年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青年作深度交流以達致「民心相通」的

目標，正好體現委員會一直推廣的「尊重與包容」核

心公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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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員會通過文件第 3 至 4 段所列建議，並同意於推廣主題加

入培養良好公民品格和擴闊視野的元素。經修訂的推廣主題內容列於

附件。委員會轄下各小組日後在制定來年的工作方向時，將依照會上

通過的推廣主題、核心公民價值及推廣重點推展及落實執行細節。  

 

 

(四 )  公民教育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件 CE 6/2016-17)  

 

 

12. 公民價值、企業公民及管理小組召集人樓家強先生報告小組

的工作進度，包括與廉政公署合辦的「廉政互動劇場 2016-17」、與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的第七屆「香港企業公民計劃」，及公民教育資

源中心的運作。  

 

13. 委員得悉有 1 位「公民大使」完成 290 小時及另外 9 位完成

超過 40 小時推廣公民教育活動的義務工作，並欲了解這批「公民大使」

除分別獲頒金章及銀章證書，會否獲其他獎勵。秘書處回應，委員會

早前已通知提名這批「公民大使」的有關學校其學生的參與義務工作

的情況，以作鼓勵。此外，表現卓越的「公民大使」會獲提名參加「民

政事務局局長青年嘉許計劃」。  

 

14. 宣傳小組召集人李騰駿先生報告小組的工作進度，包括委聘

專業公司統籌委員會所舉辦的活動和協助宣傳工作、 2016 年公民教育

展覽，及定期出版委員會刋物。  

 

15. 研發及社區參與小組召集人葉振都先生報告小組的各項工

作進度，包括 2017-18 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和「十八區公

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籌備工作、「『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的

審批結果，及個別獲資助團體已舉辦的「一帶一路」交流活動和相關

配套活動的最新情況。  

 

16. 國民教育小組召集人何少平先生報告小組的工作進度，包括

委聘製作公司製作新一輯國歌宣傳片、推廣《基本法》活動、與香港

電台聯合製作的全新一輯國情教育電視節目「文化長河 -大地行」，及

透過委員會出版的刋物、網頁及社交媒體推廣國民教育工作。  

 

 

(五 )  其他事項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15 分結束。下次會議將於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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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1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正舉行，地點為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

青年廣場 8 樓會議室。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6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