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義琨

卷 一

考生的整體表現良好。 全卷共四十題， 考生 的平均分為25。 下列題目值得特別留意。

第 12題 在下列 哪種情況下 ，物品 X 的價格下跌會令物品 Y 的價格下跌？

(I)物 品X及物 品Y是替 代品 。
(2)物品X及物品Y是輔助品 。
(3)物品X及物品Y屬競爭性供 應 。
(4)物品X及物 品Y屬聯合 供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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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5%) 
(10%) 

(51%) 

這迢題目旨在考核其物品價格的外生轉變對相關物品的市場的影響。 很多考生未能利用替代

品、輔助品、競爭供應和聯合供應的概念去推斷對相關物品的供應／需求的影響。

第17 題 香港電力行業的 市 場結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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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頭壟斷 ， 因為市場上有 兩 間具 支配力的公司 。
寡頭壟斷 ， 因為各公司的訂價策略互相影 響 。
壟斷 ， 因為各公司可提高價格而不會流失顧客 。
壟斷 ， 因為在任何地 區 只 有 一間電力公司提供電力 。

第21題

(37%) 

(7%) 

(16%) 

(40%) 

這這題目旨在測試在香港經濟運用市場結構的知識。 多數考生未能了解雖然香港有兩間具支配

力的電力公司，他們的市場是分隔的。 在任何地區只有一間電力供應商。

F列哪項並不包 括在香港該年度的 海 外要 素 淨收 人的 計 算之中？

*A.

D. 

一位日本教師在香港某語文學校工作一年所得的
收 人 。

B. 一位香港居民在加拿大擁有地產 物業所賺取的租
金收人。

C. 一位印度顧問為香港機場管理局工 作三個月所得
的薪 金 。

一位美國 居民持有香港股票所賺取 的股 息 。

(22%) 

(13%) 

(28%) 

(37%) 

在這有關國民收人會計的題目，考生應多加留意哪些項目包括 或排除在海外要素收人淨值的計算

中。 很多考生未能了解薪金、租金收人及股息屬生產要素的回報。 在本港工作滿一年的外國人

被視為本地居民，故此他的（要素）收人不計人海外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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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題 下列哪項是包 括在貨 幣 供 應 定義二之內？

(I) 持牌銀行持有的 法定 貨 幣 。
(2) 存於持牌銀行的 活期存款 。

(3) 存於有限 制牌昭銀 行的 定期存款。
(4) 持牌銀行發出而由非銀行的公 眾人士持有的可轉讓存款證 。

A. 只有(2)、(3)
*B. 只有(2)、(4)
C. 只 有(I)、(2)、(4)
D. 只有(I)、(3)、(4)

(10%) 
(41%) 
(43%) 

(6%) 

很多考生混淆了貨幣基礎和貨幣供應的分別。 不少考生將持牌銀行持有的法定貨幣包括在貨幣

供應中。 公眾流通的現金是丨貨幣供應 」 中的一項，而持牌銀行所持的現金應屬 「 貨幣基礎」 。

第28題 在下列哪種情況下 ，中 國正採取擴張 性貨幣 政 策？

(I) 財政部向農民提供現金補貼 。
(2) 中 國人民銀行調低所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即法定備比

率） 。
(3) 中 國 銀行減低對中 小企業的借貸利 率。

A. 只冇(I)
*B. 只有(2)
C. 只有(3)
D. (I)、(2)及(3)

(9%) 
(43%) 
(6%) 

(42%) 

在這有關中國如何進行貨幣擴張的題目，很多考生誤將任何政府引致國民產出上升的行動當作擴

張性貨幣政策。 他們須「解，只冇中央銀行運用其工具令貨幣供應增加及／或利率下降，其目

標為增加國民產出才可視為擴張性貨幣政策（但不是必然有效） 。 行動(1)及(3)不能被

視為貨幣政策。 行動(1)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例子，而行動(3)並不是政府的政策（已知中

國銀行不是中國的中央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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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虢

1 

2(a) 

2(b) 

3(a) 

3(b) 

4(a) 

4(b) 

I , ,,,..._.��=…�-'一,·一.,一

5(a) 

5(b) 

6(a) 

6(b) 

7(a) 

整醴表琨

優異。 大部分考生提供丨：佳的理由，而部分更引用相關的生活實例加以說明。 在

解釋市場資訊沒有完全流通時，一些考生未能闡述其答案，又或未能聯繫到題目

的個案作答。

良好。 大部分考生紕提供準確的私有產權的定義。 可是，部分考生漏寫了重要

字詞 「 專屬／獨享尸

尚可。 大部分考生蘢拒出價格轉變和需求轉變的關係，但部分考生沒有解釋為

何房屋的需求卜·降， 亦冇部分考生誤將他們分析的重點放在沒冇轉售限制的房

屋上，而未能考／蔥刊冇限制的房陸 。

良好。 部分考生忽略［屯要的字訶「預期 j

欠佳 。 這道題目的寸［點在於通縮是否冇預期之內 。 大部分考生提出模糊不清的

論點，混淆了預期（巾前的）和實際（半後的）利率 。

良好。 大部分考生能提亻;t邏輯清晰的良好理由 。 部分考生未能說明 財富在財富

效應中的角色：他們木魮解釋為甚麼價格水平［：升會透過財富下降令消費下降。
. .. 

良好。 大部分考生提供消楚和完整的分析（包括文字和圖表）。 部分考生未能

顯示長期的調整涉及短則纊亻共應曲線向右移動。 有其他考生誤將勞力超額需求

和產出低於全民就業水弔掛鈎。

優異。 只有小部分考生木能以W確的單位寫出答案 。

尚可。 部分考生沒有將交通翡用包括在機會成本來計算。 他們反而只利用貿易

且率回答題目，故未能推論,E確答案。
--· 一_,.__ 

尚11J。 下列是考生常犯的錯誤：

7 謨將資本流動（不論是流人或沇出）包括在往來帳差額的計算中。

- Ji; 淆［國際收支平衡帳和往來111u産額的計算。

－ 木玭清楚寫出量度的單位。
-

欠什， 大部分的考生誤將外匯及儲備資產在貸方的$10百萬元當成儲備增加 。 他

們木能顯示對國際收支赤字引致外匯流出的理解 。

尚可 大部分的考生利用表 一所提供的資料解釋職業間收入不均的分別。 一些

？訂l丿，1'1'」錯誤包括：

:; 忽略（車要字詞 「 職業」
， 而比較不同年份的收入不均的情況。

只討淪堅尼系數的意思而沒有具W回應題旨。

／比肴f收人不均和收入不穩定這即個概念。
-�·-"一，.,....... ___ , __ ,_.,.. ...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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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b) 

8
 

蹩醴表現

欠佳 。 這道較難的題目要求考生詮釋數個表格的資料。表－及表三的資料摘錄

自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的結果，而表二的資料摘錄自香港统計數字一覽

(2012) 。 儘管上述兩個來源所摘錄的統計數字的資料範圍和行業分類有分別，

這題目旨在考核考生對 「 收入不均 」 這概念的屎入訒識，並從簡化的資料推斷出

香港收入不均愈趨嚴重的可能原因。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指出收入不均的膺兄變得

嚴重 ， 他們未能好好運用已有的資料加以解釋。 一些考生誤將不同行業的就業

分佈百分比常成行業的就業人口，故此誤將某行業數值的上升當作該行業（就業）

人口上升。

尚可 。 大部分的考生能對該政策能否達到目標作良好的評價。 一些常犯的錯誤

如下：

－ 未能以正確的論點申明立場，或是只寫出 「 是」 或「否 」 而不加解釋 。

－ 答案的組纖混亂，自相矛盾。

－ 未能評價題目中的方案，而提供其他解決方案。

－ 誤以為稅率的上升必然會令稅項收人上升，而沒有 考慮稅率上升對收入 和消

費的抑制作用。

－ 混禹了應課稅收入及可用收入這兩個概念。

Z,鄧

題號 整醴表現

9(a) 優異。 人部分考生紕利用清楚標示的圖加以說明。

9(b) 優異 。 大部分考生提供七伴的理由解釋為什麼該車程不是免費物品。 有小部分

考生誤將使用車票的成本當作生產該車程的成本。

9(c) 良好。 部分考生未能運用時間成本的概念加以闡釋。

lO(a) 優異 。

lO(b)(i) 良好 。 小部分考生忽略了重要字詞［從餐廳擁冇人的角度 I , 而提供無關題旨的

笨亡3 不安。
... 

lO(b)(i1) 滿巻 。 部分考生未能由經理的角度分析問題 1刀［他考生木能了解花紅可增加

經珅的工作意慾，令餐廳的利潤增加。

lO(c) 欠佳 。 雖然大部分考生能運用供需圖說明價格F限和工人的盈餘 ， 但是只有小

部分考生能正確解釋需求和供應相應的轉變令「價格下限中的短缺 」 出現。 以

下是常見的錯誤：

誤把最低工資當作價格上限。

錯誤配置有效最低工資：工資定在市場均衡工資之下令勞力短缺產生。

誤將失業當作勞力短缺。

題鹽 整膿表琨

11 (a) 尚可。 大部分考生能指出，該計劃是對工人的一項補貼，以減輕其交通費用的

負擔，而且該津貼令求職者求職的意慾較大。 部分考生未能清楚指出他們的答

案與哪個目標有關，答案令人混淆。 又有其他考生忽略了 「 持續 」
一詞或是誤

以為計劃會增加工作意慾。

ll(b)(i) 滿意。 雖然大多數考生能對勞力流動性提供上佳分析，部分未能清楚指出他們

的答案屬哪種流動性（地域或職業） 。 一些考生混淆了兩種流動性，致使答案

和說明並不相符。

ll(b)(ii) 滿意。 大多數考生能指出部分低收入的住戶能因該計劃獲益。 在闡述其答案

時，部分能力較佳的考生能分辨 「 收人均等 」 和1機會均等 」 這兩個概念。 但

是一 個常見的問題是考生過分著重貧窮人士的討論，未能指出該政策會如何影響

富有人士。

ll(b)(iii) 欠佳。 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指出更多工人會外出尋找工作，他們未能詳細分析政

策可能對失業人數和勞動人口造成的影響。 常見的錯誤包括：

－ 沒有運用失業率的公式。

－ 混淆了 「 勞力供應 」 和 「 勞動人口 」 這兩個概念。

－ 錯誤假設尋找工作的人必然會找到工作。

－ 過分強調計劃對失業人數的影響，而忽略了可能對勞動人口造成的影響。

12(a) 良好。 小數考生不了解貨幣基礎的概念，一些考生以錯誤的單位作答 。

12(b) 優異。 一些考生不小心地以貨幣供應的轉變作答案，而非新的貨幣供應水平。

12(c) 滿意 。 大部分考生能劃出標示明確的圖，並清楚解釋這種收縮性貨幣政策所帶

來的影響。

卜列是常見的錯誤：

～ 誤以為貨幣供應轉變會直接影響可用收人。

－ 諜將貨幣供應下降當成短期總供應下降 。

－ 誤將繶供需圖的縱軸標示為貨幣或價格而非價格水平。

－ 沒冇按步分析貨幣供應會如何影響緤需求（例如：漏了貨幣供應下降會令利率

丨：升的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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