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課程通識教育科教學資源  保護瀕危物種 

1 

 

 

相關概念示意圖

課究問題

教學材料

野生動植物資海

野生動植物貿易

《瀰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陸生動物

海洋動物

林業

醫療及芳香植物

教學活動

參考資料



新高中課程通識教育科教學資源  保護瀕危物種 

2 

自相關概念示意圖

所牽涉或反映的相闖概念及其相互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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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示意回 日 下一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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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問題

切合謀種需要的探究開題例子

「

L 

C 現代社會發展及生活模式如何導歡動植物種激危?現時的趨勢如何?

C 動植物種瀕危對生態平衡及人類的生活素質有何影響?

C 科學與科校可以如何幫助保誰瀕危物種?

c 瀕危物種貿易為各國帶來的利益是否平衡?

C 跨國瀕危動植物種貿易規條如何制訂單口實施?

C 社會大眾和不同的團體對保語和利用瀕危物種有何想法?政府怎樣平衡?

C 中國經濟增長及社會發展對瀕危物種保護有甚麼挑戰和機遇?

C 香港亦擁有豐富的腎生動植物資源。香港在保誰瀕危物種可扮演甚麼角色?市民

文可如何幫助保護瀕危物種?

可

J 

*教學資源，包含了下列與《通譏教育科: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弓|用) ( (指弓1) )中目闋的單

元、主題及探討問題:

單元、主題 《指弓1) 中的探討問題 見於《指弓1) 頁數

單元三
。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 C 第27 頁

現代中國
展和環境保育在何等程度上是可行的?當中有甚

麼挑戰和機遇?

。 全球化有甚麼特微和發展趨勢? C 第32 頁

單元四全球化 。 全球化~各國帶來利益抑或只是有利於已發展國 C 第32 頁
家或者是國際性資金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

。 科學與科校可以如何配合可持續發展?有何限 C 第41 頁
單元六 制?

C 第41 頁
能源科技與環境

。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境和能源 C 第41 頁

主題2 環境與可
的使用?

持續發展 。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

展的未來作甚麼回應?

...上一頁 探究問題 日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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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植物資源

根綠世界自然保發聯盟的資料，現時全球已記錄的動植物種接

近190萬。然而隨著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每年陸續不斷地發現新

的生物品種，很撤不同的估算，全球的動植物種總數可能高達

500萬至3 ， 000萬種。現時這些動植物的分佈並不平均，大多

數的物種都集中在某些合適的生境地當中。有研究指出，現時

孕育著全球50.1 %地方特有維管束植物及77%的陸生脊椎動物

的34個生物多樣性熱點就只佔全球隆地面積的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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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全球生物多樣性正面對各種嚴峻的威脅，外來物種、氣候總

愛、環境污染、生境地總愛及過度開發利用，正不斷減少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空間。雖然物種

滅絕是物競天擇，自然演化過程的一部分，但近年物種滅絕的速度正大幅加摩1)(資料 1) 。

資科1)過去、現在興未來物種滅絕速率此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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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物種哺乳類 哺乳類鳥類兩棲類 所有物種

來海: MiII9I1nium E∞system Assessment 

個上一頁 野生動擅物資源 曰曰曰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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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野生動植物資源

根線世界自然保龍聯盟的紅皮書報告，在2007年全球圳，000多種安評估的物種當中，受絕

種威脅的就多遠的，000多種。在過去500年，人類的活動已令844種物種走上絕種之路。而

且有報告把全球超過3 ， 000多種陸金、淡水及海洋脊椎動物的研究數據結集，綜合結果顯示

野生生物數目在過去數十年間正一直持續減少(資料 2) 。與遠古時代的化石記錄 þ(;較， J見時

物種的絕種速度就此自然過程發生的速度高出近1 ， 000倍。如果環境繼續惡化，預計未來物

種滅絕的速度將會是現時的10 倍。

賀科 2) 全球陸生、淡水及海洋脊椎動物簇群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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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海;叭Iorld Wíde Fund for Nature and UNEP 
叭的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圖上一頁 野生動擅物資源 日日日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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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野生動植物資源

思考間題

. l.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那些方面會接觸到野生動植物?牠 @
們與人類的關係如何?

2. 物競天擇自古以來恆常有之，人類近年對問題的關注是對

自然環境態度改變還是問題已達燃眉之急?

3. 現時社會投放的資源並不足夠拯救所有瀕危物種，我們該

如何快速資源投放的優次?該先拯救罵人熟識喜愛的大型

動物還是另有準頁。?

4. 中國對野生物資源的需求龐大而且正不斷增加，試探討其

原因並建議如何確保可持續利用野生物資源。

。@

。國上一頁 野生動擅物資源 曰曰曰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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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野生動植物貿易

人類自遠古以來一直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提供我們每天的生活所需。從食

物、衣服、藥物及木材一直發展至各種的加工製晶。在很多地方，除了傳

統的家庭小規模利用外，野生動植物貿易亦是不少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

現時國際間進行的野生動植物貿易每年估計價值高達3 ， 000億美元，主要

來自漁業及林業，其他林林總總涉及貿易的貨品自治生動植物至各式各樣

的動植物衍生製晶。貿易參與者亦覆蓋來自貧窮地區的漁農作業者以至富

庶大圓的跨國企業。

#量資料顯示全球人口在過去數十年正一直平穩上升(資料 3) ，在2008年統計的數字達67 億。

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不單增加對生態系統的干擾，亦連帶增加對動植物資源的需求。龐大的

需求令不少動植物種價格上漲，一些動植物因擁有高度商業價值而被大量開發，加上其他因

素如生境地被敵蟻，令牠們群體大幅減少至瀕臨絕種邊緣。而男一些物種雖未瀕危絕種，但

可持續貿易協議是保障這些生物資源未來繼續在野外存活的關鍵。

資科3) 全球人口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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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頁，野生動擅物貿易 曰曰個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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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野生動植物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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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間題

• • 
1.隨著人口持續上升，動植物資源的利用將更見繁張，我們

的生活方式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2. 野生動植物是某些地區僅有的資源，阻止他們開發是否合

E里?

3. 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利益大多流入外地商家手中，損失野生

動植物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大多只能從中獲得微利。這

種全球化發展下的貿易是否只有利於已發展國家?

。@

...上一頁 野生動擅物貿易 曰曰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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