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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72分）  

一、單選題（占 60分）  

說明：第1題至第30題，每題2分。 

1. 史書描寫臺灣史上某場會議：長老全部出席，在花園的長桌入座後，最高長官和

評議員高坐在石造亭子裡，俯瞰長桌。長官先致歡迎詞，讚揚長老們的與會，

隨後進行各項事務，包括任命新任長老並頒授藤杖，說明學校修業、村落繳付

年貢等事宜。這場會議應是：  

(A)荷蘭時期的地方會議  (B)鄭氏時期的長老會議  

(C)清領時期的部落會議  (D)日治時期街庄協議會  

2.  朝鮮大臣謂：「自臣出生起，只聞天下有大明天子。胡虜欲將吾國習俗野蠻化，

欲使吾等臣服，自立為天子，實屬貽笑大方之舉。吾國以禮義聞名……」文中

「胡虜」是指：  

(A)滿洲人  (B)越南人  (C)日本人  (D)琉球人  

3.  飲食史學者指出：許多文化會賦予其主食以神聖意義。在美洲，只要是種玉米之處，

當地人會崇拜玉米，視為神聖食品，阿茲特克婦女即須作完贖罪儀式後才敢吃玉米。

十六世紀基督教傳入後，美洲人不能再崇拜玉米，小麥就成為神的食物。這種轉變

最可能的原因是：  

(A)小麥的價格較高，故比原本的玉米更神聖  

(B)基督教是征服者信仰，小麥是征服者主食  

(C)小麥是舶來的食物，具異國風味與神秘性  

(D)哥倫布大交換後，小麥成為全世界的主食  

4.  同學整理中國史，發現某時期有三個連續王朝，統治者雖來自不同世族，但相互

聯姻，關係密切。學者指出：這只是政權在同一「集團」不同世族間的易手換位

而已。三個王朝最可能是：  

(A)東晉、宋、齊  (B)北周、隋、唐  

(C)北宋、遼、金  (D)蒙元、明、清  

5.  十九世紀，歐洲人開始從金雞納樹的樹皮煉製奎寧來治療瘧疾，並在印尼開闢

種植園，掌握此一重要原料。二十世紀初，臺灣總督府引進金雞納樹，在1930年代

大量生產奎寧，視為戰備物資。總督府生產奎寧最主要的背景是：  

(A)奎寧具商業價值，可以增加財源  

(B)促進臺灣的醫學發展與人才培育  

(C)臺灣發生嚴重的疫情，需求孔急  

(D)發展臺灣製藥業，準備前進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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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 1是依據二十世紀某一時期四川省官方資料繪製的人口死亡率變化圖。圖中縱軸

為死亡率（%），橫軸為年份。從圖中甲年到戊年的變化判斷，這種情況主要是

發生在：（依當時官方推估，死亡率  

正常值是 1%）  

(A)1941至 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  

(B)1946至 1950年，國共內戰前後  

(C)1957至 1961年，中共大躍進期間  

(D)1969至 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  

 

 

 

7.  日本防衛廳保存一份文件，標明〈金門島攻略作戰〉，內容報告日本海軍攻占

金門島的情況。軍事行動中，海軍巡洋艦先炮轟金門，繼由陸戰隊登陸，未遇到

太多抵抗。軍事行動三天即告結束，許多金門民眾撤往福建南安一帶避難。有關

這一軍事行動，下列何者符合史實？  

(A)1895年，日本接收臺灣後，攻占金門以鞏固臺灣之防衛  

(B)1900年，日本藉八國聯軍，占領金門確保其在福建利益  

(C)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繼續攻占金門以相呼應  

(D)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攻占金門作為進取廈門跳板  

8.  光緒年間出版的《新增華英通語》序言說：各國語言文字雖有不同，但主要口岸

皆可通行英文。《華英通語》問世已久，可惜舊本錯誤頗多。本書將譯本分門別類，

並作增改。譯音以□□方言為本，閱者一目了然，誠為華英通商之秘笈。文中

□□最可能是哪裡？  

(A)廣東  (B)福建  (C)浙江  (D)山東  

9.  西元前六世紀，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受米利都學派影響，認為物質性元素是

萬物本源。他主張：萬物皆由「火」構成，經由膨脹或收縮，最後又在火中化解。

事物既對立又統一，並像河流一般流動不停，又如一條起伏不平之路。世界的

發展亦同此理。然而，一切過程都是命運所致。我們應如何理解赫拉克利特學說？  

(A)認為宇宙零亂如一盤散沙，萬物間毫無關聯  

(B)相信人的理性和自主性，可克服冥冥的宿命  

(C)宇宙和萬物是睿智的上帝在一次創造中形成  

(D)突破神話傳說，從物質觀點來解釋宇宙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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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宋時期，從宋朝本土到遼國、西夏、金國，從朝鮮、日本、安南到南洋諸國，

從印度、波斯灣到非洲東岸，都發現宋朝銅錢。宋人云：「錢本中國寶貨，今乃

與四夷共用。」當時遼、西夏、金、朝鮮、日本諸國都有宋錢，最主要原因是：  

(A)宋國力強大是各國的宗主國  (B)宋代外貿興盛銅錢流通各國  

(C)上述各國並未發行本國貨幣  (D)各國政府規定只能使用宋錢  

11. 某一時期，政府對如何治理華北出現兩派意見：  

甲派主張：「漢人對國家無任何益處，應該將其趕走或殺掉，空出土地成為放牧

之地。」  

乙派則說：「應妥善保留漢人原有生產方式，定好徵稅方法。中原的土地稅、商稅、

酒、醋、鹽、鐵、山澤等稅收，每年可得銀五十萬兩、絲絹八萬疋、

粟米四十萬石。」  

這最可能是何時的討論？判斷時代的依據為何？  

(A)東漢末年／鹽鐵之稅  (B)五胡時期／粟米之租  

(C)宋元之際／放牧之地  (D)明清之交／絲絹之貢  

12.  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派遣一個師團接收臺灣，隨軍帶了超過百名通曉北京官話

的通譯人員，俾與臺灣人溝通。這些通譯最可能以何種方式與臺灣人溝通？  

(A)官話不通行於臺灣民間，但能以漢文筆談  

(B)臺灣方言保留了中原古音，可以口語溝通   

(C)臺灣民間識字率太低，只能夠以口語溝通  

(D)臺灣教育普及，多數人可直接用官話溝通  

13.  2023年 4月，埃及考古隊在紅海西岸古港口城市貝雷尼斯一座古廟，發現一尊雕像，

如圖 2。雕像高 71公分，身體右半部已毀壞，頭頂有肉髻，

頭背後光環照耀，側面刻有蓮花。根據學者考證，這是

羅馬帝國時期文物。我們應如何解讀此一考古發現的

歷史意義？  

(A)這是雅典娜像，顯示希臘文化對羅馬的影響  

(B)這是聖母像，説明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昌盛  

(C)這是佛像，證明羅馬帝國與印度的貿易活絡  

(D)這是觀音菩薩，證明羅馬與中國有文化交流  

 

 

14.  一位西方學者認為：伊斯蘭教自創始之初即承認某些社會不平等，並在聖典中認可。

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湧現一連串社會和宗教運動，試圖推翻存在身分高貴與低賤、

富有與貧窮、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之間的藩籬，以其違背伊斯蘭教四海之內皆兄弟

的精神。但仍有一些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不曾受到上述運動的質疑，這包括：  

(A)白人與黑人  (B)男人與女人  (C)軍人與平民  (D)農人與商人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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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位美洲政治運動領袖説：「我們既非印地安人，亦非歐洲人，但有兩種血統。

數百年來，美洲半球的居民純處在被動地位。……我們從來沒人當上總督，……

幾乎沒有人當過大主教，從未有人當外交官，從軍只能充當部屬。」這最可能是

哪項政治運動的訴求？  

(A)美國獨立革命  (B)中南美洲獨立  

(C)美國民權運動  (D)古巴共產革命  

16.  人民達到一定年齡向政府申報戶籍，是國家徵集勞役、兵役，要求人民履行政治、

法律責任的基礎。學者發現：秦滅六國期間，申報戶籍的年齡是 16歲；秦帝國

建立後，提高到 18歲；漢帝國初年，又提高到 20歲。這個趨勢最可能反映：  

(A)整體人口數量的減少  (B)秦漢家庭規模的變化  

(C)政治控制程度的鬆動  (D)軍事動員需求的降低  

17.  學者研究顯示：明清時期，帝國邊區痘疹（天花）的流行不如內地嚴重；清初以後，

種痘防疫之法為人所知，首先在南方地區獲得顯著推廣。據此可推測，影響痘疹

流行的主要因素可能在：  

(A)人口聚集的疏密  (B)人種體質的不同  

(C)飲食內容的差別  (D)風俗習慣的殊異  

18.  史學發展過程中，史家關切對象會隨著社會的變遷及其他學科的發展而改變，

帶來研究趨勢的「轉向」。下列四種群體：甲、女性；乙、帝王將相；丙、少數

族裔；丁、資產階級，受到史家關切的時間順序最可能是：  

(A)甲、乙、丙、丁  (B)乙、丁、甲、丙  

(C)乙、甲、丁、丙  (D)丁、乙、甲、丙  

19.  某國軍隊的組成多元，士兵有挪威裔、捷克裔、義大利裔、法蘭西裔、奧地利裔、

南斯拉夫裔等等，儘管來自不同族裔，卻具有共同的國家認同。該國軍隊派往

歐洲各地作戰，都可以找到懂得當地語言的士兵擔任翻譯。上述情況最可能出現於： 

(A)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法國軍隊  

(B)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奧匈軍隊  

(C)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軍隊  

(D)冷戰時駐防東歐的蘇聯軍隊  

20.  195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領袖提出訴求：山胞天賦的才能是與平地同胞一樣毫無

遜色的，如能提升其生活環境，施以適當的教育，一切改變都是可能的。……

二十年後受了國家新教育的領導人才，可以掌握山地社會的一切樞紐，接管現在

的本地領袖和輔導人才的責任，特殊行政自可撤除。這位領袖的訴求，最終目標

最可能是：  

(A)原住民族的正名  (B)原住民族升學優待  

(C)還我土地的運動  (D)追求原住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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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31年，嘉農棒球隊進軍日本甲子園，榮獲亞軍。臺灣報紙報導：「臺灣已有好幾次

派出代表隊，但代表隊僅有臺灣的內地人，並不能說是真正的臺灣代表隊。……此次

以臺灣人吳姓投手為首，亦有內地人及高砂族混合的嘉農選手團，……更能成為

真正的臺灣代表隊。」從報導推測，在這之前，代表臺灣到甲子園出賽的棒球隊，

選手組成主要是：  

(A)臺灣原住民  (B)在日臺灣人  (C)在臺日本人  (D)臺灣的漢人  

22.  1916年，聖雄甘地在孟買的印度教大學演講：「在這座偉大的大學……我卻被迫

用外國語向國人演說，實在是令人汗顏和羞辱之事。有人認為傳統語言太貧乏，

無法表達高層思想。……孟買省已經是多種方言和印地語（Hindi，印度官方語言

之一）並用，其間的差異，不會大過英語和印度方言之間的差異。因之，講者若以

印地語發言，聽眾更易理解。」甘地上述呼籲的背景最可能是：  

(A)受到殖民政府壓抑，印度傳統語言逐漸失傳  

(B)印地語與印度方言差異大，無法作溝通工具  

(C)印度社會階級森嚴，階級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D)英國殖民統治下，菁英階層習慣以英語溝通  

23.  1949年，西德邊境古城阿亨的市民，設置一個國際性獎項，每年頒予在政治、

經濟或文化方面，對促進「歐洲統合」有卓越貢獻人士。他們在歐洲史中找一位

歷史人物，認為他是「歐洲統一的象徵」與「西方文化的奠基者」，就以其名字

為獎項命名。這位代表性人物應是：  

(A)加冕為羅馬人皇帝的查理曼  

(B)弘揚人文主義的伊拉斯摩斯  

(C)雄霸歐洲國際政治的路易十四  

(D)譜作名曲〈快樂頌〉的貝多芬  

24.  課堂上，老師提到：1633年伽利略發表《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對話》，

被教廷判為「異端邪說」。他此後遭到軟禁，談論哥白尼的著作也被查禁。

這件事曾被當成十七世紀「宗教與科學」對立的例證，但也有學者反對此一看法，

主張伽利略的定罪是一個複雜的個案。以下哪一事實可作為上述學者觀點的

證據？  

(A)耶穌會士在自然史和數學方面進行重要的新研究  

(B)宗教法庭判定哥白尼學說為錯誤，因其違反聖經  

(C)哲學家布魯諾支持哥白尼學說，被教會處以火刑  

(D)路德教派反對「日心說」，也反對哥白尼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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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為題組  

◎  霧社事件過後，臺灣總督府在 1933 年對受過教育的原住民做了一次對日人與漢人

觀感的調查，數據如表 1（單位：%）：  

 

 

 

 

 

 

25.  從調查結果看，原住民族對漢人的觀感幾乎是「普通」，最可能的解釋是：  

(A)漢人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  

(B)原漢長期融合已難分彼此  

(C)長期隔離致原漢互動較少  

(D)原住民族不願與漢人通婚  

26.  接受調查的原住民半數以上對日人抱「好感」，最主要受哪一因素影響？  

(A)日人強化原住民族的同化教育  

(B)日人大量招待原住民赴日交流  

(C)日人承認原住民族的自治權利  

(D)原漢衝突時日人較支持原住民  

27-28為題組  

◎  以下是兩則清代江蘇地區經濟情況的記載：  

資料一、乾隆《嘉定縣志》（江蘇南部）：「男耕得食，女織得衣，普天所同。

而嘉邑之男以棉花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為務。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終之。

然後貿易錢米，以資食用。」  

資料二、乾隆時江蘇北部山陽縣某知縣說道：「每因公放賑，遍歷蔀屋，從未

見一機具，聽一織聲，始知紡織一事竟未講求。」  

27.  依據資料一，嘉定縣經濟活動特色是：  

(A)典型的傳統「男耕女織」經濟型態  

(B)從鄰縣進口棉花，再織成棉布出售  

(C)婦女以紡織為副業，補貼家庭經濟  

(D)紡織業是農村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  

28.  比較資料一與資料二，可以推論清乾隆時期：  

(A)棉紡織業是蘇南與蘇北的共同產業活動  

(B)蘇北鼓勵種稻取代紡織，而蘇南則相反  

(C)江蘇南北兩個地區的產業型態有所差異  

(D)蘇北經濟發展先進，蘇南經濟發展落後  

  

表 1 

 好感  普通  反感  

對漢人態度  4.30 88.35 7.35 

對日人態度  51.67 48.11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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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為題組  

◎  澳門旅遊景點「大三巴牌坊」原是聖保祿教堂南牆，如圖 3。教堂興建於十七世紀

上半葉，牆上有精美的雕刻，包括中間的聖母像，

拱門的花飾以及天使、噴泉等浮雕。 1835 年，

聖保祿教堂遭遇祝融，僅遺留南牆。大三巴牌坊

現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29.  從大三巴建築形式與裝飾推斷，聖保祿教堂

應屬於：  

(A)希臘式建築  

(B)哥德式建築  

(C)巴洛克風格  

(D)新古典風格  

 

 

30.聖保祿教堂原本是訓練傳教士以及研究東方哲學的機構，最可能是屬於哪個教派？  

(A)聖公會  (B)長老會  (C)東正教  (D)耶穌會  

 

二、多選題（占 12分）  

說明：第31題至第34題，每題3分。 

31.  1948年臺灣省政府公布《化學肥料配銷辦法》實施肥料換穀政策，該制度於1972年

廢止。以下是兩則「肥料換穀」資料：  

資料一、肥料換穀制度施行後，肥料不再以現金交易，農民需以稻穀向糧食局

肥料運銷處換取肥料，稻穀與肥料的相對價格公定。但是公定肥料價格

被高估，而稻米價格被低估。  

資料二、肥料換穀辦法「用肥料定量分配使家家戶戶都有肥料」，可促進糧食生產，

「同時使得軍民有糧並可平衡米價，因此肥料換穀制在當時對安定人民

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後來也用來補貼及鼓勵臺灣本土肥料生產，成為

產業政策一部分。  

根據上述資料及你的歷史知識，我們應如何理解「肥料換穀政策」？  

(A)目的主要是為了徵集糧食支援國共內戰  

(B)有助於稻米生產，掌握糧食與穩定糧價  

(C)使農民負擔一種隱藏稅，損害農民權益  

(D)穩定軍公教人員生活，有助於社會安定  

(E)控制現金的流通，影響到臺灣工業發展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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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者發現：南北朝時期華北地區曾有北齊和北周兩國東西並立，但西部的北周

長安地區（今陝西西安）製作的陶俑式樣，卻經常反映出受到東部的北齊鄴城

地區（今河北邯鄲）陶俑製作風格的影響。這個現象可以說明：  

(A)政權的強弱可左右藝術品味高下  

(B)文化或時尚互動可跨越政治疆界  

(C)匠人與物料流通受國家嚴格管控  

(D)藝術商品消費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E)貿易的往來深受敵對政權的壓抑  

33.  以下是三則法國大革命重要記事：  

資料一、 1789 年 10 月，數千巴黎婦女進軍凡爾賽宮，向國王討麵包，逼迫王室

遷回巴黎。1793 年，一群激進女性成立「革命共和派女性協會」，以護衛

革命。  

資料二、 1789 年 11 月，支持革命的婦女向國民會議遞交請願書，要求制定法律

賦予女性平等權利，但請願書未獲得討論。  

資料三、1790 年 3 月，國民會議廢除嫡長子繼承制，讓婚生子女都可繼承財產；

1792 年 9 月，立法會議制定法律：婚姻是一種民事契約，當事雙方都

有權訴請離婚。  

根據以上資料，可以推論：  

(A)法國婦女參與革命，勇於展現自身的能動性  

(B)國民會議重視女權，女性終於取得平等權利  

(C)法國的兩性差別不明顯，無需立法保護女權  

(D)法國大革命時期，女性的權利意識開始甦醒  

(E)女性雖未取得參政權，但社會地位已有改善  

34.  以下是兩則歐洲中世紀軍事史的資料：  

資料一、十字軍運動期間，穆斯林弓箭手對歐洲騎士造成重大殺傷力。1139 年，

羅馬教廷宣布：「禁止對基督徒使用弓弩這類上帝不齒的致命武器，

違者開除教籍。」然而，歐洲各國無視此一禁令，越來越頻繁在交戰時

動用弓箭武器。  

資料二、 1246 年，奧地利與波希米亞交戰，以步兵弓箭手射落波希米亞騎士。

波希米亞怒責對手竟然靠異教徒戰術取勝：「奧地利高貴的大人可全是

英雄好漢，你們本該像騎士一樣與我們作戰……用刀劍與我們格鬥，

你們竟然以弩箭，射穿我們的鎧甲，讓我們落馬，這樣勝之不武。」  

從歐洲軍事史角度，我們應如何理解這場戰爭？  

(A)奧地利軍隊致勝關鍵在與異教徒合作  

(B)波希米亞軍隊墨守戰爭成規而致失利  

(C)奧地利憑人多勢眾，以數量輾壓對手  

(D)中世紀騎士只有裝飾性，不具戰鬥力  

(E)中世紀後期步兵興起，騎兵漸失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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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混合題或非選擇題（占 28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4 題組，單選題每題 2 分，非選擇題配分標於題末。限在答題卷標示

題號的作答區內作答。 

選擇題與「非選擇題作圖部分」使用 2B 鉛筆作答，更正時以橡皮擦擦拭，切勿

使用修正帶（液）。非選擇題請由左而右橫式書寫，並依題目指示作答。 

35-37為題組  

◎  清代開港通商後，部分通商口岸設有「正口」與「外口」（或子口），海關稅務司

在正口設立辦事處，在外口設立辦事處分部，辦理關稅事務。根據《天津條約》，

「臺灣（今安平）、淡水」設為通商口岸，然而臺灣實際開放了四個港口：正口

臺灣、淡水，外口打狗、雞籠。以下是有關開港設關的三則資料：  

資料一、 1863 年，福建巡撫奏摺：臺灣道、府現在籌辦軍務，郡城交商並協同

經理巡防事宜，臺灣府一口似未能即行開辦。  

資料二、1864 年 11 月，海關總稅務司記錄：1863 年 5 月，在淡水設立辦事處，

同時在雞籠設立辦事處分部；同年稍後，在打狗也設立辦事處。  

資料三、 1864 年，官方公告禁止洋船在鹿耳門海口貿易，貨物一律先到打狗

完税，始能運至臺灣府起卸。但公告後仍有十餘艘洋商船直接在鹿耳門

起卸貨物，更有將貨物由旱路運至打狗。  

回答下列問題：  

35.  根據資料一、臺灣道、府以「現在籌辦軍務」為由，拒絕依約開辦臺灣府為口岸，

奏摺所說「籌辦軍務」應是指：  

(A)林爽文事件  (B)戴潮春事件  (C)羅妹號事件  (D)牡丹社事件  

36.  根據上述資料，打狗既屬「外口」，海關稅務司何以設立「辦事處」以承擔正

口業務？（ 2分， 15字以內）  

37.  1864年，已明令禁止洋商直接在鹿耳門貿易，何以仍有洋船在該港起卸貨物？

請說明兩項原因。（ 4分，各 10字以內）  

38-40為題組  

◎  1930 年代，蔣中正採取「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以因應中國時局。一位中國

現代史專家討論「安內攘外」政策的得失，有如下分析：  

資料一、日本堅持中國應與日本共同防共。因此，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蔣中正

使用的「反共」、「剿匪」這類口號，被看作是迎合日本人。倒過來說，

停止剿共，與蘇聯合作，就意味著共同抗日。民族主義的情緒發展成

對中共的同情。  

資料二、蔣中正「作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他需要民族主義作為統合中國的

工具。但除非他願意抵抗日本，否則，他就無法利用這種工具。不幸的是，

咄咄逼人、具有侵略性的日本，擁有軍事的優勢，蔣不得不避免與日本

開戰。這就造成民眾對他最為痛恨的那股力量的同情」。  

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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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資料一中的「停止剿共，與蘇聯合作，就意味著共同抗日」，最可能是哪一方的

主張？  

(A)國民政府  (B)中共中央  (C)日本軍方  (D)美國政府  

39.  這位史家指出「安內攘外」政策的後果，是「給了共產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

而蔣中正則「陷入為難的處境」。綜合兩則資料的分析：中共取得「有利的位置」

所指為何？（2分，20字以內）蔣中正何以陷入「為難的處境」？（2分，30字以內）  

40.  1936年底，蔣中正被迫妥協，放棄「安內攘外」政策。迫使蔣中正轉向的關鍵

事件為何？（ 2分）  

41-42為題組  

◎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但十八世紀以後淪為落後的窮國。

以下是三則近代早期西班牙經濟史資料：  

資料一、1675 年，一位西班牙人說：「只要我們有錢享受，就讓英格蘭盡力生產

毛料，荷蘭生產麻布，佛羅倫斯生產衣服，西印度生產皮草，米蘭生產

錦緞。這證明一事：所有國家都在為西班牙訓練技工……全世界都服侍她，

她不必服侍任何人。」  

資料二、1690 年，一位駐西班牙外國大使觀察：「今日，西班牙坐擁基督教世界

最多的財富。但他們耽於奢華享受，很少投入各行各業，或到海外經商。

這國家的人自認高人一等，瞧不起下層人的手工業，西班牙的工匠大都

從法國來……他們很快就發了財。」  

資料三、史家指出： 1545 年時，西班牙製造業者已積壓了美洲六年多的商品

訂單。當時，按規定美洲只能進口西班牙製造商的商品，但為滿足客戶

需求與自身獲利，西班牙業者往往轉向外國供應商進貨，再以自己的

名義出口到美洲。  

回答下列問題：  

41.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其財富主要的來源是：  

(A)香料貿易  (B)奴隸買賣  (C)海盜劫掠  (D)美洲金銀  

42.  史家考察近世以來「西班牙的沒落」，指出製造業發展的落後是重要徵象。根據

上述三則資料，舉出兩個導致西班牙製造業發展落後的原因。（ 4分，各 20字以內）  

  

背 面 還 有 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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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為題組  

◎  1945 年前後，美國與蘇聯的分歧日益明顯。閱讀以下三則資料：  

資料一、史家甲：「 1945 年後，蘇聯和美國兩大集團都有安全需求，卻各有不同

詮釋：前者的『安全』意味的是邊境和平；後者則實際影響全球經濟，

對『安全』的要求擴大到商品、財富和人口在全球的流通自由。」  

資料二、史家乙：「大戰後期，盟國領導人各有目標和利益。史達林要求在蘇聯

邊境的國家建立共產政權，以確保蘇聯的安全。羅斯福則堅信：全球的

國際安全和經濟繁榮有賴於在歐洲建立遵行資本主義經濟的民主政治。」 

資料三、 1946 年 3 月，英國邱吉爾發表〈鐵幕〉演講。以下是史達林對他作的

回應：  

「不要忘記，德國是通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入侵

蘇聯。……那麼，蘇聯因渴望確保未來的安全，而致力讓這些國家對蘇聯

忠誠，有什麼好吃驚的呢？怎麼會將蘇聯的和平願望說成是擴張主義呢？」 

回答下列問題：  

43.  有關 1945年前後美國和蘇聯的分歧，三則資料共同強調的是雙方在哪方面的

差異？  

(A)安全需求不同  (B)意識形態對立  

(C)經濟制度落差  (D)領土擴張衝突  

44.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美國的訴求應以何種途徑來達成？（ 2分， 25字以內）  

45.  史達林在蘇聯邊境國家建立共產政權，把東歐關進「鐵幕」。他如何以歷史經驗

為其作為的正當性作辯護？（ 2分， 25字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