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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單 一 選 擇 題  
說明：第 1至 4 9題，每題選出一個最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

擇題答案區」。每題答對得 2分，答錯不倒扣。  

1 .  美 國 總 統 林 肯 因 解 放 黑 奴 而 名 垂 青 史 ， 中 國 歷 史 上 何 人 的 行 政 措 施 也 有 類 似 的 作

為 ？  

(A)劉 邦  (B)王 莽  (C)李 世 民  (D)朱 元 璋  

2 .  有 意 探 究 中 國 醫 藥 知 識 寶 庫 的 人 ， 下 列 那 一 本 書 最 能 滿 足 他 的 需 要 ？  

(A)職 方 外 紀  (B)天 工 開 物  (C)本 草 綱 目  (D)神 武 圖 說  

3 .  不 同 民 族 間 的 文 化 交 流 ， 是 促 進 歷 史 變 遷 的 重 要 動 力 之 一 。 下 列 那 些 人 在 這 方 面 有

貢 獻 ？  

(甲 )管 仲  (乙 )張 騫  (丙 )蘇 武  (丁 )文 成 公 主  (戊 )鄭 和  

(A)甲 乙 丙  (B)甲 丙 丁  (C)甲 丁 戊  (D)乙 丙 戊  (E)乙 丁 戊  

4 .  文 天 祥 ， 進 士 出 身 ， 官 至 右 丞 相 ， 抗 元 被 俘 ， 寧 死 不 屈 ， 以 正 氣 歌 明 志 。 他 這 種 氣

節 ， 反 映 當 時 社 會 的 何 種 思 想 ？  

(A)玄 學  (B)佛 學  (C)理 學  (D)史 學  

5 .  對 各 家 史 書 的 體 例、筆 法 評 斷 得 失 優 劣，為 中 國 史 學 特 色 之 一。下 列 何 者 可 為 代 表 ？  

(甲 )劉 知 幾 －－－ 史 通  (乙 )鄭 樵 －－－ 通 志  (丙 )趙 翼 －－－ 廿 三 史 劄 記  

(丁 )顧 炎 武 －－－ 日 知 錄  (戊 )章 學 誠 －－－ 文 史 通 義  

(A)甲 乙  (B)甲 戊  (C)乙 丁  (D)丙 丁  (E)丙 戊  

6 .  周 代 宗 法 制 度 的 精 神 ， 可 以 用 王 國 維 的 「 任 天 者 定 ， 任 人 者 爭 ； 定 之 以 天 ， 爭 乃 不

生 」 這 句 話 充 分 說 明 。 此 處 他 所 謂 的 「 天 」 是 指 什 麼 ？  

(A)確 定 繼 統 人 選 的 天 子  (B)表 現 自 然 主 義 的 天 道  

(C)辨 別 是 非 善 惡 的 天 理  (D)決 定 嫡 庶 身 分 的 天 命  

7 .  春 秋 時 代 宋 國 大 夫 向 戌 倡 議 的 弭 兵 之 盟 ， 所 以 能 夠 維 持 四 十 多 年 和 平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什 麼 ？  

(A)周 天 子 的 親 自 協 調 仲 裁  (B)齊 桓 公 以 武 力 作 後 盾  

(C)晉 楚 霸 權 的 同 意 和 解 妥 協  (D)吳 越 的 崛 起 造 成 牽 制 作 用  

8 .  「 自 古 帝 王 雖 平 中 夏 ， 而 不 能 服 夷 狄 ， 朕 才 不 逮 古 人 。 而 成 功 過 之 ， 朕 所 以 能 及 此

者 ？ 」 根 據 這 位 君 主 自 己 的 分 析 ， 是 由 於 ： 「 自 古 皆 貴 中 華 ， 賤 夷 狄 ， 朕 獨 愛 之 如

一 ， 故 某 種 落 皆 依 朕 如 父 母 」 。 請 問 這 位 君 主 是 誰 ？  

(A)秦 始 皇  (B)漢 武 帝  (C)唐 太 宗  (D)清 高 宗  

9 .  俗 云 ： 「 將 相 本 無 種 ， 男 兒 當 自 強 」 ， 意 謂 自 強 精 進 的 人 ， 不 論 其 出 身 背 景 如 何 ，

均 有 可 能 功 成 名 就 ， 登 將 相 之 位 。 這 種 情 況 在 下 列 那 些 時 代 可 以 實 現 ？  

(甲 )西 周  (乙 )戰 國  (丙 )魏 晉  (丁 )唐 宋  (戊 )明 清  

(A)甲 乙 丙  (B)甲 乙 戊  (C)甲 丙 丁  (D)乙 丁 戊  (E)丙 丁 戊  

- 1 -  



社 會 考 科  第  2 頁  
共 1 4 頁  

10 .  就 傳 統 社 會 而 言，中 國 社 會 的 階 級 區 別，不 及 歐 洲 和 日 本 明 顯，其 主 要 原 因 是 什 麼 ？  

(A)工 商 經 濟 的 繁 榮  (B)學 校 教 育 的 發 達  

(C)科 舉 制 度 的 實 施  (D)民 族 融 合 的 成 功  

11 .  「 草 榮 識 節 和 ， 木 衰 知 風 厲 ， 雖 無 紀 歷 志 ， 四 時 自 成 歲 ； 怡 然 有 餘 樂 ， 于 何 勞 智 慧

」 。 該 詩 所 憧 憬 的 世 界 是 那 一 家 學 說 的 理 想 ？  

(A)老 莊  (B)孔 孟  (C)墨 家  (D)佛 教  

12 .  漢 文 帝 時 賈 誼 曾 評 論 漢 與 匈 奴 的 關 係 說 ： 「 匈 奴 侵 甚 侮 甚 ， 遇 天 子 至 不 敬 也 … … 竊

料 匈 奴 之 眾 ， 不 過 漢 一 千 石 大 縣 ， 以 天 下 之 大 ， 而 困 於 一 縣 之 小 ， 甚 竊 為 執 事 羞 之

」 。 賈 誼 深 以 為 羞 恥 的 事 是 什 麼 ？  

(甲 )戰 爭 曠 日 持 久 以 致 國 力 虛 耗  (乙 )消 極 的 對 匈 奴 和 親 及 歲 贈 政 策  

(丙 )李 陵 、 李 廣 利 兵 敗 投 降 匈 奴  (丁 )匈 奴 入 寇 與 高 祖 的 平 城 之 圍  

(戊 )呂 后 對 匈 奴 國 書 的 卑 辭 回 應  

(A)甲 乙 丙  (B)甲 乙 戊  (C)甲 丙 丁  (D)乙 丁 戊  (E)丙 丁 戊  

13 .  多 種 族 的 國 家 ， 如 果 無 法 維 持 境 內 各 族 群 的 和 諧 融 合 ， 則 族 群 間 的 對 立 衝 突 ， 勢 將

導 致 內 亂 的 發 生 ， 甚 至 造 成 人 民 的 流 離 死 亡 與 國 家 的 滅 亡 慘 禍 。 下 列 那 一 事 件 的 發

生 、 結 果 與 影 響 ， 最 能 作 為 上 述 觀 點 的 明 證 ？  

(A)五 胡 之 亂 －－ 永 嘉 之 禍 －－ 西 晉 亡  (B)安 史 之 亂 －－ 藩 鎮 之 禍 －－ 唐 朝 亡  

(C)澶 淵 之 盟 －－ 靖 康 之 難 －－ 北 宋 亡  (D)黨 社 紛 爭 －－ 流 寇 之 禍 －－ 明 朝 亡  

14 .  唐 初 對 外 來 文 化 頗 示 尊 重 與 開 放 ， 但 中 唐 以 後 何 以 態 度 轉 趨 保 守 ． 進 而 重 新 反 省 本

土 文 化 的 價 值 ？  

(甲 )武 周 代 唐 的 影 響 ， 使 道 教 的 信 仰 日 趨 盛 行  

(乙 )安 史 之 亂 的 衝 擊 ， 使 國 人 對 外 族 漸 起 反 感  

(丙 )外 來 佛 教 的 盛 行 ， 刺 激 本 土 文 化 的 新 自 覺  

(丁 )朋 黨 之 爭 的 結 果 ， 使 經 學 成 為 學 術 的 主 流  

(戊 )察 舉 制 度 的 實 施 ， 本 土 文 化 成 為 進 身 工 具  

(A)甲 乙  (B)甲 丁  (C)乙 丙  (D)丙 戊  (E)丁 戊  

15 .  《 詩 經 》 所 謂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率 土 之 濱 ， 莫 非 王 臣 」 ， 是 中 國 傳 統 固 有 的

天 下 觀 ， 但 下 列 史 事 何 者 係 迫 於 形 勢 ， 在 對 外 關 係 方 面 並 不 能 維 持 此 王 士 王 民 的 天

下 觀 ？  

(甲 )唐 朝 與 波 斯 的 結 盟  (乙 )北 宋 與 遼 的 澶 淵 之 盟  

(丙 )南 宋 與 金 的 紹 興 和 議  (丁 )明 代 罷 交 趾 布 政 使 司  

(戊 )清 代 的 中 英 南 京 條 約  

(A)甲 乙 丙  (B)甲 乙 丁  (C)甲 丁 戊  (D)乙 丙 丁  (E)乙 丙 戊  

16 .  「 死 去 原 知 萬 事 空 ， 但 悲 不 見 九 州 同 ， 王 師 北 定 中 原 日 ， 家 祭 毋 忘 告 乃 翁 」 。 此 詩

為 陸 游 感 時 憂 國 之 作 ， 由 當 時 的 歷 史 背 景 推 論 ， 陸 游 希 望 兒 孫 在 家 祭 中 告 訴 他 什 麼

事 ？  

(A)晉 室 北 伐 中 原 ， 還 都 洛 陽  (B)南 宋 滅 金 ， 再 造 統 一  

(C)明 朝 驅 除 韃 虜 ， 復 漢 宮 威 儀  (D)南 明 掃 蕩 韃 子 ， 收 復 舊 山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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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從 經 濟 理 論 的 觀 點 來 看 ， 鴉 片 戰 爭 之 前 ， 中 國 的 對 外 貿 易 措 施 ， 最 容 易 遭 受 那 一 種

學 派 的 責 難 ？  

(A)民 族 主 義  (B)自 由 主 義  (C)社 會 主 義  (D)共 產 主 義  

    圖 1                        圖 2 

18.  圖 1 及 圖 2 是 清 末 兩 個 時 期 的 對 外 通

商 港 埠 圖，請 問 出 圖 1演 變 至 圖 2的 關

鍵 是 什 麼 ？  

(A)英 法 聯 軍  

(B)中 法 戰 爭  

(C)甲 午 戰 爭  

(D)八 國 聯 軍  

 

 

 

19 .  晚 清 時 期 ， 中 國 唯 一 能 以 武 力 收 回 失 地 的 實 例 是 ：  

(A)李 鴻 章 －－  東 三 省  (B)曾 國 藩 －－  蒙 古  

(C)左 宗 棠 －－  新 疆  (D)袁 世 凱 －－  山 東  

20 .  自 明 末 以 迄 民 國 時 代 ， 台 灣 四 百 年 來 ， 除 荷 蘭 及 西 班 牙 之 外 ， 還 曾 先 後 遭 受 那 些 國

家 的 入 侵 或 統 治 ？  

(甲 )葡 萄 牙  (乙 )俄 國  (丙 )德 國  (丁 )法 國  (戊 )日 本  

(A)甲 乙  (B)甲 戊  (C)乙 丙  (D)丙 丁  (E)丁 戊  

21 .  某 先 賢 曾 說 ：「 女 學 不 興 ， 種 族 不 強 ； 女 權 不 振 ， 國 勢 必 弱 」。 又 說 ：「 欲 興 女 學 ，

振 女 權 ， 又 必 自 放 足 始 」 ， 因 而 創 立 「 天 足 會 」 ， 提 倡 放 足 運 動 。 此 種 開 風 氣 之 先

的 女 權 運 動 ， 最 早 是 發 生 在 什 麼 時 期 ？  

(A)維 新 變 法  (B)辛 亥 革 命  (C)五 四 運 動  (D)北 伐  

22 .  恆 春 古 城 的 一 個 角 落 ， 有 位 白 髮 老 人 在 撫 琴 低 唱 ： 「 思 想 起 ， 台 灣 的 歷 史 真 趣 味 ，

各 族 各 群 的 奮 鬥 都 有 意 義；你 若 要 知 台 灣 的 過 去，就 聽 我 一 項 一 項 的 講 起。思 想 起 ，

從 前 在 蕉 風 椰 雨 的 南 國 ， 有 個 水 涯 山 隈 的 排 灣 族 部 落 ， 他 們 安 祥 幸 福 的 生 活 ， 好 比

桃 花 源 的 理 想 國 。 可 是 呵 ， 自 從 海 上 起 了 風 波 ， 敵 寇 就 排 山 倒 海 的 來 威 迫 ， 家 園 燬

了 ，廬 舍 燒 了 ，老 弱 婦 孺 填 了 溝 壑。 彼 當 時 ，排 灣 族 的 勇 士 抑 不 住 心 中 的 悲 情 怒 火 ，

頓 時 化 作 飛 矢 利 戈 ， 紛 紛 指 向 敵 人 的 心 窩 。 一 時 間 ， 氣 壯 山 河 ， 風 雲 變 色 ， 轟 動 列

強 ， 驚 動 滿 清 ， 也 開 啟 了 台 灣 海 防 歷 史 的 先 河 。 … … 」 文 中 老 人 吟 唱 的 內 容 ， 是 在

述 說 那 一 項 歷 史 事 實 ？  

(A)道 光 年 間 的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B)咸 豐 年 間 的 英 法 聯 軍 之 役  

(C)同 治 年 間 的 日 軍 侵 台 事 件  (D)光 緒 年 間 的 反 對 割 台 運 動  

23 .  「 袁 世 凱 暗 殺 元 勳 ， 弁 髦 （ 輕 忽 漠 視 之 意 ） 約 法 ， 擅 借 巨 款 … … 近 復 盛 暑 興 師 ， 蹂

躪 贛 省， 以 兵 威 劫 天 下， 視 吾 民 若 寇 讎，實 屬 有 負 國 民 之 委 託 。 我 國 民 宜 亟 起 自 衛 ，

與 天 下 共 擊 之 」 。 上 述 文 字 的 內 容 ， 是 在 呼 籲 國 民 從 事 那 一 項 行 動 ？  

(A)反 對 洪 憲 帝 制  (B)二 次 革 命  (C)護 法 戰 爭  (D)討 伐 復 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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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日 本 江 戶 幕 府 結 束 兩 百 多 年 的 閉 關 之 局 並 走 向 開 放 ， 主 要 是 受 到 那 些 因 素 的 影 響 ？  

(甲 )日 本 明 治 天 皇 的 親 政  (乙 )幕 府 迫 於 諸 侯 的 要 求  (丙 )中 國 鴉 片 戰 爭 的 教 訓  

(丁 )美 國 船 堅 砲 利 的 震 懾  (戊 )三 國 干 涉 還 遼 的 刺 激  

(A)甲 乙  (B)甲 戊  (C)乙 丙  (D)丙 丁  (E)丁 戊  

25 .  就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而 言 ， 那 些 事 項 說 明 1920年 代 的 英 國 人 民 生 活 較 1832年 以 前 為 進

步 ？  

(甲 )人 民 有 遷 徙 轉 業 的 自 由  (乙 )成 年 男 女 均 有 平 等 選 舉 權  

(丙 )人 民 普 遍 接 受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丁 )政 府 未 經 國 會 同 意 不 得 徵 稅  

(戊 )政 府 提 供 較 佳 的 醫 療 保 健  

(A)甲 乙 丙  (B)甲 丙 丁  (C)甲 丁 戊  (D)乙 丙 戊  (E)乙 丁 戊  

26 .  圖 3是 一 幅 政 治 漫 畫 ， 表 現 出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政 治 思 想 中 的 什 麼 特 色 ？  

(A)民 族 主 義  (B)正 統 主 義  (C)國 際 主 義  (D)軍 國 主 義  

 

 

 

 

 

 

 

 

 

 

 
圖 3 

表一 
27 .  表 一 是 有 關 蘇 聯 1920年 至 1938年 間 的 工

礦 品 統 計 數 字 。 表 中 數 字 的 變 化 情 形 ，

顯 示 了 下 列 那 一 項 政 策 實 施 的 結 果 ？  

年 份

工 礦 品    
1920 1928  1932  1938

煤  9  35  64  132  

鋼 鐵  0 .3  8  12  32  
(A)列 寧 的 新 經 濟 政 策  

(B)史 達 林 的 五 年 計 畫  

(C)各 地 成 立 鄉 村 公 社  單位：百萬噸

(D)列 寧 的 和 平 法 令  

28 .  近 世 以 來 ， 美 國 為 維 護 區 域 的 安 全 和 平 ， 或 為 遏 阻 外 來 勢 力 的 擴 張 ， 常 對 其 鄰 國 友

邦 提 供 盾 牌 護 衛 。 下 列 那 三 項 可 以 說 明 美 國 的 這 種 盾 牌 政 策 ？  

(甲 )門 羅 宣 言  (乙 )羅 加 諾 公 約  (丙 )美 澳 紐 公 約  

(丁 )阿 拉 伯 聯 盟  (戊 )北 大 西 洋 公 約  

(A)甲 乙 丁  (B)甲 乙 戊  (C)甲 丙 戊  (D)乙 丙 丁  (E)丙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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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9.  「 我 們 找 到 青 年 旅 館 投 宿 後 ， 使 到 鎮 上 走

了 一 圈 ， 回 到 旅 館 吃 完 晚 飯 ， 雖 然 已 近 晚

上 11點 ， 天 仍 亮 著 ， 便 隨 著 友 人 再 外 出 散

步 。 走 到 一 座 大 橋 上 已 是 子 夜 時 分 。 此 時

太 陽 仍 徘 徊 在 地 平 線 附 近 ， 遠 處 輪 船 進 港

的 汽 笛 聲 仍 然 清 晰 可 聞 ， 似 乎 告 訴 人 們 ，

珍 惜 此 地 的 夏 日 光 陰 。 」 上 文 中 所 描 述 的

地 區 ， 可 能 位 於 圖 4中 的 那 一 地 點 ？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0 .  畜 牧 類 型 可 反 映 出 不 同 的 氣 候 類 型 。 下 列 那 一 項 敘 述 正 確 ？  

(A)游 牧 為 溫 帶 草 原 區 的 主 要 類 型  (B)放 牧 為 熱 帶 雨 林 區 的 主 要 類 型  

(C)山 牧 季 移 為 溫 帶 草 原 區 的 主 要 類 型  (D)高 緯 度 地 區 以 放 牧 為 主  

(E)青 康 藏 高 原 以 山 牧 季 移 為 主  

31 .  中 國 大 陸 的 鄉 村 聚 落，可 分 為 散 村 型 與 集 村 型 二 類；造 成 其 地 區 分 布 差 異 的 原 因 中 ，

下 列 那 一 項 敘 述 正 確 ？  

(A)散 村 多 分 布 於 地 形 平 坦 開 敞 之 處 ， 可 避 免 互 相 干 擾  

(B)散 村 多 分 布 於 平 原 或 山 中 溪 谷 交 會 處 ， 以 增 加 耕 作 機 會  

(C)集 村 多 集 中 於 黃 淮 平 原 、 松 遼 平 原 等 地 ，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由 於 禦 盜 因 素  

(D)集 村 的 形 成 ， 主 要 是 因 為 灌 溉 方 便 ， 水 利 發 達  

32 .  土 壤 剖 面 的 特 性 與 地 形 有 關 。 依 據 圖 5所 顯 示 的 地 形 與 土 壤 的 關 係 ， 下 列 那 一 項 敘 述

正 確 ？  

(A)高 山 地 區 的 薄 層 土 壤 是 因 為 地 表 排 水 不 良 造 成  

(B)沼 地 的 土 壤 以 泥 炭 為 主 ， 即 因 土 壤 排 水 不 良 ， 易 積 聚 有 機 物  

(C)排 水 不 良 的 草 地 有 豐 富 的 腐 植 層 ， 是 由 於 排 水 較 緩 ， 慢 慢 淋 溶 而 成  

(D)台 地 有 密 實 黏 土 ， 主 要 是 由 增 添 作 用 形 成  

(E)緩 丘 的 土 壤 主 要 由 增 添 作 用 形 成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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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3.  根 據 圖 6，下 列 中 國 黃 土 高 原 與 海 南 島 土 壤 型 的

比 較 ， 何 者 為 正 確 ？  

(A)海 南 島 主 要 為 澱 積 土 和 淋 育 土；黃 土 高 原 主

要 為 軟 黑 土  

(B)海 南 島 主 要 為 氧 化 土 和 澱 積 土；黃 土 高 原 主

要 為 乾 漠 土  

(C)海 南 島 主 要 為 弱 育 土；黃 土 高 原 主 要 為 灰 化

土 和 澱 積 土  

(D)海 南 島 主 要 為 軟 黑 土；黃 土 高 原 主 要 為 澱 積

土 和 淋 育 土  

(E)二 者 皆 為 澱 積 土 和 淋 育 土  

34 .  麥 卡 托 投 影 是 十 六 世 紀 荷 蘭 地 圖 學 者 麥 卡 托 氏 所 發 明 。 它 的 經 緯 線 呈 垂 直 正 交 的 型

態 ， 圖 幅 方 正 。 在 航 海 上 ， 這 種 地 圖 有 很 大 的 應 用 價 值 ， 其 主 要 原 因 是 利 用 這 種 投

影 的 何 種 特 性 ？  

(A)可 以 顯 示 出 兩 地 之 間 的 正 確 方 位  (B)可 以 找 出 兩 地 之 間 最 短 的 航 線  

(C)可 以 保 持 所 有 經 線 和 緯 線 的 正 確 比 例  (D)可 以 顯 示 海 岸 線 的 正 確 形 狀  

35 .  由 於 遙 測 技 術 的 發 展 ， 地 理 學 者 可 以 利 用 高 空 的 地 球 資 源 科 技 衛 星 來 探 察 地 面 上 的

多 種 地 理 現 象 。 下 列 那 些 地 理 現 象 可 以 利 用 衛 星 影 像 來 進 行 分 析 ？  

(甲 )野 柳 地 區 蕈 狀 石 的 分 布  (乙 )玉 山 森 林 火 災 的 範 圍  

(丙 )雲 層 的 移 動  (丁 )登 革 熱 疫 區 的 範 圍  

(A)甲 乙  (B)甲 丁  (C)乙 丙  (D)乙 丁  (E)丙 丁  

36 .  甲 市 的 位 置 大 約 是 在 東 經 121度 ， 乙 市 的 位 置 大 約 在 西 經 122度 。 住 在 甲 市 的 小 華 一

家 人 要 到 乙 市 觀 光 ， 他 們 在 甲 市 時 間 二 月 四 日 早 上 八 點 起 飛 ， 經 過 十 四 個 小 時 的 飛

行 之 後 抵 達 乙 市 。 請 問 ， 他 們 抵 達 時 ， 乙 市 應 該 是 什 麼 時 間 ？  

(A)二 月 三 日 晚 上 十 點  (B)二 月 四 日 清 晨 兩 點  (C)二 月 四 日 清 晨 四 點  

(D)二 月 四 日 早 上 六 點  (E)二 月 四 日 早 上 十 點  

37 .  小 英 的 旅 遊 日 記 記 載 著 ： 「 我 們 看 到 許 多 古 老 的 教 堂 ， 其 中 的 一 座 由 黑 、 白 兩 色 的

大 理 石 所 建 造 ， 依 據 導 遊 的 介 紹 ， 這 是 世 界 第 二 大 教 堂 。 除 了 這 些 教 堂 之 外 ， 我 對

這 個 國 家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另 一 觀 光 據 點 ， 是 一 座 被 火 山 岩 漿 所 淹 沒 的 古 城 遺 跡 。 」 根

據 文 字 中 對 於 該 國 的 敘 述 ， 你 認 為 小 英 斯 描 述 的 應 該 是 下 列 那 一 個 國 家 ？  

(A)希 臘  (B)義 大 利  (C)奧 地 利  (D)英 國  (E)德 國  

38 .  小 明 從 書 本 上 看 到 石 灰 岩 地 形 和 雨 林 的 特 色 ， 想 到 實 地 去 觀 察 。 請 問 ， 他 可 以 在 那

一 個 國 家 公 園 同 時 觀 察 到 這 兩 種 地 表 景 觀 ？  

(A)陽 明 山  (B)雪 霸  (C)太 魯 閣  (D)玉 山  (E)墾 丁  

39 .  山 東 的 青 島 、 河 南 的 洛 陽 、 和 新 疆 的 和 闐 等 三 地 的 緯 度 非 常 接 近 ， 所 處 的 海 陸 位 置

則 有 明 顯 差 異 ， 氣 溫 的 變 化 也 就 不 盡 相 同 。 就 這 三 個 城 市 的 氣 溫 作 比 較 ， 下 列 敘 述

那 些 是 正 確 的 ？  

(甲 )青 島 的 冬 季 氣 溫 最 低  (乙 )洛 陽 的 夏 季 氣 溫 最 高  (丙 )青 島 的 年 溫 差 最 小  

(丁 )洛 陽 的 年 溫 差 最 大  (戊 )和 闐 的 夏 季 氣 溫 最 高  

(A)甲 乙  (B)甲 丙  (C)乙 丁  (D)丙 戊  (E)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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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 在 邊 境 的 市 集 上 ， 可 以 聽 到 許 多 、 同 民 族

的 語 言 ， 可 以 買 到 鄰 近 各 地 的 特 產 ， 也 可 以

看 到 苗 族 、 擺 夷 等 少 數 民 族 的 婦 女 們 穿 戴 著

傳 統 服 飾 來 逛 街 。 」 前 述 的 景 象 最 有 可 能 出

現 在 下 列 那 一 地 區 ？  
(A)雲 南 邊 境  
(B)東 北 邊 境  
(C)西 藏 邊 境  
(D)新 疆 邊 境  
(E)蒙 古 邊 境  

41 .  圖 7是 某 地 的 氣 候 圖，該 地 的 氣 候 最 有 可 能 是

那 一 類 型 ？  
(A)熱 帶 莽 原 氣 候  
(B)熱 帶 季 風 氣 候  
(C)溫 帶 地 中 海 型 氣 候  
(D)溫 帶 海 洋 性 氣 候  
(E)溫 帶 大 陸 性 氣 候  

圖 7 

42.  從 曖 琿 到 騰 衝 所 連 成 的 直 線 ， 將 中 國 人 口 分 布 圖 分 成 東 南 和 西 北 兩 個 部 分 ， 東 南 半

部 的 土 地 面 積 占 全 國 總 面 積 的 36%，人 口 占 全 國 總 人 口 的 96%。 西 北 半 部 的 土 地 和 人

口 則 分 別 占 64%和 4%。 就 東 南 半 部 和 西 北 半 部 這 兩 個 區 域 來 比 較 ， 它 們 的 平 均 人 口

密 度 之 比 例 ， 最 接 近 下 列 那 一 組 比 值 ？  
(A)9： 1 (B)14： 1 (C)24： 1 (D)43： 1  

43.  位 於 非 洲 邊 緣 的 馬 達 加 斯 加 島 ， 其 文 化 景 觀 受 下 列 那 一 個 國 家 的 影 響 最 大 ？  
(A)印 尼  (B)日 本  (C)英 國  (D)西 班 牙  (E)葡 萄 牙  

44 .  在 台 東 縣 長 濱 鄉 的 山 洞 裡 發 現 了 海 沙 堆 積 的 痕 跡 ， 並 有 海 蝕 現 象 。 僅 就 這 些 現 象 加

以 推 論 ， 下 列 那 些 論 點 可 以 成 立 ？  
(甲 )全 世 界 的 海 水 面 正 在 下 降  (乙 )全 球 增 溫 正 在 進 行  
(丙 )當 地 的 陸 塊 正 在 抬 升 中  (丁 )當 地 的 陸 塊 有 離 水 現 象  
(戊 )這 些 山 洞 曾 經 在 海 平 面 位 置  
(A)甲 乙  (B)甲 丙  (C)乙 丁  (D)丙 戊  (E)丁 戊  

45 .  河 流 在 中 上 游 地 區 所 沖 刷 的 泥 沙 ， 會 隨 著 河 水 漂 流 到 下 游 ， 並 且 常 常 在 出 海 口 附 近

形 成 大 片 的 沖 積 平 原 ， 稱 為 潮 埔 。 下 列 何 者 的 潮 埔 規 模 最 大 ？  
(A)淡 水 河 口  (B)大 肚 溪 口  (C)濁 水 溪 口  (D)蘭 陽 溪 口  (E)花 蓮 溪 口  

46 .  美 國 在 早 年 為 了 種 植 棉 花 的 需 要 ， 從 非 洲 輸 入 大 量 的 奴 工 。 依 據 這 個 背 景 因 素 來 推

論 ， 早 期 的 黑 人 人 口 最 可 能 集 中 於 美 國 的 那 一 地 區 ？  
(A)東 北 部  (B)中 西 部  (C)西 部  (D)北 方  (E)南 方  

47 .  由 於 少 數 國 人 非 法 輸 入 犀 牛 角 ， 使 得 台 灣 受 到 國 際 環 境 保 護 團 體 的 抨 擊 。 這 些 犀 牛

角 的 原 產 地 最 可 能 是 下 列 那 一 個 國 家 ？  
(A)印 尼  (B)美 國  (C)肯 亞  (D)巴 西  (E)中 國 大 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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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中 山 先 生 說 ： 「 民 族 主 義 之 範 圍 ， 有 以 血 統 宗 教 為 歸 者 ， 有 以 歷 史 習 尚 為 歸 者 ， 語

言 文 字 為 歸 者 ， 敻 乎 遠 矣 ； 然 而 最 文 明 高 尚 之 民 族 主 義 範 圍 ， 則 以 意 志 為 歸 者 也 。

」 這 一 段 話 主 要 是 在 強 調 民 族 構 成 的 那 一 要 素 ？   

(A)主 觀 要 素  (B)客 觀 要 素  (C)歷 史 要 素  (D)文 化 要 素  (E)遺 傳 要 素  

49 .  為 了 改 變 人 民 對 政 府 的 矛 盾 態 度 ， 應 該 一 方 面 增 加 人 民 對 政 府 的 信 任 ， 一 方 面 提 高

政 府 服 務 人 民 的 能 力 ， 中 山 先 生 針 對 此 一 問 題 所 提 出 的 主 要 解 決 方 法 為 何 ？  

(A)直 接 民 權  (B)均 權 制 度  (C)權 能 區 分  (D)主 權 在 民  (E)五 權 分 立  
 
貳 、 多 重 選 擇 題  
說明：第 50至 55題，每題約五個選項各自獨立，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

確的。選出正確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每

題答對得 2分，答錯不倒扣，未答者不給分。只錯一個可獲 1
分，錯兩個或兩個以上不給分。  

50 .  依 據 民 權 主 義 的 觀 點 ， 如 欲 增 進 政 府 的 效 能 ， 必 須 落 實 那 些 理 念 ？  

(A)五 權 分 立  (B)主 權 在 民  (C)革 命 民 權  (D)專 家 政 治  (E)權 能 區 分  

51 .  下 列 關 於 政 權 、 民 權 與 人 權 的 敘 述 ， 何 者 是 正 確 的 ？  

(A)政 權 、 民 權 與 人 權 三 個 名 詞 之 意 義 與 內 容 皆 相 同  

(B)人 權 係 指 只 要 是 人 便 應 享 有 的 權 利 ， 相 當 於 「 人 民 的 基 本 權 利 」  

(C)民 權 係 指 人 民 有 權 利 參 與 國 家 統 治 權 的 行 使 ， 又 稱 為 政 權  

(D)人 權 是 民 權 的 保 障 ， 民 權 是 人 權 的 基 礎  

(E)由 西 方 歷 史 觀 察 ， 人 民 向 君 主 爭 取 的 人 權 ， 經 法 律 保 障 後 成 為 民 權  

52 .  地 方 自 治 是 以 地 方 人 民 為 主 體 ， 以 地 方 公 共 事 務 為 對 象 。 換 言 之 ， 就 是 地 方 上 的 人

民 在 國 家 法 律 範 圍 內 ， 自 己 制 定 自 治 法 規 ， 自 己 選 舉 自 治 人 員 組 成 自 治 政 府 ， 來 管

理 本 地 方 的 公 共 事 務 。 下 列 有 關 我 國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的 敘 述 ， 那 些 是 正 確 的 ？  

(A)我 國 現 行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分 為 省 (直 轄 市 )、 縣 (省 轄 市 )及 鄉 鎮 (縣 轄 市 )三 級  

(B)中 山 先 生 主 張 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一 定 要 實 行 直 接 民 權  

(C)我 國 第 一 屆 省 長 選 舉 係 依 據 (台 灣 省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綱 要 )辦 理  

(D)清 戶 口 、 立 機 關 、 定 地 價 ， 修 道 路 、 墾 荒 地 、 設 學 校 等 為 地 方 自 治 的 中 心 工 作  

(E)地 方 自 治 由 地 方 人 民 組 設 自 治 機 關 ， 行 使 自 治 職 權 ， 有 獨 立 自 主 之 權 ， 與 中 央 政

府 無 涉  

53 .  中 山 先 生 認 為 ： 「 欲 泯 除 國 界 而 進 於 大 同 ， 其 道 非 易 。 」 但 堅 信 「 將 來 世 界 和 平 之

望 ， 總 有 大 同 之 一 日 。 」 下 列 那 些 敘 述 可 以 佐 證 中 山 先 生 的 看 法 ？  

(A)東 歐 、 非 洲 的 種 族 衝 突 不 斷 ， 造 成 生 靈 塗 炭 ， 唯 有 放 棄 民 族 主 義 才 能 邁 向 世 界 大

同  

(B)二 十 世 紀 是 三 民 主 義 世 紀 ， 足 可 斷 言 末 來 世 界 必 是 世 界 大 同  

(C)歐 洲 經 濟 共 同 體 、 北 美 自 由 貿 易 區 、 亞 太 經 合 會 等 國 際 合 作 組 織 陸 續 成 立 合 作 代

替 對 抗 的 時 代 已 來 臨  

(D)聯 合 國 軍 隊 打 敗 伊 拉 克 ， 協 助 科 威 特 復 國 ， 說 明 濟 弱 扶 傾 不 是 神 話  

(E)南 非 結 束 種 族 隔 離 的 政 策 ； 以 阿 簽 訂 協 議 同 意 巴 勒 斯 坦 人 自 治 ， 顯 示 人 類 在 後 冷

戰 時 期 已 朝 和 平 的 方 向 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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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基 於 民 族 尊 重 與 族 群 融 和 的 前 提 ， 近 年 來 政 府 除 將 「 山 胞 」 更 名 為 「 原 住 民 」 外 ，

也 積 極 推 展 少 數 民 族 保 護 政 策 ， 其 具 體 措 施 有 ：  

(A)於 少 數 民 族 居 住 地 區 設 置 民 族 自 治 區  

(B)增 加 憲 法 條 款 以 保 障 少 數 民 族 的 權 益  

(C)發 放 原 住 民 年 金 以 改 善 其 經 濟 生 活  

(D)在 台 北 、 高 雄 兩 直 轄 市 增 設 原 住 民 議 員 席 位  

(E)修 正 「 姓 名 條 例 」 ， 原 住 民 可 申 請 回 復 原 有 姓 氏  

55 .  監 察 院 的 組 織 與 職 權 ， 配 合 修 憲 作 若 干 修 訂 。 下 列 有 關 監 察 院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A)監 察 院 不 再 定 位 為 中 央 民 意 機 關  

(B)監 察 委 員 由 總 統 提 名 ，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後 任 命  

(C)監 察 院 職 掌 審 理 政 黨 違 憲 解 散 事 項  

(D)監 察 院 院 長 、 副 院 長 由 監 察 委 員 互 選 產 生  

(E)北 歐 監 察 長 制 度 與 我 國 監 察 院 制 度 完 全 相 同  
 
參 、 題 組 題  
說明：第 56至 80題為題組題，每組有 2－ 3個子題，其中有些子題是多

重選擇題，題後會以 (多選 )方式註明；有些子題是單一選擇

題。選出正確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每一

子題答對得 2分，答錯不倒扣，未答者不給分。多重選擇題只

錯一個可獲 1分，錯兩個或兩個以上不給分。  

56-57為 題 組  

「 關 東 老 農 陳 生 ， 受 田 百 畝 ， 躬 耕 而 食 ， 家 道 殷 實 ， 所 育 三 子 均 已 成 年 。 長 子 伯 文

忠 厚 樸 實 ， 勤 於 農 事 ； 次 子 仲 武 身 心 武 健 ， 徵 為 府 兵 ； 三 千 叔 斌 聰 明 俊 秀 ， 得 意 貢

舉 。 」 根 據 文 中 的 內 容 敘 述 ， 請 回 答 下 列 問 題 ：  

56 .  動 於 農 事 的 伯 文 ， 必 須 為 國 家 盡 那 些 義 務 ？  

(甲 )持 銀 兩 繳 納 賦 稅  (乙 )以 實 物 繳 納 田 租  (丙 )用 實 物 繳 納 戶 調  

(丁 )輸 錢 以 供 政 府 雇 役  (戊 )隨 時 負 擔 額 外 課 賦  

(A)甲 乙  (B)甲 戊  (C)乙 丙  (D)丙 丁  (E)丁 戊  

57 .  仲 武 應 徵 從 戎 ， 其 軍 旅 生 活 有 那 些 特 色 ？  

(甲 )糧 食 衣 裝 均 須 自 備  (乙 )平 時 農 閒 兼 習 戰 陣  (丙 )定 期 應 調 入 京 宿 衛  

(丁 )子 女 必 須 世 襲 軍 職  (戊 )每 歲 定 時 負 擔 搖 役  

(A)甲 乙 丙  (B)甲 乙 戊  (C)甲 丙 丁  (D)乙 丁 戊  (E)丙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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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5 9 為 題 組  

圖 8是 一 幅 有 關 希 特 勒 和 史 達 林 的 政 治 漫 畫，請 根 據 圖 中 綁 在 兩 人 腳 上 的 繩 索 所 象 徵

的 意 義 ， 回 答 下 列 問 題 ：  

圖 8

58.  希 特 勒 願 意 與 史 達 林 綁 在 一 起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什 麼 ？  

(A)化 解 德 國 東 顧 之 憂，俾 全 力 對 付 英 法  

(B)消 除 俄 國 對 日 德 反 共 公 約 的 疑 慮  

(C)方 便 德 國 與 東 南 歐 獨 裁 政 權 聯 繫  

(D)誘 使 俄 國 轉 向 巴 爾 幹 半 島 求 發 展  

59 .  兩 人 連 腳 就 綁 後 ， 對 世 局 造 成 什 麼 影

響 ？  

(A)希 特 勒 乘 機 進 占 奧 國 與 捷 克  

(B)刺 激 美 國 首 度 實 施 平 時 徵 兵  

(C)德 俄 兩 國 進 而 協 議 瓜 分 波 蘭  

(D)日 本 受 鼓 舞 而 發 動 七 七 事 變  

60-61為 題 組  

表 二 是 南 美 各 國 的 社 經 資 料 ， 試 問 ：  

60 .  某 跨 國 公 司 想 到 南 美 設 立 工 廠 ， 選 擇 設 廠 國 家 的 考 慮 因 素 之 一 是 各 國 可 勞 動 人 口 數

的 多 寡 。 如 果 將 15歲 到 64歲 之 間 的 人 口 數 視 為 可 勞 動 人 口 ， 則 下 列 那 一 個 國 家 的 可

勞 動 人 口 比 例 最 高 ？  

(A)哥 倫 比 亞  (B)玻 利 維 亞  (C)巴 西  (D)智 利  (E)烏 拉 圭  

61 .  人 口 增 加 的 原 因 包 括 自 然 增 加 和 移 民 增 加 。 就 自 然 增 加 而 言 ， 下 列 那 一 個 國 家 每 年

增 加 的 人 口 最 多 ？  

(A)委 內 瑞 拉  (B)哥 倫 比 亞  (C)阿 根 廷  (D)秘 魯  (E)巴 拉 圭  
 
 
 

人 口  人 口 自 然 15歲 (不 含 ) 65歲 (含 ) 國 民 生 產  都 市 化 人

(千 人 )  增 加 率  以 下 人 口 以 上 人 口 毛 額  口 比 率  
社 經 特 性  

 
國 家   (%)  (%)  (%)  (美 元 )  (%)  

委 內 瑞 拉  20 ,700  2 .6  37  4  2 ,610  84  
哥 倫 比 亞  349,000  2 .1  34  4  1 ,280  68  

阿 根 廷  33 ,500  1 .3  30  9  2 ,780  86  
玻 利 維 亞  8 ,000  2 .7  41  4  650  51  

祕 魯  22 ,900  2 .0  38  4  1 ,020  72  
巴 西  152,20  1 .5  35  5  2 ,920  76  
智 利  13 ,500  1 .6  31  6  2 ,160  85  

烏 拉 圭  3 ,200  0 .9  26  12  2 ,860  89  
巴 拉 圭  4 ,200  2 .7  40  4  1 ,210  48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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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是 某 地 區 的 等 高 線 圖 。 試 問 ：  

 

圖 9 單位：公尺 
單位：公尺

 

 

 

 

 

 

 

 

 

 

 

 

 

 

62 .  圖 中 X-Y的

(A)  (B)  

剖 面 形 狀 較 接 近 下 列 何 者 ？  

(C)  (D)  (E)  

63 .  該 圖 最 有 可 能 為 何 種 地 貌 所 表 現 出 的 等 高 線 形 狀 ？  

蝕 的 U形 谷  

 

64 .  圖 中 甲 與 乙 兩 個 「 ×」 符 號 所 在 的 位 置 ， 其 高 度 差 最 接 近 下 列 何 者 ？  

)70公 尺  

65-66為 題 組

(A)砂 頁 岩 形 成 的 單 面 山 地 形  (B)冰 河 刻

(C)火 山 噴 發 的 錐 狀 山 丘  (D)被 河 川 切 割 的 台 地

(E)風 積 的 沙 丘 地 形  

(A)30公 尺  (B)40公 尺  (C)50公 尺  (D)60公 尺  (E

 

下 望 去，整 片 黃 沙，偶 夾 雜 著 點 點 綠 叢，真 令 人 以 為 到 了 另 一 個 星 球 。

65.  根 據 上 文 的 描 述 ， 該 地 方 最 有 可 能 位 於 那 一 國 家 或 地 區 ?  

(C)西 班 牙 南 部  

66 .  該 地 方 的 氣 候 最 有 可 能 屬 於 那 一 種 類 型 ？  

型 氣 候  (C)溫 帶 季 風 氣 候  

「 從 飛 機 上 往

下 了 飛 機 後 ， 我 們 乘 著 旅 行 社 租 來 的 遊 覽 車 ， 沿 著 海 岸 公 路 疾 馳 ， 所 看 到 的 仍 是 黃

沙 為 主 的 景 觀 ， 同 時 那 一 點 點 的 綠 叢 ， 近 看 原 來 是 一 株 株 的 橄 欖 樹 ， 與 稀 稀 疏 疏 的

灌 木 叢 ， 為 這 個 黃 色 世 界 添 增 一 分 生 氣 。 」  

(A)巴 西 高 原  (B)馬 來 西 亞 的 婆 羅 洲  

(D)挪 威 北 部  (E)紐 西 蘭 的 南 島  

(A)高 地 氣 候  (B)溫 帶 地 中 海

(D)熱 帶 莽 原 氣 候  (E)熱 帶 雨 林 氣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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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8為 題 組  

表 三 為 某 國 五 個 城 市 不 同 年 份 的 人 口 數 及 相 對 百 分 比 。 試 問 ：  

67 .  1980到 1990年 間 ， 那 一 個 城 市 人 口 成 長 速 率 最 快 ？  

(A)甲 市  (B)乙 市  (C)丙 市  (D)丁 市  (E)戊 市  

68 .  那 一 個 城 市 的 人 口 持 續 呈 現 負 成 長 ？  

(A)甲 市  (B)乙 市  (C)丙 市  (D)丁 市   (E)戊 市  

 
表三  

 甲 市  乙 市  丙 市  丁 市  戊 市  合 計  

年 份  人 口 數  % 人 口 數  % 人 口 數 % 人 口 數 % 人 口 數 % 人 口 數  % 

1970  2945915 46.04 1399870  21.88 1626993 25.43 290696 4 .54 134697 2 .11  6398171  100.00

1980  4479184 50.03 1546626  17.28 2202768 24.60 281218 3 .14 442988 4 .95  8952784  100.00

1990  5767693 53.95 1710234  16.00 2505986 23.44 256803 2 .40 450942 4 .22  10691658 100.01

1994  5897461 53.79 1764630  16.09 2583552 23.56 254861 2 .32 463614 4 .23  10964118 99.99

69-70為 題 組  

海 岸 地 帶 超 抽 地 下 水 有 可 能 導 致 環 境 變 遷 。 試 問 ：  

69 .  下 列 現 象 有 幾 項 可 能 是 由 於 海 岸 地 帶 超 抽 地 下 水 所 形 成 的 ？  

(甲 )地 下 水 位 下 降  (乙 )地 下 水 質 鹽 化  (丙 )地 層 下 陷  (丁 )海 岸 侵 蝕  

(A)一 項  (B)二 項  (C)三 項  (D)四 項  

70 .  上 述 現 象 在 台 灣 島 嶼 區 的 那 一 個 地 區 最 明 顯 ？  

(A)北 部 沈 水 的 岩 岸  (B)西 南 部 離 水 的 沙 岸  (C)南 部 珊 瑚 礁 海 岸  

(D)東 部 斷 層 海 岸  (E)離 島 珊 瑚 礁 海 岸  

71-72為 題 組  

颱 風 是 一 種 熱 帶 氣 旋 ， 中 心 的 氣 壓 低 。 民 國 八 十 三 年 夏 天 的 道 格 颱 風 和 弗 來 特 颱 風

分 別 從 台 灣 北 部 過 境 ， 帶 來 不 少 災 害 。 試 問 ：  

71 .  當 這 些 颱 風 過 境 之 後 ， 給 台 灣 中 南 部 地 區 帶 來 大 量 豪 雨 。 這 些 豪 雨 是 由 什 麼 氣 流 所

引 發 ？  

(A)西 南 氣 流  (B)東 南 氣 流  (C)東 北 氣 流  

(D)西 北 氣 流  (E)噴 射 氣 流  

72 .  這 些 引 發 豪 雨 的 氣 流 ， 又 在 台 灣 的 那 一 個 地 區 造 成 焚 風 現 象 ？  

(A)北 部  (B)中 部  (C)西 部  (D)南 部  (E)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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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先 生 在 《 孫 文 學 說 》 第 八 章 說 ： 「 國 家 富 強 ， 民 權 發 達 ， 如 歐 洲 列 強 者 ， 猶 未

能 登 斯 民 於 極 樂 之 鄉 也 。 是 以 歐 洲 志 士 ， 猶 有 社 會 革 命 之 運 動 也 ， 予 欲 為 一 勞 永 逸

之 計 ， 乃 採 取 民 生 主 義 ， 以 與 民 族 民 權 問 題 ， 同 時 解 決 ， 此 三 民 主 義 之 主 張 所 由 完

成 也 。 」  

73 .  由 以 上 陳 述 ， 中 山 先 生 民 生 主 義 思 想 能 具 體 完 成 ， 主 要 受 下 列 何 者 影 響 ？  

(A)滿 清 腐 敗 ， 若 昏 政 紊 。 民 生 凋 敝 ， 民 不 堪 命  

(B)歐 洲 工 業 革 命 後 ， 發 生 社 會 問 題 所 引 致 的 隱 憂  

(C)會 黨 被 滿 清 利 用 ， 革 命 士 氣 隱 晦 不 彰  

(D)列 強 侵 略 壓 迫 ， 中 國 喪 失 獨 立 自 主 的 地 位  

(E)我 國 豐 富 的 資 源 多 末 開 發 利 用  

74 .  中 山 先 生 有 關 民 生 主 義 的 思 想 ， 最 早 出 現 在 同 盟 會 宣 言 中 ， 他 主 張 那 一 思 想 ？  

(A)節 制 私 人 資 本  (B)發 達 國 家 資 本  (C)耕 者 有 其 田  

(D)平 均 地 權  (E)土 地 國 有  

75-76為 題 組  

近 年 來，我 國 由 於 民 主 開 放 的 腳 步 加 速，部 分 國 人 未 能 適 應 解 嚴 之 後 的 社 會 新 局 面 。

社 會 各 階 層 往 往 為 爭 取 自 身 權 益 ， 而 有 逾 越 本 分 ， 違 法 脫 序 的 行 為 ； 甚 或 為 謀 取 非

分 利 益 ， 不 惜 製 造 輿 論 ， 歪 曲 事 實 ， 破 壞 公 權 力 。 自 力 救 濟 ， 抗 議 示 威 ， 圍 堵 抗 爭 ，

非 法 集 會 ， 暴 力 事 件 等 現 象 ， 層 出 不 窮 ， 在 在 顯 示 國 人 對 中 山 先 生 在 民 權 主 義 中 所

主 張 的 自 由 與 法 治 的 觀 念 ， 欠 缺 正 確 的 認 識 。  

75 .  下 列 那 些 觀 點 符 合 中 山 先 生 所 揭 示 的 「 合 理 的 自 由 」 ？ (多 選 )  

(A)個 人 不 可 太 過 自 由 ， 集 會 、 遊 行 和 言 論 等 自 由 仍 應 受 到 規 範  

(B)個 人 自 由 與 社 會 利 益 衝 突 時 ， 應 以 個 人 自 由 為 優 先 考 慮  

(C)在 特 定 的 條 件 下 ， 得 以 犧 牲 個 人 的 自 由 ， 以 求 得 國 家 之 自 由  

(D)自 由 為 天 賦 的 人 權 ， 在 任 何 情 形 之 下 個 人 均 應 享 有 絕 對 的 自 由  

(E)為 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 可 以 合 理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76 .  依 據 民 權 主 義 的 觀 點 ， 自 由 與 法 治 應 有 的 關 係 為 何 ？ (多 選 )  

(A)自 由 應 以 法 律 為 範 圍  (B)自 由 應 取 決 於 民 意 而 非 訴 諸 法 律  

(C)法 治 的 目 的 是 為 了 保 障 自 由  (D)強 調 法 治 會 妨 害 自 由 的 發 展  

(E)法 治 必 須 建 立 在 自 由 的 基 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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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為 題 組  

「 從 前 有 一 個 苦 力 ， 天 天 在 輪 船 碼 頭 ， 拿 一 枝 竹 槓 和 兩 條 繩 子 去 替 旅 客 挑 東 西 ， 每

日 挑 東 西 就 是 那 個 苦 力 謀 生 之 法 。 後 來 他 積 存 了 十 多 塊 錢 ， 當 時 呂 宋 彩 票 盛 行 ， 他

就 拿 所 積 蓄 的 錢 買 了 一 張 呂 宋 彩 票 。 那 個 苦 力 因 為 無 家 可 歸 … … 所 以 他 就 把 所 買 的

彩 票 收 藏 在 竹 槓 之 內 。 … … 到 了 開 彩 的 那 一 日 ， 他 便 至 彩 票 店 內 去 對 號 數 ， 一 見 號

單 ， 知 道 自 己 中 了 頭 彩 ， 可 以 發 十 萬 元 的 財 ； 他 就 喜 到 上 天 ， 幾 幾 乎 要 發 起 狂 來 ，

以 為 從 此 便 可 不 用 竹 槓 和 繩 子 去 做 苦 力 了 ， 可 以 永 久 做 大 富 翁 了 。 由 於 這 番 歡 喜 ，

便 把 手 中 的 竹 槓 和 繩 子 一 齊 投 入 海 中 。 」 (〈 民 族 主 義 〉 第 三 講 )  

77 .  中 山 先 生 以 此 一 精 彩 故 事 來 說 明 民 族 主 義 與 世 界 主 義 的 關 係 。 其 比 喻 為 何 ？ (多 選 )  

(A)以 呂 宋 彩 票 比 為 民 族 主 義  (B)以 竹 槓 比 為 民 族 主 義  

(C)以 竹 槓 比 為 世 界 主 義  (D)以 繩 子 比 為 世 界 主 義  

(E)以 呂 宋 彩 票 比 為 世 界 主 義  

78 .  中 山 先 生 此 一 故 事 可 以 引 申 出 民 族 主 義 的 重 要 理 念 。 包 括 下 列 何 者 ？ (多 選 )  

(A)發 達 民 族 主 義 ， 必 先 鞏 固 世 界 主 義  

(B)世 界 主 義 是 從 民 族 主 義 發 生 出 來 的  

(C)弱 小 民 族 唯 有 以 世 界 主 義 保 障 自 己  

(D)世 界 大 同 的 理 想 非 一 步 登 天 ， 要 循 序 漸 進  

(E)各 民 族 自 保 互 重 後 ， 世 界 人 類 方 能 共 有 、 共 治 、 共 享  

79-80為 題 組  

政 府 為 因 應 政 治 發 展 及 社 會 變 遷 的 需 要 ， 冀 求 民 主 政 治 更 見 落 實 ， 憲 政 運 作 益 趨 靈

活 ， 自 民 國 80年 至 83年 間 ， 已 先 後 完 成 三 階 段 的 修 憲 ， 中 央 政 府 部 分 機 構 之 職 權 也

略 作 調 整 。  

79 .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的 規 定 ， 下 列 那 些 人 員 之 任 期 有 顯 著 改 變 ？ (多 選 )  

(A)總 統  (B)副 總 統  (C)國 民 大 會 代 表  

(D)立 法 委 員  (E)監 察 委 員  

80 .  國 民 大 會 的 職 權 亦 隨 修 憲 而 調 整 ， 下 列 那 些 是 修 憲 後 國 民 大 會 的 職 權 ？ (多 選 )  

(A)選 舉 總 統 、 副 總 統  

(B)提 出 總 統 、 副 總 統 罷 免 案  

(C)複 決 立 法 院 所 提 之 憲 法 修 正 案  

(D)議 決 監 察 院 提 出 之 總 統 、 副 總 統 彈 劾 案  

(E)對 總 統 提 名 之 行 政 院 院 長 人 選 行 使 同 意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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