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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單 一 選 擇 題  
說明：第 1至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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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 國 八 十 六 年 召 開 的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 對 我 國 憲 法 做 了 第 四 次 的 增 修 。

請 問 在 這 一 次 的 增 修 條 文 中 對 總 統 職 權 做 了 那 項 重 要 的 調 整 ？  

(A)總 統 任 命 行 政 院 長 不 須 經 過 立 法 院 之 同 意  

(B)總 統 不 得 解 散 立 法 院  

(C)總 統 得 設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及 國 家 安 全 局  

(D)總 統 主 管 國 防 ､ 外 交 與 大 陸 事 務  

2 .  曾 有 一 篇 文 章 對 某 一 地 區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做 過 如 下 之 描 述 ：  

「 在 這 個 最 講 究 現 實 的 社 會 中 ， 金 錢 幾 乎 像 空 氣 和 水 一 樣 ， 缺 少 它 就 無 法 生 存 。 …

以 賺 錢 的 多 少 來 評 價 一 個 人 的 本 領 高 低 、 才 能 大 小 ， 幾 乎 是 眾 口 一 辭 。 這 種 價 值 觀

在 一 些 傳 播 媒 介 ， 特 別 是 電 視 節 目 上 也 反 映 出 來 。 」  

根 據 上 文 ， 這 個 地 區 最 可 能 反 映 了 以 下 那 種 社 會 型 態 的 表 象 ？  

(A)社 會 主 義 社 會  (B)資 本 主 義 社 會  

(C)共 產 主 義 社 會  (D)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3 .  孫 中 山 先 生 以 「 國 族 」 一 辭 表 示 民 族 與 國 家 之 結 合 關 係 ， 並 說 民 族 主 義 就 是 國 族 主

義 ， 但 是 當 今 世 上 許 多 國 家 都 是 複 合 民 族 國 家 。 請 問 在 民 主 社 會 中 ， 當 國 家 利 益 與

民 族 利 益 產 生 衝 突 時 ， 下 列 做 法 何 者 比 較 合 理 ？  

(A)國 家 的 利 益 高 於 民 族 的 利 益 ， 為 了 貫 徹 國 家 的 主 權 ， 必 要 時 可 以 犧 牲 部 份 民 族 的

利 益  

(B)國 家 的 利 益 包 含 民 族 的 利 益 ， 政 府 應 不 惜 一 切 鞏 固 民 族 的 團 結 ， 禁 止 分 離 主 義  

(C)民 族 利 益 高 於 國 家 利 益 ， 政 府 應 完 全 尊 重 國 內 各 民 族 之 自 決 權  

(D)國 家 利 益 與 民 族 利 益 有 時 難 以 兼 顧 ， 政 府 首 長 與 民 族 領 袖 必 須 相 互 妥 協 ， 以 尋 求

彼 此 利 益 的 平 衡  

4 .  下 列 何 種 作 為 對 於 增 進 台 灣 內 部 的 族 群 和 諧 有 實 質 的 意 義 ？  

(A)尊 重 原 住 民 的 地 位 並 保 障 其 政 治 參 與  

(B)消 弭 所 謂 閩 南 ､ 客 家 ､ 外 省 與 原 住 民 的 文 化 差 異  

(C)明 訂 各 族 群 語 言 與 國 語 併 列 為 官 方 語 言  

(D)反 對 與 中 共 接 觸 ， 以 免 被 其 分 化  

5 .  十 九 世 紀 的 歐 洲 社 會 ， 受 到 資 本 主 義 政 策 的 影 響 ， 社 會 貧 富 差 距 拉 大 ， 勞 工 失 業 嚴

重 ， 生 活 困 難 ， 因 此 興 起 各 種 社 會 主 義 思 潮 。 其 中 馬 列 共 產 主 義 ， 與 其 他 社 會 主 義

最 大 不 同 之 處 ， 在 於 它 主 張 ：  

(A)道 德 淨 化 救 贖 人 心  (B)平 均 地 權 節 制 資 本  

(C)階 級 鬥 爭 階 級 專 政  (D)財 產 公 有 強 調 平 均  

6 .  下 列 四 位 西 方 學 者 對 於 平 等 的 主 張 ， 何 者 與 孫 中 山 先 生 所 說 的 「 真 平 等 」 ､ 「 平 等

的 精 義 」 觀 念 最 為 相 近 ？  

(A)孟 德 斯 鳩 認 為 法 律 所 不 禁 止 的 行 為 ， 人 人 有 權 去 做 ， 就 是 真 平 等  

(B)盧 梭 認 為 自 由 與 平 等 是 人 類 與 生 俱 來 的 權 利 ， 因 此 放 棄 自 由 與 平 等 ， 就 是 放 棄 做

人 ， 更 是 放 棄 做 人 的 權 利 與 義 務  

(C) 羅 爾 斯 主 張 人 人 享 有 平 等 的 基 本 自 由 權 ， 且 各 個 職 位 在 公 平 機 會 下 對 所 有 人 開

放 ， 並 要 使 社 會 中 處 境 最 不 利 的 成 員 獲 最 多 的 照 顧  

(D)馬 克 斯 強 調 徹 底 廢 除 私 有 財 產 制 才 可 以 建 立 平 等 的 社 會  

- 1 -  



社 會 考 科  第 2  頁  
共 1 3 頁  

7 .  臺 灣 山 高 谷 深 ， 雨 量 多 ， 坡 陡 流 急 ， 水 力 蘊 藏 豐 富 。 下 列 那 一 條 河 川 的 水 力 開 發 量

最 多 ？  

(A)大 甲 溪  (B)濁 水 溪  (C)曾 文 溪  (D)木 瓜 溪  (E)立 霧 溪  

8 .  中 國 的 森 林 ， 以 東 北 林 區 的 材 積 最 富 。 該 林 區 的 林 相 ， 以 何 者 的 分 布 最 廣 ？  

(A)季 風 雨 林  (B)常 綠 針 葉 林  (C)落 葉 闊 葉 林  

(D)常 綠 闊 葉 林  (E)闊 葉 針 葉 混 合 林  

9 .  東 南 亞 地 跨 赤 道 兩 側，全 年 高 溫，年、日 溫 差 均 小，但 各 地 降 雨 量 的 分 布 卻 不 平 均 ，

有 些 地 區 年 雨 量 不 足 1000mm， 有 些 地 區 則 多 達 3000mm以 上 。 導 致 降 雨 量 出 現 明 顯

地 區 差 異 的 二 項 因 素 是 什 麼 ？  

(A)洋 流 與 風 向  (B)風 向 與 地 形  (C)地 形 與 植 被  

(D)植 被 與 距 海 遠 近  (E)距 海 遠 近 與 洋 流  

10 .  非 洲 大 部 分 的 國 家，經 濟 活 動 均 以 農 牧 業 為 主 體。其 中 農 業 土 地 利 用 最 集 約 的 地 區 ，

出 現 在 那 一 部 分 ？  

(A)南 非  (B)西 非  (C)中 非  (D)東 非  (E)北 非  

11 .  歐 洲 居 民 依 語 言 ， 可 區 分 為 條 頓 、 拉 丁 和 斯 拉 夫 三 大 語 系 。 其 中 拉 丁 語 系 居 民 的 分

布 ， 以 那 一 個 地 區 最 為 普 遍 ？  

(A)西 歐  (B)東 歐  (C)北 歐  (D)中 歐  (E)南 歐  

12 .  中 國 大 陸 重 要 的 地 理 分 界 線 有 ： (甲 )秦 嶺 ； (乙 )長 城 ； (丙 )隴 山 ； (丁 )大 興 安 嶺 ； (戊 )

淮 河 等 。 其 中 那 些 是 春 麥 區 和 冬 麥 區 的 分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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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熱 帶 莽 原 區 雖 然 有 高 大 繁 茂 的 草 原 ， 但 卻 不 甚 利 於 畜 牧 ， 主 要 原 因 是 ：  

(A)雨 量 不 足  (B)日 照 強 烈  (C)風 力 強 勁  

(D)溫 差 太 大  (E)乾 溼 分 明  

14 .  「 八 山 一 水 一 分 田 」 的 諺 語 ， 係 描 述 某 地 區 的 山 地 、 水 體 與 水 田 面 積 ， 分 占 該 地 區

總 面 積 的 大 致 比 例 。 該 諺 語 最 適 合 用 來 指 陳 中 國 那 一 個 地 理 區 的 景 觀 ？  

(A)海 南 島  (B)黃 土 高 原  (C)雲 貴 高 原  (D)山 東 丘 陵  (E)長 白 山 地  

15 .  臺 灣 西 部 沿 海 冬 季 的 烏 魚 捕 撈 活 動 ， 與 那 一 股 洋 流 的 來 臨 有 關 ？  

(A)黑 潮  (B)臺 灣 洋 流  (C)日 本 洋 流  (D)北 赤 道 洋 流  (E)中 國 沿 岸 流  

16 .  地 名 是 一 民 族 在 地 表 活 動 過 程 中 ， 對 地 表 所 烙 印 的 文 化 表 徵 。 下 列 何 者 係 以 回 語 命

名 的 地 名 ？  

(A)呼 倫 池  (B)塔 克 拉 馬 干  (C)迪 化  (D)札 賚 諾 爾  (E)烏 蘭 巴 托  

17 .  「 在 該 緯 度 帶 內 ， 大 陸 西 岸 的 氣 溫 日 變 化 與 年 變 化 均 較 東 岸 為 小 ， 雨 量 則 較 東 岸 為

多 。 」 就 行 星 風 系 而 言 ， 該 緯 度 帶 最 可 能 位 於 那 一 個 風 帶 上 ？  

(A)信 風 帶  (B)西 風 帶  (C)赤 道 無 風 帶   

(D)極 圈 氣 旋 帶  (E)副 熱 帶 無 風 帶  

18 .  民 國 八 十 三 年 的 統 計 資 料 顯 示 ， 臺 灣 的 國 際 貿 易 特 性 之 一 是 ， 出 口 依 存 度 高 於 進 口

依 存 度 。 此 一 事 實 與 何 種 產 業 的 快 速 發 展 最 有 關 聯 ？  

(A)煉 油 工 業  (B)水 泥 工 業  (C)紡 織 工 業  (D)電 子 工 業  (E)製 糖 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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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由 西 歐 飛 往 東 亞 ， 或 由 東 亞 飛 往 北 美 的 民 航 機 ， 其 航 線 多 以 通 過 北 極 區 上 空 的 路 線

為 主 。 主 要 原 因 是 ：  

(A)加 油 最 為 方 便  (B)天 氣 較 為 穩 定  (C)經 過 國 家 最 少  

(D)航 線 的 里 程 最 短  (E)避 開 國 際 換 日 線  

20 .  在 秦 嶺 、 淮 河 一 線 以 北 ， 土 壤 的 化 學 反 應 大 多 呈 鹼 性 ； 反 之 ， 以 南 的 土 壤 ， 則 多 呈

酸 性 。 下 列 那 一 項 作 用 的 強 弱 ， 是 導 致 這 種 差 異 的 主 要 因 素 ？  

(A)淋 溶 作 用  (B)溶 蝕 作 用  (C)增 添 作 用  (D)洗 入 作 用  (E)侵 蝕 作 用  

21 .  在 中 央 氣 象 局 所 設 立 的 氣 象 觀 測 站 中 ， 就 長 年 平 均 而 言 ， 下 列 那 一 個 地 點 所 測 得 的

年 雨 量 最 多 ？  

(A)馬 公 市  (B)臺 南 市  (C)嘉 義 市  (D)阿 里 山  (E)玉 山  

22 .  「 某 一 地 區 的 一 月 均 溫 在 0℃ 以 上，夏 季 有 三 個 月 的 月 均 溫 在 22℃ 以 上；年 雨 量 在 800  

mm左 右 ， 六 到 九 月 是 主 要 雨 季 。 夏 季 作 物 以 水 稻 為 主 ， 冬 季 作 物 則 以 小 麥 為 重 。 此

外 ， 玉 米 、 大 豆 、 蠶 絲 、 茶 葉 、 漆 、 桐 油 及 木 耳 等 物 產 ， 均 有 相 當 產 量 。 」 就 中 國

的 十 一 個 農 業 區 而 言 ， 該 地 區 應 屬 那 一 個 農 業 區 ？  

(A)四 川 水 稻 區  (B)西 南 水 稻 區  (C)長 江 水 稻 小 麥 區  

(D)長 江 南 側 稻 茶 區  (E)夏 作 雜 糧 春 麥 區  

23 .  民 國 八 十 六 年 八 月 ， 位 於 台 北 盆 地 東 緣 的 「 林 肯 大 郡 」 社 區 後 方 山 坡 地 發 生 山 崩 ，

造 成 重 大 傷 亡 ， 為 近 年 來 台 灣 地 區 極 為 嚴 重 的 一 次 環 境 災 害 。 此 一 事 件 除 因 颱 風 ､

豪 雨 以 及 山 坡 地 開 發 不 當 等 因 素 外 ， 該 山 坡 地 附 近 有 一 些 廢 棄 礦 坑 ， 據 稱 也 可 能 是

造 成 地 質 不 穩 、 引 發 山 崩 的 原 因 之 一 。 請 問 該 地 區 過 去 最 可 能 開 採 的 礦 產 是 ﹕   

(A)天 然 氣  (B)金  (C)硫 磺  (D)煤  (E)石 灰 岩  

24 .  一 位 明 代 的 地 方 官 為 了 處 理 一 樁 訴 訟 案 件 ， 調 出 《 魚 鱗 圖 冊 》 作 為 辦 案 的 依 據 。 請

問 他 處 理 的 是 那 一 類 案 件 ？  

(A)土 地 糾 紛  (B)債 務 糾 紛  (C)逃 漏 商 稅  (D)漏 報 丁 口  

25 .  在 文 字 記 載 出 現 之 前，人 類 已 經 歷 漫 長 的 文 化 演 進 過 程。考 古 學 者 觀 察 其 間 的 變 化 ，

運 用 那 類 發 掘 到 的 資 料 ， 作 為 分 期 的 標 準 ？  

(A)發 掘 出 的 人 類 遺 骸  (B)人 類 使 用 的 工 具  

(C)遺 址 中 動 植 物 殘 留  (D)遺 址 周 邊 的 環 境  

26 .  國 家 動 亂 時，軍 隊 往 往 擴 張。戰 事 結 束 後，政 府 必 須 裁 軍，使 青 年 投 入 生 產 及 建 設 ，

並 節 省 國 防 開 支 。 有 一 份 政 府 公 報 提 到 ： 「 縮 編 全 國 現 有 陸 軍 ， 至 多 不 得 超 過 六 十

五 師 ， 兵 額 約 八 十 萬 人 」 ﹔ 「 縮 減 軍 費 至 國 家 總 收 入 百 分 之 四 十 為 止 」 ﹔ 復 員 之 士

兵 則 要 輔 導 就 學 或 就 業 ， 以 免 造 成 社 會 問 題 。 這 樣 的 辦 法 應 是 在 何 時 提 出 的 ？  

(A)辛 亥 革 命 成 功 時  (B)北 伐 大 業 完 成 時  

(C)對 日 戰 爭 結 束 時  (D)政 府 宣 佈 解 嚴 時  

27 .  甲 生 在 一 部 史 書 裡 讀 到 這 樣 的 文 字 ： 這 兩 位 國 君 在 位 期 間 ， 政 事 荒 蕪 ， 國 家 命 脈 委

寄 於 宦 官 之 手，士 人 羞 與 為 伍 ﹔ 所 以 匹 夫 抗 憤，處 士 橫 議，知 識 份 子 彼 此 激 揚 名 聲 ，

互 相 褒 美 ， 品 評 公 卿 ， 衡 論 執 政 ， 社 會 流 行 一 股 剛 直 的 風 氣 。 請 問 他 讀 的 是 那 一 部

書 ？  

(A)《 左 傳 》  (B)《 漢 書 》  (C)《 後 漢 書 》  (D)《 新 唐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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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一 個 時 代 裡 ， 官 府 為 求 增 加 稅 收 ， 鼓 勵 平 民 從 事 工 商 活 動 ， 商 人 可 以 自 行 生 產 、 販

賣 貨 品 ， 不 少 人 因 此 成 為 鉅 富 。 其 中 ， 鐵 器 是 市 場 上 的 重 要 商 品 。 這 種 情 況 最 早 出

現 在 那 一 個 時 代 ？  

(A)西 周  (B)戰 國  (C)西 漢  (D)新 莽  

29 .  上 歷 史 課 時 ， 老 師 比 較 兩 漢 到 魏 晉 南 北 朝 的 史 學 ： 「 魏 晉 南 北 朝 的 史 書 在 體 例 上 雖

然 沿 襲 兩 漢 ， 在 數 量 上 卻 比 兩 漢 時 期 多 出 許 多 。 此 一 變 化 與 一 項 工 藝 技 術 的 發 達 有

關 。 」 老 師 所 說 的 「 工 藝 技 術 」 是 指 什 麼 ？  

(A)簡 帛 的 使 用  (B)毛 筆 的 改 良  (C)紙 張 的 通 行  (D)雕 版 印 刷 的 推 廣  

30 .  有 一 篇 描 述 社 會 風 氣 的 作 品 提 到：「 那 段 時 間，人 們 無 分 貴 賤，都 愛 穿 胡 人 的 服 裝 ，

婦 女 化 妝 也 效 法 胡 人 ， 衣 服 的 樣 式 一 改 傳 統 ， 襟 袖 窄 小 ， 有 識 之 士 對 戎 俗 的 流 行 深

不 以 為 然 。 」 請 問 ﹕ 作 者 是 在 那 一 個 時 期 描 述 那 一 個 時 代 的 社 會 風 氣 ？  

(A)在 北 魏 遷 都 洛 陽 後 描 述 遷 都 前 的 風 氣  

(B)在 北 魏 遷 都 洛 陽 以 後 描 寫 當 時 的 風 氣  

(C)在 唐 代 安 史 之 亂 以 前 描 述 當 時 的 風 氣  

(D)在 安 史 之 亂 以 後 追 溯 安 史 亂 前 的 風 氣  

31 .  有 一 位 文 人 記 載 了 從 海 商 那 裡 聽 到 的 見 聞 ： 「 在 大 海 上 行 船 ， 如 何 辨 識 地 理 方 位 非

常 重 要 。 水 手 們 辨 識 方 位 ， 白 天 靠 太 陽 ， 晚 上 靠 星 星 ， 在 看 不 到 星 辰 的 陰 天 則 可 以

利 用 指 南 針 。 」 這 位 文 人 最 早 應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  

(A)唐 代  (B)五 代 十 國  (C)宋 代  (D)元 代  

32 .  科 舉 制 度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深 遠 ， 也 經 常 引 起 討 論 。 某 位 學 者 推 崇 科 舉 ， 認 為 這 是 「 我

先 民 千 年 前 之 大 發 明 」 ， 其 優 點 是 使 「 我 國 民 不 待 勸 而 競 於 學 」 。 時 人 對 科 舉 有 許

多 詬 病 ， 但 他 認 為 「 科 舉 非 惡 制 」 ， 只 是 「 所 試 之 科 不 足 致 用 」 ， 因 此 主 張 把 考 試

科 目 改 為 國 家 學 、 行 政 學 、 商 律 、 民 刑 律 等 。 這 位 學 者 是 ：  

(A)章 炳 麟  (B)李 鴻 章  (C)孫 中 山  (D)梁 啟 超  

33 .  在 一 場 戰 役 中 ， 南 方 謀 略 運 用 成 功 ， 憑 藉 一 支 召 募 來 的 勁 旅 ， 以 寡 擊 眾 ， 取 得 決 定

性 的 勝 利 。 南 北 對 立 局 勢 因 而 得 以 維 持 ， 北 方 卻 因 此 陷 於 分 裂 。 請 問 這 是 那 一 場 戰

役 ？  

(A)春 秋 的 邲 之 戰  (B)漢 末 的 赤 壁 之 戰  (C)東 晉 的 淝 水 之 戰  (D)南 宋 的 采 石 之 戰  

34 .  西 元 1911年 時 ， 義 大 利 自 土 耳 其 手 中 占 領 了 一 個 省 分 ；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 盟 國 軍 隊 與

軸 心 國 軍 隊 在 此 發 生 激 戰 ﹔ 戰 後 ， 該 地 由 國 際 託 管 ， 稍 後 成 立 君 主 國 ﹔ 1961年 發 生

革 命 ， 改 建 共 和 。 這 個 地 方 是 ：  

(A)利 比 亞  (B)埃 及  (C)科 威 特  (D)摩 洛 哥  

35 .  有 一 本 傳 記 這 樣 評 論 某 位 政 治 人 物 ： 「 他 為 求 國 家 轉 弱 為 強 ， 推 動 很 多 項 新 政 策 ，

以 增 加 政 府 財 政 收 入 為 重 要 目 標 ， 而 裁 抑 富 豪 兼 併 是 手 段 之 一 。 但 他 忽 略 了 人 事 因

素 ， 使 新 政 的 實 施 與 原 意 有 很 大 的 距 離 ， 並 且 引 起 持 續 數 十 年 的 黨 爭 ， 朝 政 因 而 敗

壞 。 」 請 問 這 位 人 物 是 誰 ？  

(A)張 居 正  (B)王 安 石  (C)范 仲 淹  (D)王 莽  

36 .  一 本 討 論 明 初 政 治 的 書 裡 ， 談 到 某 項 制 度 的 改 變 ， 認 定 ： 「 明 代 政 府 經 過 這 樣 的 改

變 ， 一 切 大 權 就 集 中 到 皇 帝 手 中 。 」 這 裡 所 謂 「 制 度 的 改 變 」 是 指 什 麼 ？  

(A)皇 帝 廢 除 中 書 省 ， 可 以 直 接 指 揮 政 務  (B)皇 帝 凍 結 門 下 省 ， 詔 令 不 需 臣 下 審 議  

(C)設 置 行 中 書 省 ， 中 央 的 權 力 凌 駕 地 方  (D)任 命 掌 軍 事 的 總 督 或 巡 撫 為 行 省 長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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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遼 金 兩 朝 都 是 邊 疆 民 族 建 立 的 王 朝 ， 也 都 曾 採 用 中 國 制 度 ， 可 是 金 朝 女 真 人 漢 化 的

程 度 遠 超 過 遼 朝 的 契 丹 人 。 這 種 現 象 與 下 列 那 項 因 素 有 關 ？  

(A)契 丹 人 創 造 了 自 己 的 文 字 ， 女 真 人 則 只 借 用 漢 字 ， 沒 有 自 己 的 文 字  

(B)女 真 人 喜 好 研 讀 中 國 典 籍 ， 而 契 丹 人 則 對 中 國 典 籍 頗 為 排 斥  

(C)女 真 人 在 中 原 大 量 與 漢 人 雜 居 ， 契 丹 人 則 實 施 分 治 ， 維 持 原 有 傳 統  

(D)漢 人 在 遼 朝 受 到 嚴 密 控 制 ， 而 金 朝 則 平 等 對 待 女 真 人 及 漢 人  

38 .  「 這 一 段 盛 世 長 達 一 百 三 十 多 年，在 平 定 封 建 諸 侯 的 叛 亂 後，內 部 的 統 治 愈 見 鞏 固 ；

對 西 北 諸 部 多 次 用 兵，將 今 日 的 蒙 古、新 疆、西 藏 納 入 版 圖。君 主 的 權 力 達 於 極 盛 。

但 在 輝 煌 的 表 象 下 ， 有 一 股 嚴 厲 的 政 風 。 政 府 雖 然 表 面 上 大 力 支 持 學 術 事 業 ， 不 少

讀 書 人 卻 因 文 字 觸 犯 忌 諱 慘 遭 迫 害，許 多 書 籍 也 因 為 同 樣 的 原 因 遭 到 刪 改 或 焚 毀。」

這 段 文 字 描 述 的 是 何 時 的 景 況 ？  

(A)漢 代  (B)唐 代  (C)明 代  (D)清 代  

39 .  某 份 國 際 條 約 規 定 ： 「 一 、 中 華 民 國 及 日 本 國 為 永 久 維 持 兩 國 間 善 鄰 友 好 之 關 係 ，

應 互 相 尊 重 其 主 權 及 領 土 ， 並 於 各 方 面 講 求 互 相 敦 睦 之 方 法 。 二 、 中 華 民 國 及 日 本

國 為 建 設 大 東 亞 ， 並 確 保 其 安 定 起 見 ， 應 互 相 緊 密 協 力 ， 盡 量 援 助 。 三 、 中 華 民 國

及 日 本 國 應 以 互 惠 為 基 調 ， 實 行 兩 國 間 緊 密 之 經 濟 提 攜 。 」 根 據 你 的 歷 史 知 識 ， 這

份 文 件 應 是 何 人 簽 署 的 ？  

(A)袁 世 凱  (B)段 祺 瑞  (C)蔣 介 石  (D)汪 精 衛  

表 一  

1914年 7月 4 .2 :1  

1919年 1月 8 .9 :1  

1919年 7月 14:1  

1920年 1月 64 .8 :1  

1920年 7月 39 .5 :1  

1921年 1月 64 .9 :1  

1921年 7月 76 .7 :1  

1922年 1月 191 .8 :1  

1922年 7月 493 .2 :1  

1923年 1月 17972:1  

1923年 7月 353412:1  

 

40 .  一 個 國 家 外 債 過 多 ， 財 政 結 構 不 健 全 時 ， 常

會 有 貨 幣 貶 值 的 危 機 ， 最 近 南 韓 就 面 臨 這 樣

的 風 暴 。 表 一 是 1914 年 到 1923 年 之 間 ， 某 一

銀 行 對 其 本 國 貨 幣 與 某 外 國 貨 幣 的 匯 率 所 做

的 統 計 。 請 問 ﹕ 這 是 那 兩 種 貨 幣 的 匯 率 ？  

(A)馬 克 兌 美 元  

(B)英 鎊 兌 法 郎  

(C)日 幣 兌 美 元  

(D)港 幣 兌 英 鎊  

 

 

 

 

 

41 .  在 討 論 清 代 台 灣 的 對 外 貿 易 時 ， 老 師 指 出 ： 「 英 國 幾 家 貿 易 公 司 對 台 灣 的 米 、 茶 及

糖 等 產 品 有 很 大 的 興 趣 ， 先 是 透 過 郊 商 (中 國 資 本 的 商 社 )購 買 ， 到 1860年 以 後 ， 開

始 在 台 灣 設 立 代 表 ， 進 行 直 接 貿 易 。 」 對 這 種 轉 變 ， 下 列 那 一 種 看 法 正 確 ？  

(A)英 國 的 蔗 糖 與 茶 原 本 來 自 美 國 ， 但 因 南 北 戰 爭 來 源 中 斷 ， 故 加 強 在 台 灣 採 購  

(B)普 魯 士 在 北 德 地 區 組 關 稅 同 盟 ， 影 響 商 務 ， 英 國 欲 獨 佔 台 灣 貿 易 ， 以 為 對 抗  

(C)法 國 在 非 洲 及 印 度 等 地 與 英 國 進 行 激 烈 競 爭 ， 英 國 欲 獨 霸 遠 東 ， 乃 先 發 制 人  

(D)因 英 、 法 聯 合 對 中 國 施 壓 ， 要 求 開 放 台 灣 ， 中 國 被 迫 同 意 ， 英 國 才 來 台 貿 易  

42 .  一 位 農 家 出 身 的 政 治 人 物 ， 因 工 作 努 力 ， 獲 得 拔 擢 ， 逐 漸 主 導 政 治 發 展 。 他 主 張 改

革 與 開 放，對 內 推 行 民 主，對 外 主 張 和 平。但 因 國 內 經 濟 惡 化，人 民 對 他 產 生 懷 疑 ，

保 守 派 乘 機 發 動 政 變 ， 迫 使 他 去 職 。 這 位 政 治 人 物 是 誰 ？  

(A)何 內 克  (B)華 勒 沙  (C)戈 巴 契 夫  (D)葉 爾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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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一 位 關 心 時 事 的 作 者 描 述 某 個 國 家 ： 「 彈 丸 雖 號 蕞 爾 國 ， 問 鼎 猶 傳 七 百 年 」 ； 但 因

遭 外 國 侵 略 ，「 一 國 從 茲 臣 二 主 ， 兩 姑 未 覺 難 為 婦 」； 後 來 ， 侵 略 國 政 治 發 生 變 化 ，

「 一 旦 維 新 時 事 異 ， 二 百 餘 藩 齊 改 制 」 ， 這 個 國 家 終 難 逃 被 併 吞 的 命 運 。 這 個 國 家

是 ：  

(A)琉 球  (B)朝 鮮  (C)越 南  (D)瑞 士  

 

貳、多重選擇題  

說明：第44至57題，每題的五個選項各自獨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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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五 權 憲 法 中 將 監 察 權 與 考 試 權 獨 立 設 計 ， 與 當 代 西 方 民 主 發 展 的 趨 勢 相 近 ， 以 下 敘

述 那 些 是 正 確 的 ？  

(A)美 國 在 國 務 院 下 另 設 文 官 委 員 會  

(B)法 國 第 五 共 和 也 有 獨 立 的 監 察 機 制  

(C)英 國 的 文 官 委 員 會 獨 立 於 國 會 之 外  

(D)西 方 監 察 長 制 度 首 創 於 瑞 典 ， 芬 蘭 也 設 有 此 一 制 度  

(E)大 英 國 協 國 家 在 一 九 六 ○ 年 後 ， 採 行 獨 立 的 監 察 長 制 度  

45 .  以 下 事 例 中 那 些 真 正 符 合 民 主 政 治 中 「 法 治 」 的 真 諦 ？  

(A)政 府 所 訂 的 法 律 愈 周 詳 ， 使 人 民 能 有 所 依 循 ， 即 表 示 法 治 的 程 度 愈 高  

(B)高 級 官 員 、立 法 委 員 、檢 察 官 ， 甚 至 法 官 ， 如 果 有 犯 罪 嫌 疑 ， 也 應 該 被 偵 查 、起

訴  

(C)司 法 人 員 偵 辦 刑 案 ， 不 因 當 事 人 身 分 之 不 同 ，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D)政 府 只 要 依 法 行 政 ， 即 使 因 而 侵 害 人 民 權 利 ， 人 民 也 不 應 請 求 補 償 或 賠 償  

(E)人 民 如 認 為 某 項 法 律 是 不 合 時 宜 的 ， 即 可 不 必 遵 守  

46 .  自 民 國 八 十 年 迄 今 ， 國 民 大 會 曾 進 行 了 四 次 修 憲 工 作 ， 在 現 行 的 增 修 條 文 中 ， 那 些

民 眾 的 權 益 增 加 了 保 障 ？  

(A)兒 童  (B)婦 女  (C)老 人  (D)原 住 民  (E)身 心 障 礙 者  

47 .  我 國 憲 法 對 於 「 社 會 安 全 」 有 明 文 之 保 障 ， 下 列 敘 述 那 些 符 合 憲 法 所 定 義 的 「 社 會

安 全 」 的 旨 意 ？   

(A)奠 定 社 區 安 寧 與 維 持 環 境 整 潔  

(B)檢 肅 流 氓 盜 匪 增 進 社 會 治 安  

(C)以 國 家 的 力 量 保 障 人 民 最 低 的 生 活 需 求  

(D)以 社 會 保 險 適 度 扶 貧 救 急  

(E)普 遍 推 行 醫 療 保 健 衛 生 制 度  

48 .  最 近 政 府 將 中 鋼 、 三 商 銀 等 公 營 事 業 逐 步 轉 向 民 營 化 ， 請 問 把 這 些 企 業 交 給 民 間 經

營 的 理 由 為 何 ？  

(A)民 間 已 有 能 力 經 營   (B)開 放 民 營 符 合 世 界 潮 流  

(C)政 府 不 宜 與 民 爭 利  (D)民 營 較 公 營 更 有 效 率  

(E)鼓 勵 民 間 大 型 企 業 的 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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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民 國 初 年 ， 中 國 產 業 不 發 達 ， 社 會 上 只 有 大 貧 與 小 貧 ， 政 府 要 開 發 實 業 ， 資 金 籌 措

不 易 ， 孫 中 山 先 生 於 是 發 表 《 實 業 計 畫 》 ， 提 出 數 項 開 發 原 則 。 近 年 來 ， 政 府 在 推

動 某 些 重 大 建 設 時 ， 也 發 生 籌 措 財 源 不 易 的 窘 境 ， 而 採 取 新 的 BOT 模 式 (Bui ld ,  

Opera te ,  Transfe r﹔ 由 民 間 集 資 興 建 ， 特 許 經 營 一 定 期 限 ， 再 移 轉 公 營 )。 這 兩 種 不

同 的 開 發 模 式 ， 其 實 存 在 著 某 些 相 同 的 原 則 ， 這 些 原 則 是 ：  

(A)必 須 順 應 民 意 減 少 抗 爭  

(B)必 須 以 解 決 大 眾 生 活 需 求 為 要 務  

(C)必 須 用 於 生 利 、 具 自 償 能 力 的 事 業  

(D)必 須 用 於 國 防 科 技 、 具 機 密 性 的 產 業  

(E)必 須 因 地 制 宜 ， 兼 顧 經 濟 開 發 與 環 境 生 態 的 保 護  

50 .  南 宋 時 期 ， 許 多 江 浙 商 人 到 福 建 泉 州 做 生 意 。 他 們 可 能 從 事 那 些 貿 易 ？  

(A)將 江 浙 的 食 米 運 銷 到 泉 州 米 行  

(B)將 江 浙 的 棉 布 銷 售 給 泉 州 布 商  

(C)將 江 浙 的 綢 絹 賣 給 泉 州 的 海 商  

(D)將 福 建 生 產 的 瓷 器 運 銷 到 江 浙  

(E)將 福 建 的 甘 藷 運 回 到 江 浙 銷 售  

51 .  「 共 和 」 通 常 是 指 一 種 沒 有 君 主 的 政 治 體 制 。 關 於 「 共 和 」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A)英 國 的 光 榮 革 命 推 翻 了 舊 王 朝 ， 其 建 立 的 新 政 權 ， 就 是 一 種 共 和  

(B)光 榮 革 命 並 未 建 立 共 和 ， 克 倫 威 爾 推 翻 國 王 ， 建 立 的 政 權 才 是 共 和  

(C)法 國 大 革 命 後 ， 國 民 會 議 取 得 了 政 權 ， 制 定 憲 法 ， 也 是 一 種 共 和  

(D)國 民 公 會 將 路 易 十 六 處 死 ， 不 再 設 立 國 王 ， 才 正 式 改 國 體 為 共 和  

(E)法 國 的 共 和 政 體 被 拿 破 崙 破 壞 ， 但 一 八 三 ○ 年 革 命 後 ， 又 重 建 共 和  

52 .  春 秋 時 期 是 一 個 動 盪 不 安 的 時 代 ， 當 時 歷 史 發 展 的 主 要 趨 向 為 何 ？  

(A)各 國 平 民 崛 起 ， 向 貴 族 爭 權 力  

(B)封 建 制 度 崩 潰 ， 列 國 各 自 獨 立  

(C)諸 夏 戎 狄 相 爭 ， 中 原 文 化 面 臨 危 機  

(D)穩 定 中 原 秩 序 成 為 若 干 霸 者 的 號 召  

(E)居 於 中 原 周 邊 的 國 家 無 法 角 逐 霸 業  

53 .  漢 武 帝 與 王 莽 都 曾 擴 大 政 府 對 經 濟 事 務 的 控 制 ， 但 其 時 代 環 境 、 實 施 動 機 和 政 策 內

容 各 有 異 同 。 下 列 比 較 何 者 正 確 ？  

(A)兩 個 時 期 的 社 會 都 出 現 了 貧 富 不 均 的 現 象  

(B)漢 武 帝 復 古 思 想 較 深 ， 王 莽 財 政 動 機 較 強  

(C)漢 武 帝 偏 重 商 業 管 制 ， 王 莽 注 重 土 地 分 配  

(D)王 莽 的 商 業 政 策 承 自 漢 武 帝 ， 沒 有 新 內 容  

(E)兩 個 時 期 的 政 府 都 對 人 口 的 買 賣 實 施 管 制  

54 .  在 西 方 歷 史 上，議 會 往 往 扮 演 監 督 的 角 色，政 府 開 徵 稅 收，必 須 先 獲 得 議 會 的 同 意 ，

否 則 會 遭 到 人 民 的 反 抗 。 下 列 議 會 的 召 開 ， 那 些 與 徵 稅 有 直 接 關 聯 ？  

(A)1215年 英 王 約 翰 召 開 的 貴 族 會 議  

(B)1640年 英 王 查 理 一 世 召 開 的 國 會  

(C)1776年 在 費 城 所 召 開 的 大 陸 會 議  

(D)1789年 法 國 國 王 召 開 的 三 級 會 議  

(E)1848年 日 耳 曼 各 邦 召 開 的 國 民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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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十 九 世 紀 以 後 ， 中 南 美 洲 各 殖 民 地 紛 紛 獨 立 建 國 。 有 關 中 南 美 洲 獨 立 運 動 的 背 景 ，

下 列 分 析 那 些 正 確 ？  

(A)殖 民 活 動 將 西 歐 文 明 帶 入 中 南 美 洲 ， 有 利 文 化 的 發 展 ， 深 受 土 著 的 歡 迎  

(B)殖 民 主 義 者 實 施 高 壓 統 治 ， 人 民 沒 有 機 會 反 抗 ， 只 能 期 待 各 國 伸 張 正 義  

(C)美 國 革 命 後 ， 歐 洲 民 主 思 潮 傳 入 ， 中 南 美 洲 人 民 開 始 起 來 爭 取 政 治 自 由  

(D)中 南 美 是 西 班 牙 殖 民 地 ， 英 國 為 削 弱 西 班 牙 力 量 ， 乃 鼓 動 其 殖 民 地 反 抗  

(E)拿 破 崙 打 敗 西 班 牙 後 ， 英 國 怕 法 國 控 制 中 南 美 ， 故 鼓 動 中 南 美 殖 民 地 獨 立  

56 .  傳 統 中 國 為 一 農 業 社 會 ， 人 民 依 賴 土 地 生 活 ， 與 土 地 關 係 密 切 。 在 中 國 歷 史 上 ， 土

地 所 有 權 與 土 地 利 用 經 歷 多 次 變 化 ， 對 各 時 代 的 農 民 生 活 影 響 甚 大 。 下 列 敘 述 那 些

正 確 ？  

(A)西 周 時 代 土 地 為 貴 族 所 有 ， 農 民 耕 種 所 得 交 給 貴 族 ， 再 由 貴 族 分 配 糧 食  

(B)戰 國 到 秦 漢 時 期 ， 私 人 可 以 擁 有 土 地 ， 農 民 之 間 經 常 有 土 地 買 賣 的 行 為  

(C)三 國 時 代 ， 曹 魏 在 中 原 屯 田 ， 耕 種 國 有 荒 田 是 農 民 維 持 生 活 的 方 式 之 一  

(D)從 北 魏 到 唐 代 中 葉 ， 均 田 制 實 施 ， 原 則 上 須 由 政 府 授 田 ， 才 能 經 營 土 地  

(E)均 田 制 破 壞 以 後 ， 農 民 擁 有 土 地 的 數 量 直 接 影 響 到 他 們 稅 賦 負 擔 的 多 寡  

57 .  博 物 館 的 解 說 員 對 一 群 參 觀 商 朝 文 物 的 遊 客 說 ： 「 這 些 是 殷 墟 出 土 的 龜 甲 ， 我 們 可

自 其 中 獲 得 許 多 有 關 商 代 歷 史 的 知 識 。 」 他 指 的 知 識 包 括 那 些 ？  

(A)商 人 當 時 使 用 的 文 字 已 經 發 展 成 熟  (B)史 書 中 有 關 商 代 世 系 記 載 大 體 可 信  

(C)鬼 神 在 商 人 的 思 想 中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D)商 人 交 通 的 範 圍 不 侷 限 於 中 原 一 隅  

(E)商 業 運 輸 已 是 當 時 的 主 要 經 濟 活 動  

參、題組題  

說明：第58至80題為題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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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9 題 為 題 組  

一 九 九 ○ 年 代 當 蘇 聯 及 東 歐 共 產 政 權 紛 紛 瓦 解 ， 導 致 冷 戰 結 束 時 ， 有 些 人 開 始 樂 觀

地 相 信 意 識 形 態 已 經 不 再 具 有 吸 引 力 ， 但 是 不 旋 踵 卻 爆 發 波 斯 灣 危 機 。 美 國 學 者 杭

亭 頓 乃 提 出 了 「 文 明 衝 突 論 」 的 觀 點 ， 認 為 冷 戰 結 束 後 ， 代 之 而 起 的 ， 將 是 伊 斯 蘭

文 明 與 儒 家 文 明 聯 合 起 來 ， 與 西 方 世 界 的 基 督 教 文 明 相 抗 衡 的 新 衝 突 。  

杭 氏 的 論 述 指 出 西 方 世 界 的 文 化 價 值 隨 著 其 國 力 的 興 盛 而 傳 遍 世 界 ， 但 是 非 西 方 國

家 在 本 身 經 濟 發 展 與 引 進 民 主 選 舉 制 度 後 ， 本 土 意 識 卻 逐 漸 昇 高 ， 並 對 西 方 世 界 將

一 己 的 價 值 強 加 於 其 他 地 區 的 做 法 ， 產 生 高 度 的 排 斥 心 理 。 因 此 ， 杭 氏 呼 籲 北 美 與

歐 洲 的 政 治 領 袖 要 努 力 保 存 及 更 新 西 方 文 明 的 獨 特 價 值 ， 不 必 將 其 他 文 明 重 塑 成 西

方 的 形 象 ， 凡 事 要 以 歐 美 文 明 本 身 的 利 益 為 重 。  

58 .  根 據 以 上 短 文 所 述 ， 杭 氏 的 主 要 觀 點 為 何 ？  

(A)冷 戰 結 束 之 後 ， 人 類 已 不 存 在 意 識 形 態 的 對 抗  

(B)歐 洲 文 明 正 受 到 伊 斯 蘭 與 儒 家 文 明 的 打 壓 ， 已 面 臨 存 亡 絕 續 的 關 頭  

(C)歐 洲 文 明 已 被 世 人 所 肯 定 ， 各 國 本 土 意 識 的 興 起 只 是 一 種 反 潮 流 現 象  

(D)歐 美 文 明 要 繼 續 維 持 優 越 地 位 ， 才 不 會 遭 到 最 嚴 厲 的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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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  杭 氏 眼 中 的 儒 家 文 明 ， 似 乎 會 跟 歐 美 文 明 相 對 抗 ， 但 如 依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觀 念 來 看 ，

應 不 致 如 此 。 下 列 何 者 是 孫 先 生 對 東 西 文 明 的 觀 點 ： (多 選 )  

(A)儒 家 文 明 已 經 過 時 ， 自 然 無 可 對 抗  

(B)儒 家 提 倡 大 同 之 治 ， 所 以 不 會 對 抗  

(C)儒 家 注 重 王 道 文 化 ， 所 以 不 致 對 抗  

(D)中 國 要 學 習 歐 美 長 處 ， 所 以 不 必 對 抗  

(E)儒 家 文 明 與 歐 美 文 明 將 合 為 一 體 ， 所 以 不 會 對 抗  

60-61 題 為 題 組  

圖 1表 示 國 內 近 年 來 多 次 選 舉 中 主 要 政 黨 的 得 票 率 分 布 情 形。根 據 圖 中 的 資 料，中 國

國 民 黨 與 民 主 進 步 黨 的 得 票 率 有 時 會 呈 現 拉 鋸 狀 態 ， 即 某 一 次 選 舉 國 民 黨 的 得 票 率

超 過 民 進 黨 ， 下 一 次 選 舉 則 民 進 黨 超 過 國 民 黨 ， 有 人 稱 此 種 現 象 為 「 鐘 擺 效 應 」 。

請 問 ：  

 

圖 1  

 

60 .  民 進 黨 在 圖 中 有 兩 次 選 舉 之 得 票 率 超 過 國 民 黨 。 這 兩 次 選 舉 是 ： （ 多 選 ）  

(A)82年 縣 市 長 選 舉  

(B)83年 台 北 市 長 選 舉  

(C)84年 立 法 委 員 選 舉  

(D)85年 國 大 代 表 選 舉  

(E)86年 縣 市 長 選 舉  

61 .  國 民 黨 與 民 進 黨 的 「 鐘 擺 效 應 」 出 現 於 圖 中 那 些 年 度 的 選 舉 之 間 ： （ 多 選 ）  

(A)82－ 83年  (B)83－ 84年  (C)84－ 85年  (D)85－ 86年  (E)86－ 8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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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4 題 為 題 組  

聯 勤 總 部 測 量 署 出 版 的 臺 灣 地 形 圖 都 繪 有 方 格 網。圖 2是 該 單 位 某 年 出 版 的 地 形 圖 的

一 部 分 ， 請 問 ：  

圖 2  

62 .  圖 中 (甲 )所 代 表 的 水 域 ，  稱 為 ：  

(A)槽 湖  (B)溺 谷  (C)潟 湖   

(D)峽 灣  (E)牛 軛 湖  

63 .  地 圖 中 繪 製 方 格 網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  

(A)增 加 地 圖 的 美 觀   

(B)利 於 等 高 線 的 繪 製  

(C)便 於 地 形 剖 面 的 透 視  

(D)可 直 接 判 讀 經 緯 度 的 度 數  

(E)利 於 辨 別 地 形 地 物 的 位 置  

 

 

 

 

64 .  圖 中 每 一 方 格 的 實 際 面 積 為 多 少 平 方 公 里 ？  

(A)1  (B)2  (C)4  (D)5  (E)10  

65-67 題 為 題 組  

亞 洲 幅 員 廣 大，在 氣 候 上 可 區 分 為 四 大 氣 候 區；在 地 形 上，則 可 區 分 為 五 大 地 形 區 ，

如 表 二 。  

表 二  

氣 候 分 區  地 形 分 區  

甲 、 季 風 氣 候 區  子 、 東 亞 島 弧 區  
乙 、 高 地 氣 候 區  丑 、 沿 海 半 島 區  
丙 、 乾 燥 氣 候 區  寅 、 東 亞 平 原 高 原 山 地 區  
丁 、 寒 冷 氣 候 區  卯 、 亞 洲 西 南 部 高 山 高 原 區  

 辰 、 亞 洲 北 部 平 原 山 地 區  

請 問 ：  

65 .  回 教 發 祥 地 位 於 那 一 氣 候 區 和 地 形 區 ？  

(A)甲 子   (B)乙 寅   (C)丙 丑  (D)丙 卯  (E)丁 辰  

66 .  亞 洲 工 業 最 發 達 ， 經 濟 最 繁 榮 的 國 家 ， 位 於 那 一 氣 候 區 和 那 一 地 形 區 ？  

(A)甲 子  (B)甲 丑  (C)乙 寅  (D)丙 辰  (E)丁 卯  

67 .  亞 洲 「 殖 民 地 式 經 濟 」 色 彩 最 濃 厚 的 地 區 ， 位 在 那 一 氣 候 區 和 那 二 地 形 區 ？  

(A)甲 子 丑  (B)甲 丑 寅  (C)乙 丑 卯  (D)乙 寅 卯  (E)丙 丑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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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0 題 為 題 組  

 

圖 3是 大 甲 溪 中 游 某 種 河 流 地 形 的 透 視 圖 。 請 問 ：  

68 .  圖 中 所 展 示 的 河 流 地 形 ， 稱 為 什 麼 ？  

(A)河 階  (B)沖 積 扇  (C)氾 濫 原  (D)基 蝕 坡  (E)搶 水 灣  

69 .  圖 中 所 展 示 的 河 流 地 形 是 那 兩 種 營 力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A)崩 壞 與 風 化  (B)風 化 與 堆 積  

(C)堆 積 與 侵 蝕  (D)侵 蝕 與 溶 蝕  

(E)溶 蝕 與 崩 壞  

70 .  圖 中 甲 、 乙 、 丙 、 丁 、 戊  五 地 點 中 ， 何 者 最 可 能 有 湧 泉 出 現 ？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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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3 題 為 題 組  

獨 立 國 家 國 協 全 域 可 分 成 (甲 )俄 羅 斯 大 平 原；(乙 )西 部

西 伯 利 亞 平 原 ； (丙 )中 部 西 伯 利 亞 高 原 ； (丁 )東 部 西 伯

利 亞 山 地 ； ( 戊 ) 中 亞 內 陸 盆 地 等 五 大 地 形 區 。 由 於 各

地 形 區 環 境 不 同 ， 區 域 特 性 也 不 一 致 。 請 問 ：  

71 .  那 一 地 形 區 曾 在 第 四 紀 時 為 大 陸 冰 河 所 盤 據 ， 留 下 大

量 冰 河 地 形 ？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72 .  棉 花 為 獨 立 國 家 國 協 重 要 的 經 濟 作 物 之 一 。 獨 立 國 家

國 協 的 棉 田 主 要 分 布 在 那 一 個 地 形 區 ?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73 .  圖 4為 某 一 氣 候 類 型 的 典 型 氣 溫 雨 量 圖。該 種 氣 候 類 型

最 可 能 出 現 在 那 一 地 形 區 ？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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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6 題 為 題 組  

圖 5為 二 次 大 戰 前 ， 歐 洲 各 地 農 業 集

約 度 的 示 意 圖。圖 中 的 數 值 係 農 業 集

約 度 指 數，指 數 愈 高，表 示 集 約 度 愈

大 ； 反 之 則 愈 小 。 請 問 ：  

74 .  圖 中 (甲 )所 在 的 海 域 是 那 個 海 ？  

(A)北 海  

(B)白 海  

(C)地 中 海  

(D)波 羅 的 海  

(E)亞 得 里 亞 海  

75 .  酪 農 業 最 可 能 出 現 在 多 少 集 約 度 指

數 的 地 區 ？  
圖 5 (A)75以 下  

(B)75到 100之 間  

(C)100到 125之 間  

(D)125到 150之 間  

(E)150以 上  

76 .  圖 中 集 約 度 指 數 分 布 的 空 間 差 異 與 下 列 那 一 項 因 素 關 係 最 密 切 ？  

(A)降 雨 日 數  (B)水 利 設 施  (C)土 壤 沃 度  (D)工 業 分 布  (E)地 勢 起 伏  

77-78 題 為 題 組  

漫 畫 的 出 現 甚 早 ， 許 多 政 府 曾 拿 它 做 宣 傳 的 工

具 ， 這 一 張 出 現 在 1790年 代 末 期 的 漫 畫 就 是 明

證 。 請 問 ：  

圖 6 

 

圖 6 

77 .  圖 6右 下 方 一 位 自 稱 為「 小 約 翰 牛 (L i t t l e  Johnny  

Bul l )」的 人 物 ， 企 圖 阻 止 這 位 在 義 大 利 戰 場 獲

勝 的 將 軍 繼 續 對 外 擴 張 ， 雙 方 發 生 衝 突 ， 持 續

相 當 久 。 根 據 你 對 歷 史 的 瞭 解 ， 這 個 「 小 約 翰

牛 」 是 指 那 一 個 國 家 ？  

(A)荷 蘭  (B)英 國  

(C)西 班 牙  (D)奧 地 利  

78 .  在 雙 方 的 長 期 衝 突 中 ， 這 位 將 領 採 用 什 麼 方 法

來 對 付 「 小 約 翰 牛 」 ？  

(A)發 動 半 島 戰 爭  (B)採 用 經 濟 封 鎖  

(C)迫 使 割 讓 領 土  (D)冊 立 他 人 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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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0 題 為 題 組  

西 元 1921年 ， 列 強 為 了 調 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太 平 洋 地 區 的 國 際 秩 序 ， 特 別 邀 請 相

關 國 家 會 商 。 一 位 近 代 史 學 者 在 回 憶 錄 中 談 到 這 個 會 議 ： 「 會 議 原 意 在 裁 減 海 軍 ，

這 和 中 國 幾 乎 沒 有 關 係 ， 中 國 事 實 上 等 於 沒 有 海 軍 ， 列 強 間 對 海 軍 的 限 制 對 中 國 是

沒 有 影 響 的 。 但 會 議 中 也 要 討 論 一 些 有 關 中 國 的 問 題 … … 」 請 問 ：  

79 .  下 列 那 些 國 家 參 加 了 限 制 海 軍 發 展 的 會 議 ？ (多 選 )  

(A)法 國  (B)德 國  (C)俄 國  (D)義 大 利  (E)日 本  

80 .  這 個 會 議 談 論 到 那 些 與 中 國 有 關 的 問 題 ？ (多 選 )  

(A)租 界 及 租 借 地  (B)山 東 的 鐵 路  (C)青 島 的 權 益  

(D)承 認 孫 中 山 政 府  (E)撤 退 外 蒙 紅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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