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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㆒選擇題  
說明：第1至50題為單㆒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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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學 習 冰 河 ㆞ 形 的 過 程 ㆗，了 解 蛇 丘、鼓 丘、外 洗 扇 等 小 ㆞ 形 的 分 布，有 助 於 釐 清 ㆘

列 那 ㆒ 項 問 題 ？  
(A)冰 河 冰 的 厚 度  ( B )冰 河 的 壽 命  (C)冰 河 冰 的 密 度  
(D)冰 河 消 融 的 方 向  (E )冰 河 移 動 的 速 度  

 
2 .  民 國 8 8年 九 ㆓ ㆒ 集 集 大 ㆞ 震 時 ， 橫 跨 大 ㆙ 溪 的 石 岡 壩 體 左 右 兩 側 發 生 約 達 7公 尺 的 垂

直 相 對 位 移 ， 使 壩 體 嚴 重 損 毀 、 水 壩 潰 決 。 造 成 壩 體 嚴 重 損 毀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  
(A)土 壤 液 化  ( B )岩 層 變 位  (C)河 床 採 砂  
(D)侵 蝕 基 準 ㆘ 移  (E )壩 基 被 河 水 沖 刷   

 
3 .  近 年 來 科 學 家 研 發 太 陽 能 電 池，將 太 陽 能 轉 為 電 能。不 過，太 陽 能 電 池 需 要 夠 長 的 日

照，才 能 持 續 發 電，達 到 實 用 的 目 的。若 祇 單 純 考 量 年 平 均 日 照 時 數，㆘ 列 何 ㆞ 比 較

適 合 開 發 太 陽 能 發 電 ？  
(A)蘭 陽 平 原  ( B )台 北 盆 ㆞  (C)桃 園 台 ㆞  (D)埔 里 盆 ㆞  (E )澎 湖 群 島  

 
4 .  ㆒ 般 而 言，台 灣 對 外 貿 易 依 存 度 頗 高。㆘ 列 那 ㆒ 項 民 國 8 6年 的 貿 易 資 料，最 足 以 支 持

此 ㆒ 論 點 ？  
(A)貿 易 出 超 達 7 6 . 6億 美 元  ( B )貿 易 總 額 達 2 3 6 5 . 1億 美 元      
(C)貿 易 總 額 佔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8 2 . 6 % ( D)工 業 產 品 出 口 額 ， 佔 總 出 口 額 的 9 7 . 9 % 
(E)從 日 本 的 進 口 額 ， 佔 總 進 口 額 的 2 5 . 4 % 

 
5 .  長 久 以 來，㆟ 民 在 洞 庭 湖 ㆒ 帶 圍 湖 造 田，實 在 是 因 為 此 處 的 河 川 有「 不 圍 也 生 洲 」的

特 性 ， 請 問 造 成 此 種 河 川 水 文 特 性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何 ？  
(A)河 水 滲 漏 增 加  ( B )㆟ 工 填 土 造 田  (C)侵 蝕 基 準 ㆘ 移  
(D)河 流 流 幅 變 寬  (E )河 床 坡 度 增 加  

 
6 .  「 青 康 藏 ㆞ 區 的 居 民，多 採 農 牧 並 重 的 經 營。農 作 物 以 玉 米、小 麥、青 稞 為 主，畜 牧

則 有 山 牧 季 移 和 放 牧 ㆓ 種 形 式。」該 ㆞ 區 農 業 活 動 的 特 色，最 直 接 反 映 的 ㆞ 理 意 義 是

什 麼 ？  
(A)宗 教 信 仰 單 純  ( B )㆞ 勢 高 低 懸 殊  (C)民 族 種 類 繁 多  
(D)土 壤 肥 瘠 兩 極  (E )農 業 政 策 影 響  

 
7 .  獨 立 國 協 全 境 有 五 大 工 業 區 ，即 ㆙ ― 頓 巴 次

工 業 區 、㆚ ― 莫 斯 科 工 業 區 、 ㆛ ― 烏 拉 山 工

業 區 、㆜ ― 庫 斯 巴 次 工 業 區 、 戊 ― 貝 加 爾 湖

工 業 區 ， 其 分 布 如 圖 1所 示 。 請 問 那 些 工 業

區 在 俄 羅 斯 境 內 ？  
(A)㆙ ㆚ ㆛ ㆜  ( B )㆚ ㆛ ㆜ 戊  
(C)㆙ ㆛ ㆜ 戊  (D)㆙ ㆚ ㆜ 戊  
(E )㆙ ㆚ ㆛ 戊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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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西 歐 的 自 然 環 境 適 合 各 種 產 業 發 展，唯 獨 對 農 業 活 動 略 有 限 制。就 穀 類 作 物 而 言，西

歐 發 展 農 業 最 不 利 的 自 然 條 件 是 什 麼 ？  
(A)熱 量 不 足  ( B )降 水 過 多  (C)西 風 強 勁  
(D)排 水 不 良  (E )土 壤 貧 瘠  

 
9 .  十 九 世 紀 ㆗ 葉 以 前 ， 世 界 各 ㆞ 的 農 業 活 動 主 要 依 賴 ㆟ 力 與 獸 力 種 ㆞ 收 成 ， 直 到 1 8 8 9

年 第 ㆒ 具 曳 引 機 於 ㆙ ㆞ 問 世 後，履 帶 式 或 輪 子 式 的 農 耕 工 具 才 開 始 普 及。以 ㆙ ㆞ 的 發

展 為 例， 1 9 0 7年 僅 有 六 百 多 輛 曳 引 機，到 了 1 9 5 0年 則 多 達 ㆔ 百 ㆕ 十 萬 輛。請 問 ㆙ ㆞ 最

可 能 出 現 在 ㆘ 列 那 ㆒ ㆞ 區 ？  
(A)北 美 大 平 原  ( B )阿 根 廷 彭 巴 草 原  (C)㆗ 國 松 遼 平 原  
(D)東 歐 平 原  (E )澳 洲 西 部 低 ㆞  

 
1 0 .  ㆗ 國 大 陸 預 計 未 來 ㆒、㆓ 十 年 內，在 其 西 南 邊 境 各 河 川 建 設 ㆒ 系 列 的 水 壩，完 成 後 可

能 影 響 鄰 國 的 水 源 。 ㆘ 列 河 川 ㆗ ， 那 ㆒ 條 河 流 的 水 源 不 會 受 到 這 些 計 畫 的 影 響 ？  
(A)湄 公 河  ( B )昭 披 耶 河  (C)薩 爾 溫 江  (D)伊 洛 瓦 底 江  (E )布 拉 馬 普 特 拉 河  

 
1 1 .  「 加 拿 大 ㆗ 部 湖 泊 大 平 原 和 東 部 拉 布 拉 多 高 原 的 ㆞ 層，均 為 古 老 的 結 晶 岩 塊。」加 拿

大 的 那 ㆒ 項 ㆞ 理 特 性 ， 和 引 文 ㆗ 所 述 的 ㆞ 質 背 景 關 係 最 密 切 ？  
(A)海 岸 曲 折 多 港 灣  ( B )河 川 多 成 放 射 狀 分 布       
(C)㆞ 表 曾 遭 大 陸 冰 河 侵 蝕  (D)金 屬 礦 物 資 源 蘊 藏 豐 富  
(E )農 業 多 採 大 規 模 機 械 耕 作  

 

1 2 .  圖 2為 某 ㆞ 區 森 林 之 樹 種 分 布 調 查 結 果 示 意 圖 ， 各 種

符 號 代 表 不 同 的 樹 種。請 問 該 ㆞ 區 最 可 能 位 於 ㆘ 列 那

㆒ 個 國 家 ？  
(A)日 本  
( B )巴 西  
(C)芬 蘭  
(D)加 拿 大  
(E )羅 馬 尼 亞  

 

 
1 3 .  象 棋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遊 戲。先 秦 時 期，象 棋 是 以 象 牙 製 成

現 在 通 行 的 象 棋「 車、馬、炮 」，是 指 井 陘 車 、戰 馬 及

這 樣 的 演 變 ， 最 早 應 在 何 時 完 成 ﹖  
(A)漢 代  ( B )唐 代  (C)宋 代  

 
1 4 .  某 生 暑 假 參 觀 某 ㆞ 的 古 蹟，導 遊 說 此 ㆞ 曾 經 是 太 平 ㆝ 國

衙 門 。 這 處 古 蹟 應 當 座 落 於 何 處 ﹖  
(A)㆖ 海  ( B )南 京  (C)廣 州  

 
1 5 .  在 先 秦 的 九 流 十 家 ㆗，那 ㆒ 種 思 想 在 結 束 戰 國 時 代、開

最 大 的 作 用 ？  
(A)儒 家  ( B )道 家  (C)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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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白 各 六，以 後 逐 漸 演 變 。

襄 陽 炮 。根 據 歷 史 知 識 判 斷 ，

 (D)明 代  

的 王 府，後 來 改 建 為 兩 江 總 督

 (D)揚 州  

創 統 ㆒ 帝 國 的 過 程 ㆗，發 揮 了

 (D)法 家  

圖 2 
1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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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㆒ 群 群 的 ㆗、小 學 生，起 先 在 政 府 的 號 召 ㆘，把 他 們 的 老 師、校 長 抓 起 來 審 判；然 後

坐 著 免 費 火 車 到 全 國 各 ㆞ 去 串 連；最 後 卻 被 政 府 送 到 農 村 去 勞 動。這 種 現 象 發 生 的 背

景 為 何 ？  
(A)法 國 大 革 命  ( B )俄 國 的 十 月 革 命  
(C)㆗ 國 的 五 ㆕ 運 動  (D)㆗ 國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1 7 .  表 1是 某 ㆞ 在 1 9 2 1年 及 1 9 3 1年 對 居 民 祖 籍 的 調 查 。 根 據 你 的 歷 史 知 識 ， 這 應 當 是 那 ㆒

個 ㆞ 方 ﹖  
(A)  新 加 坡  
( B )  香 港  
(C)  台 灣  
(D)澳 門  

 
 
 
1 8 .  根 據 史 書 記 載，南 北 朝 初 期，某

有 酋 帥 ， 部 落 分 ㆞ ， 不 相 統 攝

(A)匈 奴  ( B )羯  
 
1 9 .  ㆒ 位 知 識 分 子 給 朋 友 寫 信 說：「

才 常 以 後，若 沈 藎、史 堅 如、吳

羞 也 。 」 此 處 的 「 光 復 」 是 指

(A)太 平 ㆝ 國 起 事  ( B )推 翻 滿

 
2 0 .詩 ㆟ 寫 了 ㆒ 首〈 詠 牡 丹 詩 〉，其

到 誅 戮。當 時 知 識 分 子 的 處 世 態

必 焚 毀 」 。 這 種 情 況 應 是 發 生

(A)明 朝 ㆗ 期  ( B )清 朝 初

 
2 1 .  自 秦 至 清，歷 代 建 都 ㆞ 點 的 變 遷

適 當 ？  
(A)歷 史 重 心 從 西 向 東 移 動  
(C)歷 代 外 患 從 西 北 轉 為 西 南  

 
2 2 .  歷 史 ㆖ 有 些 時 期，國 家 制 度 發 生

發 展 的 敘 述 ㆗ ， 那 些 可 稱 為 國

㆙ 、 商 周 之 際 ， 王 國 變 為 封 建

㆛ 、 ㆔ 國 時 代 ， 統 ㆒ 變 成 分 裂

(A)㆙ ㆜  ( B )㆚ ㆜  
 
2 3 .  有 ㆒ 個 時 期，統 治 者 ㆘ 令 組 成「

展 教 育 教 化，改 善 並 振 興 產 業，

扶 皇 運 」 。 這 應 該 是 那 ㆒ 個 時

(A)太 平 軍 建 國 時  
(C)對 日 抗 戰 初 期  

 

表 1    某㆞華㆟㆟口的祖籍分布 

籍

廣

廣

福

 1 9 2 1  1 9 3 1  

貫  ㆟ 口 數  比 例 (%)  ㆟ 口 數  比 例 (%)  
東  7 4 7 , 6 8 0  6 3 . 8 1  1 , 0 4 1 , 2 7 1  6 1 . 0 9  
西     9 9 8  0 . 0 9     4 6 , 0 9 5  2 . 7 0  
建  3 9 8 , 5 6 6  3 4 . 0 1   5 8 6,0 6 1  3 4 . 3 8  
族 的 居 ㆞ 是：「 東 接 ㆗ 國，西 通 西 域，長 數 千 里，各

。 」 這 應 當 是 指 那 ㆒ 族 ﹖  
(C)羌   (D)鮮 卑  

光 復 之 事，不 可 ㆒ 日 緩，而 男 子 死 於 謀 光 復 者，自 唐

樾 諸 君 子，不 乏 其 ㆟。而 女 子 則 無 聞 焉，亦 吾 女 界 之

：  
清  (C)打 倒 軍 閥  (D)台 灣 抗 日  

㆗ 有 ㆒ 句：「 奪 朱 非 正 色、異 種 也 稱 王 。」他 因 此 遭

度 也 變 成「 從 不 以 字 跡 與 ㆟ 交 往，偶 有 無 用 稿 紙，亦

在 那 ㆒ 個 時 期 ﹖  
期  (C)清 朝 末 期  (D)日 據 時 期  

反 映 出 歷 史 發 展 的 趨 勢。㆘ 列 ㆕ 種 敘 述 ㆗，何 者 最 為

( B )歷 史 重 心 從 北 向 南 移 動  
(D)歷 代 外 患 從 東 北 轉 為 西 北  

重 大 變 化，可 以 稱 為「 大 變 局 」。㆘ 列 ㆕ 個 有 關 歷 史

家 制 度 發 生 重 大 變 化 的 「 大 變 局 」 ？  
  ㆚ 、 周 秦 之 際 ， 封 建 變 為 郡 縣  
  ㆜ 、 清 末 民 初 ， 專 制 變 為 共 和  

(C)㆙ ㆛  (D)㆚ ㆛  

振 興 會 」，奉 行 五 大 綱 領，包 括：貫 徹 皇 國 精 神，推

融 合 民 族，打 破 陋 習。希 望 能 夠 加 強 國 民 意 識，以「 翼

期 的 作 為 ？  
( B )清 末 自 強 運 動 時 期  
(D)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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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史 書 ㆖ 說：北 周 府 兵 先 是 從 關 隴 ㆞ 方 ㆖ 有 財 勢 的 ㆟ 戶 ㆗ 召 募，再 從 均 田 制 ㆘ 的 農 民 ㆗

召 募 ， 於 是 出 現 「 夏 (漢 )㆟ 半 為 兵 」 的 局 面 。 請 問 北 周 府 兵 的 召 募 從 「 關 隴 豪 右 」 轉

變 到 「 均 田 農 民 」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什 麼 ？  
(A)擴 大 兵 源 ， 增 強 戰 力  ( B )豪 右 子 弟 ， 貪 生 畏 死  
(C)農 民 樸 質 ， 便 於 操 控  (D)漢 ㆟ 執 政 ， 不 信 胡 族  
 

2 5 .  表 2是 清 康 熙 時 期 的 ㆒ 個 財 政 統 計。請 問 這 個

表 應 當 如 何 理 解 ？  
(A)當 時 處 於 內 憂 外 患 ， 軍 費 不 斷 增 加  
( B )當 時 對 外 貿 易 興 盛 ， 貿 易 總 額 增 加  
(C)當 時 國 家 安 定 繁 榮 ， 庫 存 盈 餘 增 加  
(D)當 時 由 於 外 貿 發 達 ， 關 稅 收 入 增 加  

 
 
 
2 6 .  魏 晉 時 期 ， 吳 郡 、 會 稽 等 東 南 數 郡 (今 寧 波 )的 商 業

˙ ㆞ 理 志 》 說 該 ㆞ ： 「 川 澤 沃 衍 ， 有 海 陸 之 饒 ，

君 子 尚 禮，故 風 俗 澄 清。」南 宋 王 象 之 編 撰《 輿

段 文 字 寫 成「 川 澤 沃 衍，風 俗 澄 清，海 陸 珍 異 所

文 字 ， 然 後 選 出 妥 當 的 解 釋 。  
(A)王 象 之 的 文 章 將 《 隋 書 ˙ ㆞ 理 志 》 的 記 載 加 以

不 會 發 生 誤 會  
( B )王 象 之 的 文 字 ， 雖 說 是 引 用 《 隋 書 ˙ ㆞ 理 志 》

沒 有 關 係  
(C)王 象 之 用 較 為 簡 要 的 文 字 ， 把 隋 代 該 ㆞ 國 際 貿

(D)  王 象 之 把 自 己 時 代 的 情 況 ， 依 附 在 隋 代 記 載 ㆖

並 不 正 確  
 
2 7 .《 漢 書 ˙ ㆞ 理 志 》對 各 ㆞ 的 風 俗 有 不 少 描 述。這 裡

的 記 載 ， 改 成 白 話 如 ㆘ ：  
㆙：「 此 ㆞ 離 聖 ㆟ 之 時 已 經 久 遠，㆟ 口 不 少，廣

愛 錢，喜 歡 從 事 商 業。好 批 評 別 ㆟，並 不 老

過 其 他 ㆞ 區 。 」  
㆚：「 這 裡 五 方 雜 處，風 俗 不 純。世 家 講 究 禮 節

平 ， 有 時 也 狼 狽 為 奸 。 」  
㆛：「 文 翁 作 太 守 之 時，教 ㆟ 們 讀 書 學 律，㆟ 們

司 馬 相 如 以 文 學 美 妙 享 有 盛 名 ， ㆟ ㆟ 都 想 效

這 ㆔ 段 文 字 應 如 何 配 對 ﹖  
(A)㆙ ― 魯 ㆞ 、 ㆚ —關 ㆗ 、 ㆛ —巴 蜀  ( B )㆙
(C)㆙ ― 關 ㆗ 、 ㆚ —魯 ㆞ 、 ㆛ —巴 蜀  (D)㆙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表 2     單位：兩／白銀 
熙 十 年 (西 元 1 6 7 1年 )  2 , 4 8 8 , 4 9 2  

熙 十 ㆒ 年  1 8 , 0 9 6 , 8 5 0  
熙 十 ㆓ 年  2 1 , 3 5 8 , 0 0 6  
熙 ㆓ 十 六 年  2 8 , 9 6 4 , 4 9 9  

熙 ㆔ 十 年     3 1 , 8 4 9 , 7 1 9  

熙 ㆔ 十 ㆔ 年  4 1 , 0 0 7 , 7 9 0  
- 4 - 

已 經 相 當 發 達 。 唐 初 編 修 的 《 隋 書

珍 異 所 聚 ， 故 商 賈 並 湊 (聚 集 )， 其 ㆟

㆞ 紀 勝 》時，將《 隋 書 ˙ ㆞ 理 志 》這

聚，蕃 漢 商 賈 並 湊。」請 比 較 這 兩 段

整 理 ， 很 能 保 持 原 文 的 含 義 ， 讀 者

， 但 並 非 摘 錄 ， 內 容 亦 不 同 ， 兩 者

易 港 的 景 象 ， 生 動 的 描 寫 出 來  
， 認 為 該 ㆞ 在 隋 代 就 有 國 際 貿 易 ，

摘 取 ㆔ 段 與 關 ㆗、巴 蜀 及 魯 ㆞ 有 關

種 桑 麻，並 沒 有 山 林 川 澤。㆟ 民 節 儉

實，講 究 表 面 形 式。但 好 學 之 心，勝

，富 ㆟ 經 商 賺 錢，豪 傑 之 士 好 打 抱 不

不 能 遵 守 良 風 美 俗，反 而 巴 結 權 勢 ；

法 。 」  

― 魯 ㆞ 、 ㆚ ― 巴 蜀 、 ㆛ ― 關 ㆗  
― 關 ㆗ 、 ㆚ ― 巴 蜀 、 ㆛ ― 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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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 列 有 關 1 6世 紀 歐 洲 歷 史 的 敘 述 ， 何 者 對 1 6世 紀 的 ㆗ 國 有 直 接 影 響 ？  
(A)西 班 牙 ㆟ 在 ㆗ 美 洲 大 量 開 採 白 銀 ， 使 白 銀 通 行 各 ㆞  
( B )英 國 積 極 生 產 各 種 布 料 及 羊 毛 ， 運 往 其 他 國 家 銷 售  
(C)紐 倫 堡 商 ㆟ 利 用 匈 牙 利 的 銅 礦 製 成 貨 幣 ， 銷 往 各 ㆞  
(D)米 蘭 的 銀 行 家 靈 活 運 用 金 錢 ， 影 響 其 他 國 家 的 政 策  

 
2 9 .  唐 末 詩 ㆟ 韋 莊 有 ㆒ 首 名 為〈 金 陵 圖 〉的 詩：「 江 雨 霏 霏 江 草 齊，六 朝 如 夢 鳥 空 啼，無

情 最 是 台 城 柳，依 舊 煙 籠 十 里 堤。」詩 ㆟ 所 述 的「 六 朝 」，應 該 是 ㆒ 種 怎 樣 的 氣 氛 ？  
(A)宏 偉 的 帝 國 ， 壯 麗 的 宮 殿 ， 街 道 ㆖ 市 場 裡 各 國 使 節 與 商 ㆟ 熙 來 攘 往 ， 整 個 都 城 熱

鬧 非 凡  
( B )世 家 大 族 的 子 弟 們 ， 言 談 妙 美 ， 崇 佛 信 道 ， 香 車 駿 馬 ， 錦 衣 玉 食 ， 身 居 高 位 卻 不

理 政 事  
(C)粗 獷 慓 悍 的 騎 士 們 ， 奔 馳 在 浩 瀚 無 際 的 大 草 原 ㆖ ， 每 遇 ㆝ 災 或 貿 易 不 順 利 ， 就 南

㆘ 牧 馬  
(D)城 市 裡 工 商 業 相 當 發 達 ， 成 為 ㆕ 周 物 產 集 散 ㆗ 心 。 市 民 看 戲 劇 ， 聽 說 書 ， 娛 樂 生

活 豐 富  
 
3 0 .  西 元 1 9 1 0年 左 右，陜 西 臨 潼 ㆞ 方 的 農 民 挖 井 取 水，不 數 日，井 水 竟 然 枯 竭。農 民 查 看

究 竟 時，發 現 井 壁 有 ㆒ 個 真 ㆟ 大 小 的「 怪 物 」，認 為 就 是 此 物 作 祟，以 致 水 源 枯 竭 。

於 是 把 它 吊 出 井 外 ， 曝 曬 數 日 後 打 碎 。 這 段 敘 述 應 如 何 理 解 最 為 適 當 ﹖  
(A)㆗ 國 社 會 ㆒ 直 流 傳 許 多 鬼 怪 故 事 ， 到 2 0世 紀 初 仍 相 當 盛 行 ， 尤 其 是 在 華 北 ㆒ 帶 。

這 是 其 ㆗ 的 ㆒ 例   
( B )此 故 事 反 映 2 0世 紀 初 華 北 ㆞ 區 大 旱 ， 農 民 必 須 打 井 取 水 ， 但 因 技 術 落 後 ， 只 有 怪

罪 於 「 怪 物 」  
(C)當 時 的 農 民 已 經 發 現 了 「 秦 俑 」 ， 但 不 知 其 來 歷 ， 又 未 探 索 其 究 竟 ， 更 不 了 解 它

的 價 值  
(D)舉 世 矚 目 的 「 秦 俑 」 在 此 時 已 正 式 發 現 ， 並 公 諸 於 世 ， 開 啟 了 2 0世 紀 最 重 要 考 古

發 現 的 序 幕  
 
3 1 .  ㆒ 位 女 士 回 憶 某 ㆒ 事 件 說：「 當 時 全 家 被 困 在 政 治 孤 島 之 ㆗，物 資 極 度 缺 乏，連 牛 奶 、

衛 生 紙 及 冬 ㆝ 取 暖 用 的 煤，都 是 美 軍 利 用 飛 機，搭 起 空 ㆗ 橋 樑 運 送 進 來。這 種 生 活 大

概 持 續 了 ㆒ 年，直 到 蘇 聯 軍 隊 解 除 封 鎖，情 況 才 得 以 改 善。」這 位 女 士 所 說 的 事 件 是 ： 
(A)布 拉 格 之 春  ( B )柏 林 危 機  (C)韓 戰   (D)越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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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西 元 1 9 2 7年 7月 1 6日 ， ㆖ 海 《 字 林 西 報 》 有 ㆒ 幅 漫 畫 (圖
3 )，諷 刺 某 方 勢 力 的 大 手 緊 緊 抓 住 ㆖ 海、壓 榨 ㆖ 海：對

煙 草 課 以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稅 、 對 煤 炭 課 以 百 分 之 十 的 稅 、

奢 侈 品 課 以 百 分 之 ㆓ 點 五 的 稅、出 口 課 以 百 分 之 ㆓ 點 五

的 稅 等 等 。 這 幅 漫 畫 的 主 題 應 該 為 何 ？  
(A)批 評 國 民 政 府 在 ㆖ 海 增 稅 ， 籌 措 北 伐 軍 費  
( B )反 對 英 國 ㆟ 在 ㆖ 海 侵 奪 ㆗ 國 的 關 稅 自 主 權  
(C)攻 擊 日 本 軍 部 擅 自 在 ㆖ 海 徵 稅 ， 壓 榨 市 民  
(D)指 責 ㆗ 共 在 ㆖ 海 利 用 增 稅 來 打 擊 資 本 家 們  

 
 
 
 
 
 
3 3 .  有 ㆒ 本 清 代 史 書 蒐 集 了 ㆒ 些 資 料 。 這 些 資 料 依 序 排 列 如 ㆘ ：  

「 自 洪 武 至 弘 治 年 間 ， 朝 廷 風 氣 淳 實 ， 提 出 的 建 言 大 都 很 公 正 ， 較 少 偏 激 。 」  
「 萬 曆 ㆗，張 居 正 攬 權，官 員 不 敢 提 出 批 評；萬 曆 末，皇 帝 怠 於 政 事，朝 廷 大 臣 言 論

激 烈 ， 形 成 朋 黨 ， 相 互 攻 訐 。 」  
「 末 年 宦 官 當 權 ， 某 些 言 官 與 宦 官 勾 結 ， 風 氣 敗 壞 ， 以 致 滅 亡 。 」  
綜 合 這 些 資 料 的 敘 述 ， 應 給 予 怎 樣 的 標 題 最 恰 當 ？  
(A)明 代 朝 廷 言 論 風 氣 前 後 不 同    ( B )明 代 士 大 夫 對 國 家 政 事 的 關 懷 與 表 現  
(C)明 代 廷 官 員 對 宦 官 亂 政 的 激 烈 抗 爭  (D)明 代 士 大 夫 對 於 權 臣 與 宦 官 的 批 判  
 

3 4 .  有 ㆒ 份 由 外 國 大 使 館 轉 給 政 府 的 陳 情 書 說：「 台 灣 此 次 民 變，純 為 反 對 貪 污 官 僚，要

求 政 治 改 革，並 無 其 他 作 用，請 萬 勿 派 兵 來 台，以 免 再 激 民 心，並 懇 迅 速 派 大 員 蒞 台

調 處 ， 則 國 家 幸 甚 。 」 這 封 陳 情 書 的 時 機 為 何 ﹖  
(A)㆙ 午 戰 爭  ( B )五 ㆕ 運 動  (C)日 本 戰 敗 投 降  (D)㆓ ㆓ 八 事 變  

 
3 5 .  西 元 1 9 5 0年，韓 戰 爆 發。台 灣 ㆒ 位 歷 史 學 者 說：「 韓 戰 是 國 民 黨 的 西 安 事 變。」他 的

意 思 是：「 西 安 事 變 救 了 共 產 黨，而 韓 戰 則 救 了 當 時 撤 退 到 台 灣 的 國 民 黨 政 府。」我

們 應 當 如 何 理 解 這 種 說 法 ﹖  
(A)韓 戰 使 得 ㆗ 共 與 蘇 聯 的 關 係 破 裂 ， 爆 發 了 武 裝 衝 突 ， 無 暇 再 顧 及 台 灣  
( B )韓 戰 促 使 美 國 派 遣 艦 隊 協 防 台 灣 ， 使 得 台 灣 的 局 面 穩 定 ㆘ 來  
(C)韓 戰 促 使 英 國 對 台 灣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使 得 台 灣 不 再 風 雨 飄 搖 ， 轉 趨 繁 榮  
(D)韓 戰 使 ㆗ 共 內 部 發 生 歧 見 ， 造 成 內 鬥 ， 因 而 沒 有 餘 力 對 付 台 灣  

 
3 6 .  ㆒ 位 現 代 作 家 的 傳 記 ㆗ 寫 到：「 祖 父 那 個 時 代，發 生 大 動 亂，阿 拉 伯 ㆟ 被 驅 逐，歐 洲

㆟ 大 舉 入 侵。」「 小 時 候，家 裡 的 僕 ㆟ 經 常 帶 我 到 老 城 區 那 些 羅 馬 ㆟ 遺 留 ㆘ 來 的 廢 墟

㆗ 玩 耍。」又 說：「 現 在 輪 到 歐 洲 ㆟ 捲 舖 蓋 走 路，統 治 者 來 來 去 去，老 百 姓 依 舊 過 他

們 的 日 子 。 」  
根 據 你 的 歷 史 知 識 ， 這 位 作 者 提 到 的 「 家 」 ， 可 能 是 在 ：  
(A)埃 及  ( B )剛 果  (C)印 度   (D)伊 朗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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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有 ㆒ 個 女 孩 子，她 的 許 多 同 胞 因 為 種 族 的 問 題 被 處 死，不 得 不 與 家 ㆟ 偷 偷 居 住 在 ㆒ 個

小 閣 樓 裏，依 靠 同 情 他 們 的 房 東 代 為 張 羅 食 物，才 能 苟 延 殘 喘。雖 然 撐 過 幾 年，但 終

究 沒 能 逃 過 被 殺 害 的 命 運 。 這 個 故 事 是 發 生 在 甚 麼 時 空 ？  
( A) 1 9 3 0年 左 右 的 俄 國  ( B ) 1 9 4 0年 左 右 的 荷 蘭   
( C) 1 9 7 0年 左 右 的 智 利  ( D) 1 9 8 0年 左 右 的 伊 朗  

 
3 8 .  圖 4是 ㆒ 幅 漫 畫，描 繪 西 方 ㆟ 眼 ㆗ 1 9 6 0年 代 的 世 局。根 據 歷 史

知 識 ， 這 幅 漫 畫 冠 ㆖ 怎 樣 的 標 題 最 恰 當 ？  
(A)阿 拉 伯 與 以 色 列 爭 執 ， 使 德 國 陷 於 兩 難  
( B )石 油 危 機 爆 發 ， 西 方 工 業 發 展 受 到 重 挫  
(C)美 國 利 用 以 阿 衝 突 時 機 ， 謀 取 自 身 利 益  
(D)阿 拉 伯 與 以 色 列 合 作 ， 來 聯 手 對 抗 英 國  

 
 
 
 
 
 
 
 
 
 
3 9 .  ㆒ 本 書 提 到 這 樣 的 情 節：「 十 九 世 紀 末，㆒ 位 西 藏 喇 嘛 在 錫 金 大 吉 嶺 的 街

面 走 來 了 ㆒ 位 英 國 婦 女，由 ㆒ 位 英 國 青 年 護 送。按 照 西 藏 的 倫 理，婦 女 應

㆟，尤 其 是 喇 嘛。所 以 這 位 西 藏 喇 嘛 沒 有 讓 開，倒 反 而 把 英 國 婦 女 擠 ㆘ 了

被 那 位 路 見 不 平 的 英 國 青 年 揪 住 了 脖 子，當 眾 羞 辱。」我 們 應 當 怎 樣 解 釋 這

(A)西 藏 ㆟ 未 受 過 現 代 文 明 的 洗 禮 ， 是 野 蠻 的  
( B )英 國 文 明 顯 然 優 於 西 藏 文 明  
(C)任 何 ㆒ 個 文 明 ㆟ 都 應 該 讓 路 給 婦 女 ， 否 則 就 是 野 蠻 的  
(D)英 國 ㆟ 不 理 解 西 藏 文 明 ， 西 藏 ㆟ 也 不 理 解 英 國 文 明  
 

4 0 .  兩 位 政 治 領 袖 討 論 戰 爭 可 能 的 演 變 ：  
㆙ 說：「 不 合 作 的 方 式 用 在 印 度 也 許 是 對 的，但 我 只 希 望 你 能 動 員 印 度 國

起 打 敗 日 本、德 國。在 戰 後 的 和 會 ㆖，我 可 以 提 出 讓 印 度 出 席，共

度 的 獨 立 自 由 而 努 力 。 」  
㆚ 說：「 我 對 ㆗ 國 在 抗 戰 ㆗ 的 犧 牲 非 常 同 情，貴 國 既 然 是 英 美 的 同 盟，請

次 戰 爭 ㆗ 最 重 要 的 決 策 機 構 (盟 國 參 謀 總 長 聯 席 會 議 )至 今 沒 有 貴 國

戰 時 尚 且 如 此 ， 戰 後 我 們 將 處 於 何 種 ㆞ 位 ， 可 想 而 知 。 」  
請 問 ㆙ 、 ㆚ 分 別 為 誰 ﹖   
(A)㆙ ― 羅 斯 福   ㆚ ― 邱 吉 爾  ( B )㆙ ― 甘 ㆞  ㆚ ― 邱 吉 爾

(C)㆙ ― 蔣 ㆗ 正   ㆚ ― 甘 ㆞  (D)㆙ ― 蔣 ㆗ 正    ㆚ ― 羅 斯 福

 

 

阿拉伯 

 

頭 行 走，

該 讓 路 給

大 路。結

樣 的 情 況

民 參 戰，

同 為 爭 取

問 為 什 麼

代 表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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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西 方 史 家 曾 經 稱 文 藝 復 興 之 前 的「 ㆗ 古 時 代 」為「 黑 暗 時 代 」。幾 位 同 學 針 對 這 個 概

念 提 出 看 法 ， 請 你 指 出 最 恰 當 的 說 法 ：  
(A)東 羅 馬 帝 國 的 史 家 認 為「 蠻 族 」入 侵 歐 洲 後，世 界 文 化 淪 喪，所 以 有「 黑 暗 時 代 」

的 說 法  
( B )「 蠻 族 」進 入 西 歐 ㆞ 區，仍 保 存 羅 馬 帝 國 文 化，「 黑 暗 」是 因「 蠻 族 」皮 膚 黝 黑 ，

才 有 這 種 說 法  
(C)「 蠻 族 」 就 是 現 代 歐 洲 ㆟ 的 祖 先 ， ㆒ 點 也 不 黑 ， 只 是 當 時 ㆟ 認 為 自 己 處 於 落 後 狀

態 ， 自 稱 為 「 黑 暗 」  
(D)  16世 紀 的 史 家 自 認 為 所 處 的 時 代 進 步 到 ㆒ 個 光 明 境 界，才 稱 以 前 為「 黑 暗 時 代 」。

這 種 說 法 並 不 客 觀  
 
4 2 .  學 習 歷 史 應 該 對「 歷 史 事 實 」與「 歷 史 解 釋 」有 所 分 辨。以 ㆘ 兩 段 文 字，選 自 高 ㆗ 歷

史 課 本 第 ㆓ 冊 ：  
㆙：「 清 代 以 異 族 入 主 ㆗ 原，滿、漢 間 有 種 族 歧 視，並 不 平 等。政 治 ㆖，朝 廷 官 員 雖

是 滿 、 漢 並 置 ， 但 首 長 非 滿 ㆟ 莫 屬 ； ㆞ 方 督 撫 ， 也 大 多 為 滿 ㆟ 。 在 ㆒ 般 社 會 ㆖ ，

他 們 單 獨 成 區 居 住 ， 不 受 州 縣 衙 門 的 約 束 ， 不 事 工 、 商 生 產 ， 不 與 漢 ㆟ 通 婚 (清
末 始 廢 )。 」  

㆚：「 清 初 士 大 夫 在 高 壓 與 懷 柔 雙 重 政 策 ㆘，逐 漸 流 於 麻 木 消 沈。㆗ 葉 以 後，明 代 遺

臣 堅 貞 的 風 範 大 失 。 加 ㆖ 學 風 轉 入 餖 飣 考 證 之 學 ， 以 ㆝ ㆘ 為 己 任 之 精 神 喪 失 益

甚 ， 士 大 夫 為 之 腐 化 ， 吏 治 也 跟 著 敗 壞 ， 清 朝 國 勢 從 此 衰 落 。 」  
請 問 這 兩 段 文 字 表 述 的 性 質 相 同 嗎 ？  
(A)  相 同 ， 兩 段 都 屬 於 歷 史 事 實 的 敘 述  
( B )相 同 ， 兩 段 都 屬 於 歷 史 解 釋 的 敘 述  
(C)不 相 同 ， ㆙ 偏 於 歷 史 事 實 ， ㆚ 偏 於 歷 史 解 釋  
(D)不 相 同 ， ㆙ 偏 於 歷 史 解 釋 ， ㆚ 偏 於 歷 史 事 實  
 

4 3 .  亨 利 • 佐 治 （ Henry Geo rge） 的 主 張 影 響 ㆗ 山 先 生 對 ㆘ 列 那 個 問 題 的 思 考 ？  
(A)五 口 通 商 後 都 市 ㆞ 價 急 遽 ㆖ 漲  ( B )因 鉅 額 賠 款 而 對 佃 農 加 稅  
(C)關 稅 協 定 阻 礙 ㆗ 國 民 族 工 業 的 成 長  (D)領 事 裁 判 權 破 壞 ㆗ 國 司 法 權 獨 立  

 
4 4 .  那 ㆒ 個 國 家 曾 是 歷 史 ㆖ 亡 國 的 民 族 ， 卻 因 共 同 的 宗 教 而 終 能 復 興 建 國 ？  

( A) 1 8 7 0年 的 義 大 利  ( B ) 1 8 7 1年 的 德 意 志  ( C) 1 9 4 7年 的 印 度  ( D) 1 9 4 8年 的 以 色 列  
 
4 5 .  ㆗ 山 先 生 認 為 ㆗ 國 ㆟ 民 族 觀 念 薄 弱 的 主 因 ， 在 於 ㆗ 國 ㆟ 的 什 麼 觀 念 太 深 ？  

(A)個 ㆟  ( B )會 黨  (C)宗 族  (D)㆞ 域  
 

4 6 .  西 方 近 代 的 民 權 思 想 ，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發 展 。 ㆘ 列 那 ㆒ 個 國 家 ㆟ 民 的 權 利 最 先 獲 得 保

障 ？  
(A)獨 立 戰 爭 後 的 美 國  ( B )光 榮 革 命 後 的 英 國  
(C)大 革 命 後 的 法 國  (D)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後 的 俄 國  

 
4 7 .  實 行 民 主 立 憲 的 國 家，當 民 意 代 表 引 用 新 聞 媒 體 的 報 導 質 詢 官 員 的 私 德 時，政 府 官 員

選 擇 與 媒 體 對 簿 公 堂 ， 而 不 對 民 意 代 表 興 訟 的 原 因 何 在 ？  
(A)媒 體 負 有 隱 惡 揚 善 的 社 會 責 任  ( B )司 法 會 與 行 政 ㆒ 體 而 懲 處 媒 體  
(C)民 意 代 表 依 法 享 有 言 論 免 責 權  (D)民 意 機 關 會 報 復 官 員 拒 審 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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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  依 據 ㆔ 權 分 立 的 原 則 ， ㆗ 央 政 府 的 行 政 機 關 應 如 何 行 政 ？   

(A)依 執 政 黨 的 黨 綱 行 政  ( B )依 民 意 調 查 的 結 果 行 政  
(C)依 執 政 黨 黨 魁 的 意 志 行 政  (D)依 立 法 院 通 過 的 法 律 行 政  

 
4 9 .  依 民 國 8 9年 第 六 次 修 憲 增 修 條 文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應 由 何 種 方 式 產 生 ？  

(A)職 業 團 體 推 選  ( B )委 託 總 統 遴 選  (C)比 例 代 表 選 舉  (D)區 域 代 表 普 選  
 

5 0 .  政 黨 輪 替 後 ， 許 多 部 會 首 長 易 ㆟ 。 我 國 法 律 對 於 卸 任 部 會 首 長 有 何 規 範 ？  
(A)不 得 立 即 擔 任 新 政 府 部 長  ( B )不 得 立 即 轉 任 大 學 教 職  
(C)不 得 立 即 擔 任 政 黨 專 任 職 務  (D)不 得 立 即 轉 任 原 主 管 業 務 之 民 間 營 利 事 業 的 職 務  
 
 

貳、多重選擇題  
說明：第51至60題，每題的五個選項各自獨立，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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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可得1分，錯兩個或兩個以㆖不給分。 
 
5 1 .  仔 細 閱 讀 ㆘ 列 關 於 同 ㆒ 個 教 案 的 ㆔ 段 文 字 ， 選 出 較 為 妥 當 的 選 項  

資 料 ㆒ ：教 士 馬 雅 各 竟 然 用 藥 迷 惑 婦 女 ，違 反 教 ㆟ 為 善 的 宗 旨 。 … … ㆞ 方 官 的 確 應 該

保 護 安 分 無 過 的 外 國 ㆟ 士，但 這 位 教 士 收 買 壞 ㆟，為 非 作 歹，不 在 保 護 之 列 。 
資 料 ㆓：官 員 允 許 百 姓 散 播 詆 譭 基 督 教 的 言 論，使 得 整 個 台 灣 南 部 都 充 滿 這 種 成 見 ，

因 而 群 情 激 動 ， 搗 毀 教 堂 。  
資 料 ㆔：請 ㆗ 國 儘 速 指 示 總 督，簡 派 能 事 大 員，前 往 台 灣 府，會 同 我 方 領 事，將 此 事

查 辦 清 結 ， 以 敦 睦 邦 交 。  
(A)資 料 ㆒ 是 台 灣 ㆞ 方 官 的 說 法 ， 資 料 ㆓ 是 傳 教 士 的 說 法 ， 資 料 ㆔ 是 清 廷 的 說 法  
( B )資 料 ㆒ 是 台 灣 ㆞ 方 官 的 說 法 ， 資 料 ㆓ 是 傳 教 士 的 說 法 ， 資 料 ㆔ 是 外 國 政 府 的 說 法  
(C)由 資 料 ㆔ 的 說 法 可 以 看 出 此 事 件 應 當 發 生 在 1 8 4 0年 以 前 ， 由 於 雙 方 並 沒 有 條 約 關

係 ， 外 國 只 能 請 求 ㆗ 國 朝 廷 出 面 保 護 傳 教 士  
(D)資 料 ㆔ ㆗ ， 外 國 要 求 ㆗ 國 朝 廷 出 面 干 涉 ， 顯 示 當 時 ㆗ 國 已 與 外 國 訂 立 條 約 ， 有 保

護 教 士 之 義 務 ， 時 間 應 該 是 在 1 8 6 0年 以 後  
(E )此 ㆒ 教 案 由 總 督 派 員 到 台 灣 府 處 理 ， 說 明 這 件 事 情 應 該 是 發 生 在 台 灣 尚 未 建 省 以

前  

 
5 2 .  ㆘ 列 幾 段 資 料 在 討 論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的 學 校 教 育。請 仔 細 閱 讀，然 後 選 出 適 當 的 選 項 。 

資 料 ㆒ ： ㆙ 生 成 績 優 異 ， 即 將 自 學 校 畢 業 ， 父 親 說 ： 「 你 可 以 進 入 第 ㆓ ㆗ 學 就 讀 。 」

他 聽 後 嚇 ㆒ 跳 ， 問 父 親 ： 「 為 什 麼 不 是 進 入 第 ㆒ ㆗ 學 ﹖ 」  
資 料 ㆓：某 ㆚ 回 憶 他 的 童 年 時 說：「 公 學 校 沒 有 日 本 學 生，老 師 對 我 們 ㆒ 視 同 仁。進

入 ㆓ ㆗ 之 後，同 學 大 部 分 是 台 灣 ㆟，但 也 有 少 部 分 日 本 ㆟，他 們 的 成 績 真 的

很 差，差 到 無 法 進 入 ㆒ ㆗，只 好 到 ㆓ ㆗。如 果 他 們 是 台 灣 ㆟，絕 不 可 能 入 學。」 
(A)資 料 ㆒ 與 資 料 ㆓ 相 證 ， 可 以 判 斷 ㆙ 生 因 是 台 灣 籍 ， 所 以 無 法 進 入 ㆒ ㆗ 就 讀  
( B )資 料 ㆒ 可 說 明 成 績 很 差 的 日 本 學 生 ， 至 少 可 以 進 入 ㆓ ㆗ 就 讀  
(C)資 料 ㆓ 說 明 ㆚ 生 是 台 灣 學 生 ， 所 以 在 通 過 升 學 測 驗 後 ， 進 入 ㆓ ㆗ 就 讀  
(D)資 料 ㆓ 足 以 說 明 ， 日 本 學 生 小 學 畢 業 後 ， 如 有 意 願 ， 都 可 升 學  
(E )兩 段 資 料 可 以 說 明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 與 日 本 ㆟ 不 平 等 的 升 學 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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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山 先 生 曾 極 力 稱 許 美 國、瑞 士 是 心 目 ㆗ 理 想 的 國 族，根 據 我 們 現 在 的 理 解，請 問 美

國 與 瑞 士 具 有 ㆘ 列 那 些 特 色 ？  
(A)國 內 主 體 民 族 佔 了 9 5﹪ 以 ㆖  
( B )國 內 民 族 間 相 處 未 必 和 睦 ， 但 高 度 認 同 國 家  
(C)境 內 雖 有 分 離 運 動 ， 但 採 公 民 投 票 和 平 解 決  
(D)經 多 年 努 力 ， 國 內 各 民 族 已 融 合 成 ㆒ 個 單 ㆒ 民 族  
(E )維 護 本 族 文 化 傳 統 ， 但 同 時 尊 重 憲 政 體 制  
 

5 4 .  近 代 ㆗ 國 民 權 思 想 的 要 求 起 因 於 ：  
(A)朝 廷 無 法 因 應 外 患 ， 而 引 發 變 法 改 革  ( B )不 滿 政 權 為 少 數 統 治 階 級 控 制  
(C)實 行 封 建 制 度 ， 階 級 無 法 流 動  (D)清 末 王 權 擴 張 ， 政 府 干 預 ㆟ 民 生 活  
(E )儒 教 思 想 專 制 ， ㆟ 民 缺 乏 宗 教 選 擇  

 
5 5 .  依 據 我 國 的 憲 法 ， ㆟ 民 享 有 罷 免 權 ， ㆘ 列 何 者 卻 是 依 法 不 能 罷 免 ？  

(A)鄉 公 所 科 長  ( B )國 ㆗ 校 長  (C)監 察 委 員  (D)經 濟 部 長  (E )總 統  
 
5 6 .  ㆗ 國 近 代 史 ㆖ ， 那 些 舉 動 是 以 「 獨 立 」 為 手 段 ， 卻 是 行 日 後 領 土 復 合 之 準 備 ？  

(A)唐 景 崧 成 立 台 灣 民 主 國  ( B )武 昌 起 義 ， 黎 元 洪 宣 布 獨 立  
(C)溥 儀 於 東 北 成 立 滿 州 國  (D)唐 繼 堯 組 護 國 軍 ， 宣 布 雲 南 獨 立  
(E )庫 倫 活 佛 宣 布 獨 立 ， 成 立 蒙 古 ㆟ 民 共 和 國  

 
5 7 .  張 ㆔ 身 兼 數 職 ， 然 而 依 法 他 的 身 分 與 職 務 不 可 能 出 現 ㆘ 列 那 些 組 合 ？  

(A)法 官 、 立 法 委 員  ( B )市 長 、 立 法 委 員  (C)市 長 、 國 大 代 表  
(D)立 法 委 員 、 國 大 代 表  (E )外 交 部 長 、 國 大 代 表  

 
5 8 .  政 府 依 法 向 ㆟ 民 課 稅 ， 為 了 節 制 私 ㆟ 財 富 在 世 代 間 過 度 累 積 ， 政 府 開 徵 何 種 稅 收 ？  

(A)㆞ 價 稅  ( B )增 值 稅  (C)遺 產 稅  (D)贈 與 稅  (E )交 易 稅  
 
5 9 .  古 希 臘 學 者 亞 里 士 多 德 （ Ar i s to t l e） 曾 將 政 府 與 ㆟ 民 的 關 係 比 喻 成 「 房 屋 的 建 造 者 與

住 屋 的 ㆟ 」 、 「 餐 廳 的 廚 師 與 食 用 的 客 ㆟ 」 ， 這 些 比 喻 與 ㆘ 列 那 些 政 治 主 張 有 關 ？  
(A)權 能 區 分  ( B )間 接 民 權  (C)均 權 制 度  (D)專 家 政 治  (E )㆞ 方 自 治  

 
6 0 .  清 朝 ㆗ 葉 以 迄 民 國 初 年 的 ㆗ 國 知 識 分 子，對 於 西 方 文 化 的 挑 戰，各 有 不 同 的 回 應，請

問 ㆘ 列 那 些 立 場 與 ㆗ 山 先 生 的 理 念 相 符 ？  
(A)以 ㆗ 學 為 體 ， 西 學 為 用  
( B )外 國 之 長 ， 率 皆 源 自 ㆗ 國  
(C)徹 底 揚 棄 ㆗ 國 的 陋 習 ， 全 盤 西 化  
(D)先 探 究 ㆗ 西 文 化 的 得 失 ， 理 解 後 再 作 取 捨  
(E )整 理 國 故 ， 也 要 吸 收 西 學 ； 求 兩 者 調 和 ， 也 要 有 所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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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題組題  
說明：第61至80題為題組，每組有2–3個子題，各子題皆是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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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1 -6 3 題 為 題 組  
圖 5是 台 灣 某 ㆞ 海 岸 的 素 描 圖 。 請 回 答 ㆘ 列 問 題 ：  

6 1 .  該 素 描 所 依 據 的 視 角 方 向 是 ：   
(A)從 南 向 北  ( B )從 北 向 南  (C)從 東 向 西  
(D)從 東 南 向 西 北  (E )從 西 南 向 東 北                    

 
6 2 .  形 成 圖 ㆗ 右 前 方 海 岸 類 型 的 最 基 本 ㆞ 形 營 力 是 什 麼 ？           

(A)差 別 侵 蝕  ( B )冰 河 挖 掘  (C)火 山 噴 發   
(D)岩 層 變 位  (E )河 川 襲 奪   

 

 
6 3 .  台 灣 從 這 種 海 岸 出 海 的 河 川 ， 最 有 可 能 出 現 ㆘ 列 那 兩 種 河 川 ㆞ 形 ？  

(A)河 階 、 峽 谷  ( B )河 階 、 蛇 丘  (C)河 階 、 牛 軛 湖  
(D)峽 谷 、 牛 軛 湖  (E )蛇 丘 、 牛 軛 湖   

 
第 6 4 -6 6 題 為 題 組  

清 代 台 灣 某 ㆞ 的 ㆞ 方 志，曾 對 當 ㆞ 的 氣 候 有 如 ㆘ 的 描 述：「 氣 候 大 抵 暑 多 於 寒

頻 旱，夏 秋 頻 潦。西 南 雲 蒸 則 滂 沱，東 北 密 雲 鮮 潤 澤，所 以 雲 行 雨 施，必 在 南

之 時。㆕ 時 之 風，南 颶 居 多，因 風 擊 浪，摧 檣 傾 楫。」請 根 據 ㆖ 文，回 答 ㆘ 列

6 4 .引 文 描 述 的 氣 候 特 色 ， 最 有 可 能 出 現 在 ㆘ 列 那 ㆒ 個 縣 市 ？  
(A)宜 蘭 縣  ( B )花 蓮 縣  (C)桃 園 縣  (D)南 投 縣  (E )高 雄 縣  

 

6 5 .在 該 種 氣 候 特 色 ㆗ ， 該 ㆞ 的 平 原 ㆞ 區 ， 最 可 能 出 現 的 ㆝ 然 植 被 是 什 麼 ？  
(A)莽 原  ( B )雨 林  (C)苔 原  (D)針 葉 林  (E )闊 針 葉 混

 
6 6 .㆘ 列 五 段 詩 歌 ㆗ ， 何 者 係 在 描 述 該 ㆞ 區 的 農 村 景 觀 ？  

(A)家 長 供 秬 黍 ， 生 計 問 牛 羊  ( B )平 隴 多 栽 稻 ， 高 崗 半 種 茶  
(C)夜 來 南 風 起 ， 小 麥 覆 壟 黃  (D)蔗 園 萬 頃 碧 萋 萋 ， ㆒ 望 龍 蔥 路 欲

(E )㆔ 春 雨 足 桑 葉 肥 ， 家 家 飼 蠶 晝 掩 扉                    
 

圖 5 

沖積扇 

海域 
，春 冬

風 盛 發

問 題 ： 

    

合 林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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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7 -6 9 題 為 題 組  
「 該 ㆞ 區 夏 季 由 東 南 季 風 帶 來 的 雨 量 ， 可 達 4 0 0公 釐 左 右 ； ㆞ 表 原 來 覆 蓋 著 稀 疏 的 森

林，林 隙 則 為 肥 美 的 草 原，早 期 是 少 數 民 族 主 要 的 牧 場。㆓、㆔ 百 年 來，從 事 農 業 活

動 的 漢 ㆟ 不 斷 移 入，他 們 砍 倒 樹 木，挖 掉 草 皮，開 闢 田 園。漢 ㆟ 改 畜 牧 為 農 耕 的 結 果，

導 致 該 ㆞ 區 在 近 年 來，有 面 臨 沙 漠 化 的 危 機。」以 ㆖ 是 ㆗ 國 某 ㆞ 區 ㆒ 則 有 關 農 業 環 境

問 題 的 報 導 ， 請 問 ：  
6 7 .就 ㆗ 國 的 十 ㆒ 個 農 業 區 而 言 ， 該 ㆞ 區 最 可 能 位 於 那 ㆒ 個 農 業 區 內 ？  

(A)西 南 水 稻 區  ( B )冬 麥 高 粱 區  (C)冬 麥 小 米 區  
(D)夏 作 綠 洲 區  (E )夏 作 雜 糧 春 麥 區                    

 

6 8 .該 ㆞ 區 稀 疏 的 森 林 ， 其 林 相 最 可 能 是 那 ㆒ 種 ？  
(A)熱 帶 雨 林  ( B )季 風 雨 林  (C)熱 帶 莽 原  
(D)溫 帶 混 合 林  (E )寒 帶 針 葉 林                   

 

6 9 .早 期 在 該 ㆞ 區 從 事 畜 牧 活 動 的 少 數 民 族 ， 最 可 能 是 那 ㆒ 族 ？  
(A)壯 族  ( B )回 族  (C)蒙 族  (D)藏 族  (E )彝 族                 

 

 
第 7 0 ~ 7 2 題 為 題 組  

印 尼 是 個 由 ㆒ 萬 ㆔ 千 多 座 島 嶼 所 組 成 的 國 家，其 ㆗ 班 達 群 島 位 於 摩 鹿 加 群 島 南 側，從

海 ㆖ 遠 望，㆒ 座 高 約 六 百 公 尺 的 圓 錐 狀  ( 1 )，是 該 ㆞ 最 顯 著 特 徵。該 ㆞ 的 土 壤 與 氣 候，

非 常 適 合 肉 豆 蔻 樹 的 生 長；居 民 將 果 實 曬 乾，以 供 外 銷。此 ㆞ 在 十 七、八 世 紀 時，是

全 球 肉 豆 蔻 的 主 要 供 應 ㆞ ， 歐 洲 市 場 主 要 以  ( 2 )  為 轉 口 港 ， 每 年 為 其 殖 民 母 國 帶 來

豐 厚 的 財 富。印 尼 ㆟ 口 眾 多，族 群、宗 教 和 語 言 複 雜，彼 此 屢 有 摩 擦。如 近 兩 年 來 ， 
( 3 )  兩 大 宗 教 團 體 連 續 發 生 衝 突 ， 影 響 經 濟 發 展 甚 鉅 。  
 

7 0 .空 格 ( 1 )的 正 確 答 案 是 ：  
(A)冰 山  ( B )台 ㆞  (C)火 山  (D)珊 瑚 礁  (E )石 灰 岩 殘 丘  

 
7 1 .空 格 ( 2 )的 正 確 答 案 是 ：  

(A)漢 堡  ( B )倫 敦  (C)馬 賽  (D)里 斯 本  (E )阿 姆 斯 特 丹  
 
7 2 .空 格 ( 3 )的 正 確 答 案 是 ：  

(A)㆝ 主 教 與 基 督 教  ( B )印 度 教 與 佛 教  (C)基 督 教 與 回 教   
(D)印 度 教 與 回 教  (E )㆝ 主 教 與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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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3 -7 5 題 為 題 組  
北 部 非 洲 的 農 村 景 觀 ， 因 ㆞ 區 不 同 ， 可 分 為 ㆓ 類 ：  
東 邊 ㆞ 區：在 河 流 ㆓ 側 平 ㆞ 被 闢 成 青 翠 的 農 田，栽 種 稻 米、小 麥、玉 米 和 棉 花；離 河

較 遠 的 坡 ㆞ ， 是 櫛 比 鱗 次 的 農 舍 ， 更 遠 的 ㆞ 方 ， 則 為 荒 涼 的 沙 漠 。  
西 邊 ㆞ 區：在 山 麓 谷 口 的 沖 積 扇 或 海 岸 平 原，農 田 ㆗ 散 落 著 稀 疏 的 橄 欖、無 花 果 等 多

年 生 喬 木，沒 有 灌 溉 的 耕 ㆞，冬 季 栽 種 小 麥、大 麥；有 灌 溉 設 施 的 田 園 ，

則 栽 培 葡 萄 、 柑 橘 、 蔬 菜 、 花 卉 等 園 藝 作 物 。  
請 根 據 ㆖ 述 ， 回 答 ㆘ 列 問 題 ：  

7 3 .東 邊 ㆞ 區 河 岸 的 農 田 景 觀 ， 主 要 分 布 於 那 ㆒ 種 氣 候 類 型 區 ？  
(A)熱 帶 沙 漠  ( B )熱 帶 莽 原  (C)熱 帶 季 風  (D)溫 帶 海 洋 性  (E )溫 帶 ㆞ ㆗ 海 型  

 

7 4  西 邊 ㆞ 區 沒 有 灌 溉 的 耕 ㆞ ， 小 麥 栽 培 於 冬 季 而 不 種 於 夏 季 ， 最 主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是 ：  
(A)日 照 長 短  ( B )雨 季 分 布  (C)市 場 需 求  (D)糧 食 政 策  (E )季 節 性 移 民  

 
7 5 .西 邊 ㆞ 區 農 業 景 觀 的 形 成 和 ㆘ 列 那 ㆒ 項 因 素 的 關 係 最 密 切 ？  

(A)勞 力 供 應 的 豐 缺  ( B )風 速 風 向 的 變 化  (C)殖 民 母 國 的 影 響  
(D)土 ㆞ 面 積 的 大 小  (E )交 通 運 輸 的 難 易   

 
第 7 6 -7 8 題 為 題 組  

圖 6為 全 球 某 月 份 的 平 均 氣 壓 分 布 圖 ， 請 回 答 ㆘ 列 問 題 ：  

7 6 .圖 6最 可 能 代 表 那 ㆒ 個 月 份 的 氣 候 狀 況 ？  
(A)1月  ( B ) 4月  (C)6月  (D)8月  ( E ) 1 0月  

 
7 7 .㆘ 列 何 者 正 確 ㆞ 描 述 了 ㆙ 區 附 近 主 要 的 空 氣 流 動 特 性 ？  

(A)風 繞 著 ㆙ 區 成 逆 時 鐘 旋 轉  ( B )從 太 平 洋 吹 來 潮 濕 的 空 氣   
(C)㆕ 周 空 氣 快 速 向 ㆙ 區 集 ㆗  (D)㆙ 區 附 近 空 氣 不 斷 ㆖ 升  
(E )乾 燥 的 空 氣 從 ㆙ 區 附 近 向 外 吹 送  

 
7 8 .除 了 緯 度 外 ， 造 成 圖 6此 種 氣 壓 分 布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是 ：  

(A)植 被 差 異  ( B )洋 流 性 質  (C)山 脈 走 向  (D)㆞ 勢 高 度  (E )海 陸 分 布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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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9 -8 0 題 為 題 組  
圖 7為 濁 水 溪 ㆖ 游 的 ㆞ 形 圖 ， 請 依 據 該 圖 回 答 ㆘ 列 問 題 ：  

 

 
 
 
7 9 .  濁 水 溪 ㆗ 的 「 ㆙ 」 ( 3 9 5 3 1 2 )是 何 種 ㆞ 形 景 觀 ？  

(A)㆔ 角 洲  ( B )潟 湖  (C)沙 洲  (D)壺 穴  (E )池 塘  
 
8 0 .  比 較 ㆘ 列 ㆞ 點 何 者 高 度 最 高 ？  

(A)足 鉾 安 ( 4 0 8 3 0 2 )  ( B )松 柏 橋 ( 3 9 4 3 1 8 )  ( C)民 和 國 ㆗ ( 4 0 9 3 3 1 )  
(D)村 辦 公 室 ( 3 8 6 3 0 8 )  ( E )玉 虛 宮 ( 4 1 7 3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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