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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評分參考 
 

本文件供閱卷員參考而設，並不應被視為標準答案。考生在註釋文件內容時應

小心謹慎。 
 

第一部分於甲部及乙部各設 1 題，考生只需選答 1 題，佔 20 分（佔全科總分 31%）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1. (a) 根據資料一，隋文帝和唐太宗推行的行政制度有何異同？（2 分）試分析其對國家治

理的影響。（2 分） 
 
 相同：隋文帝設立三省六部制，唐太宗同樣推行此制度，只是加以改良 
 相異：唐太宗把內史改為中書，讓三省長官在政事堂共同議政，增加行政效率。 
 影響：減少了權力過分集中帶來的問題，避免一人獨大，唐太宗的完善更奠定了「貞

觀之治」的基礎。 
 

(b) 根據資料一及二，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和府兵制的目的是什麼？試加解釋。(4 分) 
 
 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確，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於一人，提高行政效率，鞏固中央集權。 
 府兵制：將軍隊與農業結合，減少軍費開支，同時防止將領擁兵自重，確保皇權穩定。 

 
(c) 你是否同意資料二中對唐太宗施政的評價？試援引史實，加以解釋。（6 分） 
 
 同意：唐太宗以仁政為本，如重視官員建言（如魏徵），推動均田制，減輕百姓負

擔，帶來了「貞觀之治」。 
 不同意：唐太宗亦有武力鎮壓少數民族和權臣叛亂（如處置李世勣），並非完全以

仁政推行政策。 
 

(d) 有人認為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比隋文帝的「開皇之治」更為成功。試援引史實，印

證這個說法。（6 分） 
 
 吏治更為完善：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但唐太宗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改良，並

加設「道」監控地方。  
 外交成就更加顯著：隋文帝時期雖然國內穩定，但邊疆未完全安定。唐太宗則成

功懷柔突厥、吐谷渾，使外族稱臣，邊疆長期穩定。 
 經濟恢復與民生發展更為突出：唐太宗延續均田制並完善相關政策，輕徭薄賦，

讓百姓休養生息，經濟與人口均顯著增長。貞觀年間，府庫充盈，戶口增加百餘

萬人，國力達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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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2. (a) 資料一提到「民族團結」對抗戰的貢獻。試就你所知，並緩引史實，分析「民族團結」

如何在抗戰中發揮作用。(6 分) 
 

 國共團結一致：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同作戰，有效抵抗日本侵略。 
 民眾踴躍參與抗戰：提供人力及物力支持，形成抗日的全國性力量。 
 抗日文藝如《黃河大合唱》激發民族士氣，凝聚國人抗日意志。 

 
(b) (i) 根據資料二，A 和 B 分別是甚麼？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寫在答題簿內。（2 分） 
 

 A: 偽滿州國。（1 分） 
 B: 三光政策。（1 分） 

 
(ii) 根據資料二，說明日本在抗戰期間的經濟行動對中國的影響。（6 分） 

 
 日本控制東北資源（如煤礦、鐵路等），為其軍事擴張提供後勤保障，削弱了中

國的經濟基礎。 
 實施「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摧毀抗日根據地的農業和物資供應，

造成抗日力量的巨大損失。 
 日本的經濟掠奪不僅破壞了中國的經濟體系，還對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

激化了民眾的抗日情緒。 
 

(c) 根據資料三，分析國際形勢如何幫助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6 分） 
 

 美國提供軍事援助，例如武器裝備及飛虎隊的援助，增強中國的戰鬥力，並保

護了中緬公路這條重要的補給線。 
 蘇聯對日宣戰，徹底摧毀了駐守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蘇聯的行動切斷了日本的

補給線，使日軍無法集中兵力應對其他戰場。 
 二戰後期，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勝利削弱了日本的整體戰鬥力。日本海軍遭受

重創，工業生產被嚴重破壞，大量資源被迫調往太平洋前線，導致日軍在中國

戰場投入減少，間接幫助了中國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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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於甲部及乙部各設 3 題，考生須分別各選答 1 題，佔 50 分（佔全科總分 39%）。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3. (a) 試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述西周與春秋時代在政治方面的差異。（15 分） 

 
 西周時周室制禮作樂，管控諸侯，穩定封建秩序。及至春秋時代，周室權威盡失，禮

樂制度失去規範作用，諸侯更敢於僭禮，封建秩序日漸崩壞。 
 西周時諸侯各安其分，親親尊尊。春秋時周室無力維繫封建，諸侯不再安分守己，不

聽從周天子的命令，更為了擴展勢力而發動戰爭，互相兼併。 
 西周時天子作為天下共主，是諸侯的大宗，有領導的作用。春秋時周室衰微，一些強

大的諸侯乘機而起，成為春秋霸政，代天子領導諸侯，因此出現禮樂征伐都取決於諸

侯的情況。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原因。（10 分） 
 
 平民地位提高：春秋戰國諸侯爭雄稱霸，渴求人才，用人不問出身，平民透過鑽

研學問，能爭取當權者任用，提升社會和政治地位，因此學術思想蓬勃發展，導

致不同學術思想互相爭鳴的情況。 
 學術文化下移：戰亂令許多貴族沒落成平民階層，學術流入民間，並形成私人講

學的風氣。貴族以講學謀生，也有知識分子探討救世之法，刺激新思想形成，互

相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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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試分析王莽能夠成功篡漢的主要原因。（10 分） 
 

 籠絡人心：王莽以節儉、謙遜、孝道等品德贏得士人和百姓的支持。 
 王氏家族兄弟都驕侈淫逸，王莽以勤學恭謙的形象，得到王氏勢力的庇蔭。 
 他推行德政，例如辦學校、又在天災時出錢救濟百姓。 
 進行改朝換代的準備工作：製造祥瑞和讖緯，宣稱自己受命於天，為篡位提供合法

性。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試分析東漢戚宦相爭對東漢管治造成的影響。（15 分） 
 
 政治方面： 外戚和宦官輪流掌權，形成戚宦相爭的局面，朝政混亂，皇帝的權威被

架空。宦官利用皇帝的信任打壓清流官員，例如「黨錮之禍」中，宦官迫害大批正

直官員，吏治敗壞。 
 經濟方面：土地兼併加劇，朝廷內鬥導致政治腐敗，豪強地主趁機兼併土地，貧富

差距擴大，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戚宦相爭造成財政緊張，朝廷無力實施有效

的經濟改革，加劇社會經濟危機。地方豪強勢力坐大，不僅掌控土地，還擁有私人

武裝，威脅中央權威。 
 社會方面：大量失地農民淪為佃農或流民，社會秩序被破壞，最終引發黃巾起義等

大規模民變，直接動搖了東漢的統治基礎。 
 加速東漢滅亡：朝廷腐敗和戚宦內鬥使得百姓對中央政權失去信任，最後令東漢滅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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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清廷制定了甚麼管治漢族的政策，以達至資料一所述的目的？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15 分） 
 

 清廷為了根絕漢人的攘夷思想，泯滅其民族意識，強迫漢人除僧、道、婦女外，一

律薙髮留辮，改穿滿人服飾，違者處死。 
 興文字獄：凡詩文中有涉嫌譏諷滿清和懷念明朝的文句，輕則受杖流配，重則凌遲

處死，甚至株連他人。例如莊廷鑨《明史》獄、戴名世的《南山集》獄。另外，乾

隆帝更藉編修《四庫全書》，禁毀貶抑滿人先世、不利滿清統治的書籍，以絕漢人的

攘夷思想。 
 懷柔措施：滿人入關之初已重用漢人，又任用願意歸順的明朝官吏，中樞機構的官

員亦滿漢並置，強調「滿漢一體」的思想。入關後，滿清更沿用明代政制，以減少

漢人改朝換代之感。另外，清朝君主推崇儒學，宣揚尊孔、尊君的思想，並以儒學

開科取士，以爭取士人對清廷的認同，成功消除漢人的攘夷思想。 
 

(b) 根據資料二，雍正帝如加強君主集權？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0 分） 
 
 根據資料二，雍正帝繼續沿用康熙帝建立的密摺制度。他進一步擴大了密摺的使用

範圍，上奏密摺的權利由高級官員，放寬至地方小吏；地方民情、彈劾官員以至各

種軍國機密都可以成為密摺。密摺由是成為君主遍佈全國的耳目，得以駕馭全國官

僚、熟悉全國情況，加強了君主集權。 
 根據資料二，雍正帝設立軍機處。雍正帝親自挑選可靠的心腹成為軍機大臣，按照

皇帝旨意辦理軍國大事，參預機要，並向各有關官員發布指示。軍機處在權力上凌

駕內閣和六部，但沒有決策權，由皇帝一人操控。另外，軍機處的能確保軍政決策

的機密性；官員都是由他官兼任的差遣職，為君主在任用軍機處官員提供了很大彈

性，便於控制。軍機處的設立由是令清代的君主集權大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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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6. (a) 根據資料一，並就你所知，比較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的背景，指出兩次戰爭中列

強的動機有何異同。（10 分） 
 
 相同：兩次戰爭都是英國希望通過鴉片貿易打破中英貿易逆差，確保其經濟利益。而

英法聯軍之役中，列強則要求擴大通商口岸及貿易權益。 
 不同：鴉片戰爭專注經濟，英法聯軍涉及外交與政治壓力。鴉片戰爭的主因是經濟衝

突，特別是清政府禁鴉片令與英國商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英法聯軍之役則更注重外交

利益，目的是強迫清廷履行《天津條約》條款，如外國公使駐京和傳教自由，以鞏固

自身在華特權。 
 
(b) 根據資料一及二，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對中國的影響，哪一次更為深遠？試援

引史實，加以評論。（15 分） 
 
考生認為鴉片戰爭的影響比較深遠，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經濟開放的起點：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是清政府首次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

約，開放廣州、上海等五口通商，並割讓香港，從此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經濟逐步

被列強控制，對中國長期經濟主權影響深遠。此戰標誌著清朝喪失對外經濟的主導

權。 
 國家主權受損的開始：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接受列強的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等條

款，削弱了清政府的主權能力。例如，英國商人可在通商口岸從事貿易，清政府無權

干預，這種主權侵蝕影響持續至清末。 
 深層次的社會衝擊鴉片戰爭使清朝「天朝上國」的形象瓦解，曝露了政府無力抵抗外

侮的事實，導致太平天國運動等內部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結構和穩定造成深遠影

響。 
 
考生認為英法聯軍之役的影響比較深遠，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制度性衰退的加劇：英法聯軍之役後，《北京條約》正式簽訂，清政府被迫承認列強

駐京使節的合法性，進一步制度化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弱勢地位。魏斐德指出，此戰

將中國拖入列強共同支配的時代，導致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全面下降。  
 列強勢力的全面擴張：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活動，列強勢力滲透到中國內陸，

對中國社會造成全面影響。例如，傳教士活動助長了對傳統文化和宗教的衝擊，加劇

了社會矛盾。  
 首都屈辱與皇權衰微：英法聯軍期間，圓明園被焚毀，象徵清朝皇權的尊嚴遭到破壞，

直接打擊了清朝的統治合法性。這一事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屈辱象徵，對國民

心理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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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袁世凱稱帝失敗的原因。（5 分） 
 

 民眾反對：袁世凱稱帝背離辛亥革命建立共和的初衷，激起社會各界不滿，包括知

識分子和革命黨人，導致「護國運動」的爆發。例如：蔡鍔於雲南宣布討袁，李烈

鈞等人紛紛響應，形成護國軍。 
 軍隊不支持：北洋軍內部分裂。許多將領如段祺瑞反對帝制，擔心袁稱帝會削弱他

們的利益，導致袁失去軍事支持。例如：段祺瑞在袁稱帝後拒絕效忠，並隱退以示

抗議。 
 列強反對：列強對袁稱帝態度冷淡，未提供支持。特別是日本反對，並利用此機向

中國施壓，進一步孤立袁世凱。例如：日本政府暗中支持護國軍，並對袁施加外交

壓力。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說明袁世凱復辟帝制如何促成民初軍閥混戰的局面。（10
分） 

 
 中央權威崩潰：袁世凱稱帝使共和制度遭到破壞，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喪失，地方勢

力紛紛割據自治。《臨時約法》被廢除後，各地督軍不再服從中央，導致政治動盪。 
 北洋軍分裂：袁世凱復辟期間，北洋軍內部分裂，各軍閥如馮國璋、段祺瑞等人為

爭奪權力互相對立，最終形成軍閥割據局面。段祺瑞與馮國璋爭奪北洋政府的實際

控制權，導致北洋軍派系對立。 
 地方軍閥崛起：袁世凱在稱帝期間為穩固權力，放任地方督軍擴充軍事力量，導致

地方軍閥勢力坐大，中央無力控制。湖南、四川、雲南等地督軍逐漸割據，形成地

方軍閥的基礎。 
 國際干涉加劇：列強趁中國內亂擴大勢力範圍，各地方軍閥為獲取支持向外國妥協，

進一步加深內亂。日本支持張作霖，英國支持段祺瑞以確保自身利益。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評論軍閥混戰對民初政局和社會的影響。（10 分） 
 

 政局混亂：軍閥混戰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無法有效統一全國，權力重心長期處於

分裂狀態。北洋政府名義上統治全國，但實際上僅控制京津一帶，其他地區由軍閥

割據。 
 經濟衰退：軍閥之間的長期戰爭導致國家財政枯竭，地方經濟凋敝，農村破壞嚴重，

百姓生活困苦。軍閥為籌措軍費，肆意徵稅，導致民怨四起，如山東等地農民反抗

頻發。 
 外國勢力入侵：軍閥為爭奪權力，紛紛向外國尋求支持，導致列強勢力進一步滲透，

國家的主權進一步喪失。日本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法國干預雲南內政，形成列強

分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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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動盪：戰爭導致大量平民流離失所，社會秩序崩潰。同時，知識分子對軍閥統

治失望，轉向探索新思想，為五四運動的興起奠定基礎。1919 年五四運動，知識分

子要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直接批判軍閥統治。 
 長期影響：軍閥混戰加劇中國的近代化危機，但也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崛起，為國

共合作和北伐創造了條件。192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以「打倒軍閥」為口號，結束

軍閥割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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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根據資料一和所學知識，說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5
分） 
 
 1960 年代初期，中國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失敗，經濟低迷，毛澤東

的威望受到挑戰。黨內權力鬥爭激烈，劉少奇等實行務實政策，與毛澤東的革命方向

出現分歧。因此，為了維護毛澤東個人權威，清除黨內的「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

復辟，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國際形勢方面：與蘇聯關係破裂（中蘇分裂），毛澤東希望通過革命強化意識形態，

因此發動群眾運動，倡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念，改造社會思想。 
 

(b) 試描述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歷程，並分析紅衛兵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10 分） 
 

主要歷程： 
 初期（1966-1968 年）：紅衛兵在毛澤東支持下，批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

舊風俗、舊習慣），破壞文物，批鬥知識分子和官員。 
 權力鬥爭：紅衛兵分裂為不同派系，內部出現武鬥，各地陷入混亂。 
 衰退（1969 年後）：毛澤東下令解散紅衛兵，恢復社會秩序，紅衛兵運動逐漸消

退。 
社會影響： 
 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鞏固其領導權威，削弱黨內反對勢力。 
 知識精英和文化遺產遭受重創，教育體制崩潰，科學研究停滯不前。普通民眾遭

受政治迫害，社會秩序嚴重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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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料二引用了史景遷的觀點。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性的運動，但在某

種程度上也促使中共開始反思，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你是否同意？試結合資料和就

你所知，分析並表達你的看法。（10 分） 
 

考生同意史景遷的觀點，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災難性影響： 
 政治層面：黨內權力鬥爭激烈，國家治理能力削弱。 
 經濟層面：工業和農業生產停滯，經濟發展倒退。 
 文化層面：大量文物古跡被毀，傳統文化遭摧殘，教育體制癱瘓。 
 反思的契機：中共開始認識到極端化政治運動的危害，鄧小平等人在改革開放時

期提出「實事求是」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 
 

 
考生不同意史景遷的觀點，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雖然「文化大革命」促使中共反思，但這一反思是被動的，代價極其沉重，並非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遠超其可能帶來的正面意義，不能以後來的改革來合理

化這一運動的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