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卷二第10題考生的表現：

題目：

(a)就「地廣人稀」、「壓抑豪強」，分析北魏 孝
文帝推行均田制的背景。(10分)

(b)就「保障農民生計」、「確保國家收入」、「防
止土地兼併」，析論唐初推行均田制，有助穩定
當時的政權的說法。(15分)



• 第五級示例(9+11=20分) 

• (a) 考生對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背景有透
徹的理解，並能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孝文帝
在位時的處境論證，又以北魏均田制的內容反
證推行的成因。全文緊扣地廣人稀、壓抑豪強
兩方面分析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原因。內
容豐贍，立論充實有度；並能以通暢語言表達，
結構上首尾呼應，表現可人。



• 惟美中不足是用詞欠準，如「五胡十六國」寫成
「五胡十國」。本屆考生不知何故，不少把「五
胡十六國」與「五代十國」混淆。

• 此外，宗主、官僚大肆佔田後，農民無以維生，
紛紛逃亡的均田制推行背景，考生亦有所疏忽。





• (b) 考生對「唐初推行均田制，有助穩定當時
的政權」的命題有正確的理解，能緊扣題旨，
引用相關史事，從保障農民生計、確保國家收
入、防止土地兼併三方面，析論唐初均田制帶
來的正面影響。內容頗佳，立論清晰。全文有
理有據，層次甚佳。更少有的是通篇全無錯別
字。



• 惟亦略有疏漏，如未述唐代均田制中，口分田是
80畝，並需於60歲或身死後歸還。

• 此外述「保障農民生計」時，未能清晰的利用租
庸調制的低稅內容作分析。

• 另外分析「確保國家收入」時，未能說明政府授
田於民可令編戸增加，從而增加國家的收入。

因此(b)部得分稍遜。





• 第三級示例(7+5=12分)

• (a) 考生對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背景大致上
有正確的認識，亦能引用相關史事，就地廣人
稀、壓抑豪強兩方面分析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
制的背景。主體內容大致無重大錯誤。



• 但行文時沙石頗多，如說「北魏前朝為南朝」，
就連南、北分裂，朝代遞嬗的情況也欠清晰的
理解，通篇浮詞稍多，行文未盡理想。但整體
而言，能夠切題，內容無重大錯誤。





• (b) 考生對「唐初均田制有助穩定當時
的政權」只有粗略的認識，未能引用相
關史事，析論唐代均田制的正面影響。
內容方面，只能援引旁枝的史事來作牽
強的扣題，如以前朝－隋朝的缺失來說
明唐初的改善，又或以太宗廢除奴婢、
耕牛受田，而令唐初均田制能夠防止兼
併等等。



• 此外，誤述太宗重用宇文融及反覆敘述均田田數，
均見內容上的不足。整體而言，考生努力扣題作
答，惟表現未符理想。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