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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考生表現

第 1 題



1(a)(i)資料一的官、職、差遣依次是指什麼？試把代
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答題簿內。(1分)
A. 俸祿、榮譽頭銜、實際職務
B. 實際職務、俸祿、榮譽頭銜
C. 榮譽頭銜、實際職務、俸祿

史事 1

「宋代官制……一般官員都有『官』和『差遣』兩個
頭銜，有的官員還加有『職』的頭銜。……這有利於
統治者掌握用人大權，又有利於提高各級官府的行政
效能。」

考生表現：表現滿意，74%答對。



1(a)(ii)為什麼「差遣」可以「有利於統治者掌握用人
大權」？試略加解釋。(1分)

理解 1

給分安排：任答一項，每項1分。
• 君主可以透過差遣提拔官職較低者擔任重要職務。
• 即使是高級官員，如沒有被君主差遣，亦不能擔任

重要職務。
• 君主可以透過差遣，指派官員擔任不同的實際職

務。
• 差遣是臨時工作，有時限，故君主用人有靈活彈性。

考生表現：表現尚算滿意，59%答對。



1(a)(iii)資料一作者認為「差遣」可以「有利於提高各
級官府的行政效能」。試舉出不支持這個觀點
的一個理由。(1分)

理解 1

給分安排：任答一項，每項1分。

考生表現：表現尚可，43%答對。

給分(1分) 不給分
⚫差遣令官員權責不明
⚫差遣導致官制紊亂/複雜
⚫差遣導致政出多門
⚫差遣因是臨時工作，經常調

動，官員難以熟悉崗位所負
責的工作。

⚫導致官員職務增加
⚫造成官員人數多 /

官僚架構龐大 /冗
官



1(b)(i)在資料二中，行政、軍事、財政分別由什麼機構負
責？(3分)

史事 3

行政財政 軍事



1(b)(i)給分安排

1. 行政、軍事、財政連同正確的機構，每項1分。
2. 如考生沒有寫行政、軍事、財政，則假設考生是

按順序作答。
3. 任何機構重複出現，重複的項目均不給分。如行

政：中書門下，軍事：中書門下，給0分。
4. 由於問的是「機構」，考生如答同平章事、樞密

使、三司使等職官名稱，不給分。
5. 如把「中書門下」，寫為「中書省」，不給分。
6. 錯別字不給分。



1(b)(i)考生表現

• 表現理想，平均得分為2.71 (總分為3)。

• 小部分考生未能辨識「機構」與「職官」的概念，
誤答同平章事、樞密使、三司使。

• 小部分考生未仔細閱讀資料，把「中書門下」寫
成「中書省」，把「樞」寫成「摳」，以致未能
得分。



1(b)(ii)除(b)(i)的安排外，從資料二舉出兩項可以牽制相權
的措施。(2分)

理解 2

行政財政 軍事



1(b)(ii)給分安排

1. (b)(i)已提及把軍事、財政分別由樞密院、三司管
轄，以牽制中書門下的權力，這項不給分。

2. 在中書門下設參知政事，可分削同平章事的權
力。(1分)【如考生只寫參知政事的名稱，沒有指
出分削同平章事權力，不給分。】

3. 設御史臺主管對宰相/文武百官的監察及彈劾，可
牽制相權。(1分) 【如考生只寫御史臺的名稱，沒
有指出監察宰相/百官，不給分。】

4. 在御前會議，宰相要站着議事，取消坐論之禮。
(1分)(如沒有從資料的御前會議說起，只寫取消坐
而論道，不給分)



1(b)(ii)考生表現

• 表現尚可，平均得分為0.92 (總分為2)。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夠透徹理解資料二和掌握題旨，
建基(b)(i)題已考問「軍事、財政分別由樞密院、
三司管轄，以牽制中書門下權力」的概念，繼而
從資料二舉出其他可以牽制相權的措施，例如設
置參知政事可分削同平章事的權力，設置御史臺
主管對宰相及文武百官的監察及彈劾，也可牽制
相權。

• 惜部分考生只列出參知政事和御史臺的名稱，沒
有解釋相關安排如何牽制相權，以致未能得分。



1(b)(iii)北宋前期的中央政府，通過臣僚分權以達致君主
集權。試援引資料二以外的兩項措施，印證這觀
點。(4分)

史事 4



1(b)(iii)給分安排

臣僚分權的例子(1分) 解釋如何削弱大臣的權力(1分)

把原本兩支禁軍分為三支
(三衙)

削弱禁軍將領之權

軍隊的日常統轄和訓練由
三衙負責

樞密院只掌管軍政，沒有統兵權。

設審刑院 限制刑部的司法權
設審官院/三班院 ⚫ 取代吏部的用人權/

⚫ 把考課、銓選官吏的權力分削/

⚫ 具體列出審官院負責文臣京朝官
和三班院負責武臣的選授

諫院並不直屬宰相 ⚫ 諫院只對皇帝負責，專司監察宰
相等文武百官。

任答兩項，每項2分。



1(b)(iii)考生表現

• 表現未如理想，平均得分為1.3 (總分為4)。

• 考生未能分辨「中央」與「地方」的概念，於是
錯誤援引宋代在路設四監司、在州設通判等措施、

• 未掌握題目要求「援引資料二以外的措施」，錯
誤重複引用資料二已提及的措施作答。



建隆二年，趙匡胤召見趙普問道：「天下自唐末以來，
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戰鬥不息，百姓塗炭，這
究竟是甚麼原因？」趙普馬上回答說：「這不是其他
方面的原因，就是方鎮（地方勢力）太重，君弱臣強
的緣故。現在要改變這種情況，只有把地方的權力奪
歸中央，控制地方的財政，收繳地方的精兵。這樣一
來，天下自然就安寧了。」

1(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述北宋如何落實
趙普「強榦弱枝」的三項建議。(8分)

理解+史事 8



1(c)給分安排

資料提供
的建議

援引史實(每項1分) 佔分

把地方的
權力奪歸
中央

1. 在路先後設四監司，監察知州。
2. 四監司互不統屬，地方的軍、政、財、刑等權遂收

歸中央。
3. 在各州另設通判，通判必由京官出任 /由皇帝委任 /

代表中央直接監督地方/可直接向皇帝報告。
4. 州郡官員向下屬發布的命令，必須有通判副署，才

算有效。
5. 知州只屬差遣，屬臨時任命，把地方權收歸中央。
6. 派遣節度使到其他地方執行任務，令節度使長期脫

離領地。(如此項放在地方精兵部分作答，亦可給分，
但不可重複給分。)

4分

控制地方
的財政

1. 設轉運使
2. 地方稅收除必要開支外，餘財悉運返京師。

2分

收繳地方
的精兵

1. 各州縣挑選精銳士兵入京，充當禁軍。
2. 老弱殘兵則留守地方，是為廂兵。

2分



1(c)考生表現

• 表現尚可，平均得分為3.73 (總分為8)。

• 考生未能分辨「榦」與「枝」的概念，因
此未能夠選取「地方」權力收歸「中央」
的相關措述，而錯誤詳述杯酒釋兵權、更
戍法等措施。

• 有考生以唐代府兵制、漢武帝時期的均輸
法作答。



整體表現

• 共3,853名考生選答題 1，選題百分率為
69.9%。

• 題 1 的平均分為10.42/20分，表現尚可。

• 考生尚能掌握宋代中央集權的措施，但未
準確掌握中央(榦)和地方(枝)的概念，也未
分清地方權力、財政、精兵的概念，以致
未能選取正確的資料作答。

• 表現優異的學生閱讀資料和邏輯思維能力
理想，能清晰判斷資料已涵蓋、未涵蓋的
措施，扼要準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