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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    A 、B 和C 分別代表哪個封國？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
寫在答題簿內。(3分)
(ii)  承上題，說明周武王這樣分封的兩個目的。(4分)

• (a)(i)  A：霍 B：殷 C：管

考生表現良佳，大多全取3分。

• 不少考生寫錯「殷」字，部分則因字體太草致未能
辨認。

• (a)(ii)考生表現令人滿意，大部分能指出監視、
安撫及屏藩等作用，並配合地圖史例作答。
• 少數考生將(a)(i)錯誤答案延伸寫於(a)(ii)，損失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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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周公如何透過第二次
分封達致開拓疆土和鞏固周天子地位的目的。(8分)

• (b)考生表現尚算滿意。
• 不少考生能準確引用地圖封國資料，配合史實加以說
明，內容充實，表現出色。

• 但有不少舉證錯誤，析述含混，如︰
• 在「開拓疆土」方面，只籠統述說分封有助向東擴張，未
見引用地圖資料指出具體擴張的地理位置；忽略地圖顯示
的外族位置與封國的關係，故未能道出分封如何達致鎮撫
諸夷，從而擴展疆土。

• 在「鞏固天子地位」方面，有些考生背誦封建及宗法制度
的內容及作用，忽略須按地圖資料析述封國的作用，以致
未中題旨；指出分封有屏藩周室的作用，但卻引用大量封
國的例子，甚至遠至燕、齊、魯的東方封國。可見，考生
忽略題旨，不按資料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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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考生表現優劣互見。

• 表現良佳者能緊扣題旨，充分運用表列資料，總結
出數個特色，並援引相關史實加以說明，內容充實，
組織分明。

• 表現稍遜者亦能緊握題旨，利用題目提供資料延伸
述說，史例雖有所不足，但仍能符合題意要求。

• 至於表現欠佳者大多組織混亂，表述不明，不少只
硬背資料，以致冗長表述後仍未見提出明顯的政治
特色。

• 更有甚者，只抄錄表列資料，略加含混描述，為典
型下卷之例。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春秋時期政治方面的
特色。(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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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大多數考生答對X是「領尚書事」，表現令人
滿意。

• (a)(ii)考生表現尚可。
• 不少考生能推論漢初功臣勢大，相權威脅君權；影響部
分，考生普遍能回答外戚弄權，並列舉史例佐證。

• (a)(iii)考生表現欠佳。
• 優異者能補充尚書台的職權，以證丞相如何失去對君主
的制衡，再引伸內朝尚書台如何有助戚宦專權。

• 表現稍遜的考生只能抄寫資料，再直接背誦戚宦輪流專
權亂政的循環，未有緊扣尚書台作答。

(a)
(i)    X 是以下哪一個官職？試把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答題簿內。(1分)

A . 御史大夫 B . 司隸校尉 C . 領尚書事
(ii)   試援引史實，分析漢武帝把權力移至內朝的原因及其對西漢政局的影響。(4分)
(iii)  說明東漢光武帝的做法如何有利外戚和宦官掌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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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不少考生能正確回答「和帝」，表現尚可。

• (ii)表現未如理想。

• 普遍考生能利用資料提供線索，指出黨錮之禍及州郡
割據史實；

• 惟不少考生或內容疏略，或未能回應史實與東漢衰亡
的關係，未能得分。

(b) 根據資料二，回答下列各題：

(i)  Y是哪一位君主？ (1分)

(ii) 試援引史實，分析戚宦擅權與東漢衰亡的關係。(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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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考生表現尚可。

• 整體而言，考生對王莽篡漢史實有一定認識，大抵能
從家世背景、社會危機和時代思潮等不同角度論證與
王莽成功篡位的關係。

• 部分考生闡明理據後，能輔以駁論，前後呼應；或就
個人立場深入申論和舉證，深度研判觀點，令人讚賞。

• 不過，不少考生反面論述能力一般，申論形式化，未
能展現具說服力的分析。

(c) 有人認為王莽成功篡位乃個人努力所致。你同意嗎？試

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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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考生表現令人滿意。
• 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寫出元代地方行政官員和政區名稱，惟
答案出現錯別字，如以「洲」為「州」或以「懸」為
「縣」；少數考生以左右丞相為A題答案，反映考生誤以
元代行中書省為最高長官。

• (a)(ii)考生表現尚可。
• 表現較佳者能以元代地方行政架構準確分析對中央集權的
影響，說明地方行政架構層層上奏有助加強對控制地方。

• 表現稍遜者，多以重用蒙古官員的角度分析，忽略「行政
架構」的題旨要求；亦有部分考生未能準確分析對中央集
權的影響，誤以地方管治作分析，反映考生審題技巧不足。

(a)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     A 、B 、C 和D 分別代表什麼？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寫在答題簿
內。( 4 分)
(ii)  分析元代地方行政架構對元代中央集權的兩個影響。(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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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考生表現一般。

• 不少考生準確扣題，根據資料說明明代中央集權措施的
內容，及能完備分析對明政局的正、負面影響，如詳細
析述廢相和設立內閣後大學士能協助皇帝處理更多事務，
相關措施鞏固君權；但是措施至明中後期君主昏庸時，
造成宦禍甚烈，分析均衡。

• 表現稍遜者，或未能按資料進行分析，或只抄寫資料，
措施內容欠具體，亦未能對明政局的影響作深入分析。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明代中央集權措施對
明政局的影響。(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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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表現殊佳。

• (a)(ii)考生表現理想。

• (a)(iii)考生表現尚算滿意，少數誤以《南京條約》、
《辛丑條約》為答案。

(a)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回答下列各題：
(i)    資料一的兩廣總督X 是誰？試把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答題簿內。(1分)

A . 林則徐 B . 葉名琛 C . 李鴻章 D . 袁世凱
(ii)   資料二的文物是在戰爭Y 中被列強掠走的。試在答題簿上寫出Y 的名稱。(1分)
(iii)  承上題，清廷在這場戰爭與交戰國家先後簽訂兩條條約。試寫出條約(1)和(2)
的名稱。(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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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考生表現尚算滿意。

• 表現優異的能夠清楚交代引起戰爭的兩個問題，不少還
能明確寫出中、美及中、法簽訂的兩條條約的名稱，而
英國又如何以它們為要求修約的藉口，完整交代修約糾
紛的由來。

• 表現稍遜的考生在回答入城問題時，僅寫出「當地居民
抗拒英人入城，造成紛爭」，未有提及「當地」就是
「廣州」。

• 又有考生認為入城問題是由亞羅號事件引起，或長篇大
論的講及鴉片戰爭前的貿易及外交糾紛：阿美士德來華
不肯行覲見皇帝之禮、林維喜事件及林則徐銷煙等事件，
混淆史事發生的先後。

(b) 有人認為，下列事件引起戰爭Y 的爆發。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6分) ．入城問題 ．修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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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考生表現尚可。惟仍有不少考生論述欠缺史實根據，
表現遠離水準。

• 首先在討論割地賠款時，部分考生將「割讓九龍半島」，變成「租借九
龍半島，為期99年」；又或寫成「割讓九龍半島北部」或「九龍半島界
限街以北」，混淆「南」、「北」。

• 在回應內河航行權時，部分考生只是寫出由於「開放11個商埠」，於是
就喪失了內河航行權，未能清楚指出內河是指哪一條河，若干誤解為黃
河或珠江。

• 在回應領事裁判權時，部分考生認為所謂領事裁判權是指在北京劃定使
館區，由外國自行管理和駐兵防守，區內不准中國人居住等，史事混淆。

• 至於關稅自主權部分，考生表現較為理想，不但能清楚指出《天津條約》
規定稅率低至值百抽五，又能提到百分之二點五的子口稅，最令人驚喜
的是不少考生可以提出英人李泰國及赫德先後出任海關總稅務司，而赫
德更掌控中國海關四十多年。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有關條約對中國主權造成
什麼損害。(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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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生表現尚可。

• 大部分上佳之答卷，考生對這一課題準備充足，尤

其補充史實方面非常詳盡，例如在「孫中山在歷次

反對軍閥的活動中屢遭挫折」中，考生能寫出護法

之役受南方軍閥排擠、粵系軍閥陳炯明叛變等，又

當時蘇聯主動廢除不平等條約，以示願意援助中國

的革命等，更有考生舉出當時國民黨廣州分部雖號

稱有三萬黨員，但實際登記者只有三千，缺少聯繫，

也沒有定期會議……以支持「國民黨內人員過於複

雜，黨內組織散渙，群眾基礎薄弱」之說法，非常

完備。

• 至於表現一般者，或內容浮泛，或論述有欠均衡。

表現稍遜者對題旨認識不清，只能抄寫資料，就字

面意思無限演繹，未能援引具體例子佐證。

( a )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
政策的原因。( 1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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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時段辨識，考生表現令人滿意。

• (b)(ii)考生表現尚可。
• 關於「共產黨勢力逐步擴張」，考生能寫出共產黨在各
地發動工、農運動，在大城市吸納大量黨員；有些考生
能以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人數由400多人上升至近58000
人為據。而在滲透方面，多數考生能指出共產黨員利用
「跨黨」身分滲透，部分考生能以國民黨中央黨部九個
部中有五六個是受共產黨員控制等史實佐證，說明共產
黨員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擔任要職。可見，考生熟
悉這段歷史，能精確補充史實。

• 表現欠佳的考生，或內容單薄，或忽略題義。

( b ) 
( i )   以下事件(1)、(2)和(3)分別是什麼？把數字連同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寫
在答題簿內。( 3 分)
( i i )  試援引史實，從下列兩方面，說明第一次國共合作不能持續的原因。( 6 分)
．共產黨勢力逐步擴張
．國民黨內反共聲音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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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問，要求考生根據資料二分析第二次國共合
作的背景，考生表現一般。
• 考生多能據資料補充日本侵華過程，如成立滿洲國、
七七事變，惜不少考生忽略了當時北京學生多番要求
停止內戰，惟國民政府當時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
對立及僵持，未能道出歷史實況。

• 至於後半部，考生對於西安事變歷史雖頗為熟悉，卻
忽略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後的歷史事件，例如：
軟禁蔣介石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尤其
沒有提及各方協商，蔣介石才肯改變態度，最終同意
停止內戰。故此題大部分考生表現未達水平，流於抄
寫資料。

( c )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背
景。(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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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選擇題，考生表現理想。

• (a)(ii)短答題，採取(a)(i)外交政策的原因

•考生表現尚可。
• 表現優異者，能緊扣題旨，清晰地從兩大方向分析，
並援引資料和相關史實作答，內容豐贍，條理分明。

• 次者，能援引資料，並輔以相關史實加以分析，惜內
容稍欠完備，常見忽略美國支援國民黨對新中國政權
帶來的負面影響；

• 表現稍遜者，未能分清楚國外和國內形勢，只能含糊
作答，或只能抄錄資料，簡單說明。

( a )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 i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採取什麼外交政策？試把代表正確答案的英文字母寫在
答題簿內。( 1 分) A . 以美制蘇B . 反帝反修C . 一邊倒
( i i )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會採取上述外交政策？試從國外和國內形勢，援
引史實加以分析。(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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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考生表現理想。
• 大部分考生能清晰指出中蘇關係的轉變，並能列舉證
據說明。

• (ii)考生表現一般。
• 大部分考生對中蘇關係轉變原因有所認識，然未能緊
扣資料回應。

• 表現上佳者，能緊扣資料二漫畫內容，輔以相關史實，
具體分析。

• 然而，不少考生會混雜其他原因，例如：中印邊境衝
突和珍寶島事件，泛泛而論，未能緊扣資料二作出回
應。

( b ) 根據資料二，回答下列各題：
( i )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關係有什麼轉變？試從圖一和圖二各找出
一項證據加以說明。( 3 分)
( i i ) 承上題，試援引史實，解釋上述轉變的原因。(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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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考生表現尚可。

• 表現良佳者，充分掌握兩件事件的內容，詳列「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求同存異」方針、乒乓外交始末
等，從與各國聯繫加強、國際地位提升等角度分析。

• 其次者，能援引資料，輔以相關史實分析，惟在分析
如何拓展外交空間方面稍欠深入。

• 表現稍遜者，只能援引資料，再輔以簡單史實，嘗試
說明；或分析欠均衡，只偏重其中一件史事。

( c )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中國如何利用下列事
件拓展外交空間。( 1 0 分)
．亞非會議 ．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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