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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說亞羅號是英船，指中國水師扯落船上英國國旗及拘捕走私疑
犯，損害了英國權利和榮譽，要求兩廣總督 X 釋放疑犯，賠償道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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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表現：
近 91% 的同學能選出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B



資料二：圓明園獸首銅像
圖一：猴首銅像 圖二：豬首銅像 圖三：牛首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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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表現：這題問資料二的文物是在哪一場戰爭中被列強掠走的。約有 90% 考
生答對，這反映了大部分考生對英法聯軍有一些基礎的認識。至於錯誤的答案
有：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其中以八國聯軍佔多數。部分考生的答
案匪夷所思，問題是問哪場戰爭，他們的答案卻是「豬首銅像」或「牛首銅
像」，這反映了小部分考生對理解題目的意思方面有誤差，又或是他們粗心大
意。不小心閱讀題目所致。
考生若在此題若答錯了，將會直接影響 (a iii) 、 (b) 及 (c ) 是的表現。

正確答案
英法聯軍/
第二次
鴉片戰爭



(i i i) 承上題，清廷在這場戰爭與交戰國家先後簽訂兩條條約。試寫出條約和的名稱。(2分)

正確答案：條約 1： 天津條約； 條約 2： 北京條約

ａ(iii)  這題問在英法聯軍後，先後與交戰國家簽訂的兩條條約是甚麼，此題表考生現欠佳。兩
條條約名稱及時序全對者，只佔近 60% ；部分考生雖然掌握了兩條條約的名稱，但簽訂
時序卻先後調亂了，故此未能獲得分數；而只答對其中一條條約者，則佔約 10% ；錯誤
的答案包括有《南京條約》、《辛丑條約》及《馬關條約》。其中答《南京條約》者較
多，這個答案將會直接影響到考生在答 b 題及ｃ 題時的表現。

條約名稱 條約 1 條約 2

簽訂時間 1858年6月 186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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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題重點：
入城問題： 1. 先要強調廣州是《南京條約》的開放港口。

2. 廣州民眾的反應。
3. 有關人士 (如葉名琛)  的責任問題。

修約問題： 1. 中美、中法條約的影響。
2. 英國最惠國待遇。
3. 英國希望在修約後取得的利益。

考生表現：․不少考生認為入城問題是由亞羅號事件引起，
․亦有不少考生以法國傳教士在廣西被殺事件有關。
․更有考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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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了考生對英法聯軍一事其實
認識不深。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中美和中法兩條條約的名稱，但亦有不少考生寫上其他
條約的名稱，如《璦琿條約》。



A卷考生
表現

尚能提到
廣州民眾反應

葉名琛
的責任

要求修約
的目的

未提及中美及中法
能兩條條約，只提
最惠國待遇，作用

不大。



B卷考生
表現 民眾反應

葉名琛責任

未提中美及中法兩
條條約，只提最惠
國待遇作用不大。

修約目的



C 卷考生
表現

民眾反應

葉名琛責任

能夠提中美及中法
兩條條約，再結合
最惠國待遇，意見
清晰明確。

修約目的



資料三

中國於戰爭Y與兩個交戰國家先後簽訂一些條約。此次戰爭的結果，對
中國主權造成甚大的損害，包括割地賠款及內河航行權、領事裁判權、
關稅自主權的喪失。

整理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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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題重點：本題資料提及四項主權的喪失，包括割地賠款、內河航行權、領事裁判權、
關稅自主權的喪失，考生須就這四項主權喪失的影響作答。
但不少考生不理解題目要求，他們將題目自行變成「有關條約對中國的
影響」，遂以「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文化方面……」等內
容作答，這顯然未能掌握問題要求。更甚者生是內容東拼西湊，組織混亂。



答題重點：就割地賠款方面：
割地是九龍半島 /九龍半島南部 /界限街以南。
不少考生因為在(a) ( i i) 及(a) ( i i i) 答了錯誤的答案，以致在割地方面
也錯了，例如他們會寫了割讓香港島、台灣，甚至是遼東半島。
部分考生對「南」、「北」兩個表示方位的字理解不清，他們會將
「界限街以南」寫成「界限街以北」。
至於賠款，應以最後《北京條約》所訂為準，若只寫《天津條約》所
訂的，則有欠準確。

答題重點：內河航行權方面：
根據當時清朝與法、英兩國簽約，「內河」是指長江，並不包括黃河和珠江。
故考生應清楚標明「內河航行權」是指在長江航行的權利。就算考生不標明
是長江，他能夠寫出在長江內河開放的若干港口名稱，如「漢口」、「九
江」 、「鎮江」，也可以。
考生也須列明外國船隻在內河航行，會進行甚麼活動，而這些活動對中國有何
影響。



答題要點：領使裁判權方面：
考生須指明《天津條約》乃正式明文規定的特權。外國領使可以審理民事及
刑事等案件。
考生對這項認識較片面，解說不清。
更有部分考生認為所謂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可在北京駐兵，又設立租界。

答題重點：關稅主權方面：
關稅須與洋人共同協定，洋人享受比中國人還優惠的稅率。
做成洋貨傾銷，打擊土貨的競爭力。
此部分考生表現是各項中最佳的。考生對各稅項內容掌握清楚，亦有考生甚至
還能寫出英人李泰國及赫德先後出任海關總務司，而赫德更掌控中國海關四十
多年，這些資料都並非課本正文內容，而只是課文內的一個附註，我們並不要
求考生需要寫出這一點，不過能有考生寫出，我們是欣賞的。



A 卷考生
表現

割讓香港島，這位
考生明顯是誤以為

有關條約是
《南京條約》

賠款上幾億，
考生又誤會了是
《辛丑條約》。

考生完全未有
說明甚麼是
內河航行權。

只能提到通商
港口增多，影
響中國生產力
及經濟。

對領使裁判權
的認識

不甚了了。



A 卷考生
表現

全段未有解釋
領使裁判權
的意義

「外商侵佔過多，
民眾無法

安心生活」，
這不是領使裁判權

的內容。

只能寫出喪失了關
稅自主權，但未能
有深入說明。

只簡略地說出
加重經濟的
衰落。



B卷考生
表現

考生此段是
「土地領土主權」，

內容蕪雜。

天津條約
列明割讓
九龍半島
有誤

列出所有
開放港口。
增開放商埠

導致洋貨傾銷。

提到低稅率
及由洋人
決定稅率。

提到洋貨入侵



B卷考生
表現

「最惠國待遇」
是洋人在中國
犯法能用英國
的法律處理。
寫法錯誤。

賠款400萬銀
元，錯誤!

內河航行權
使國防洞開，
但未有詳細說明

《天津條約》
列明英法
雙方有最惠
國待遇



C 卷考生
表現

向英、法各賠
800萬兩

以海關稅作負
債抵押。

清楚點明
長江內河航行

說明內河航行
的影響。

寫出在
長江沿岸的

城巿

說明外國領使
以該國法律審
判外國人。

有關華洋訴訟，
由中國及外國領使

共同審理。司法自主權
喪失的影響



C 卷考生
表現

寫出各項
低稅率

低稅率
的影響

中英共同協定稅率

整體清晰有條理，亦算詳細，
但唯獨遺漏了「割地」，

十分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