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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盡 100%努力。 
要突破自己，就要起碼每次盡 120%努力﹗ 

「對戰爭的恐懼是導致冷戰出現的最重要因素。」評論此說能否

成立。 

 

定義 「冷戰」之所謂被稱為冷戰是基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持續

對抗，但卻未有爆發大規模戰爭。 // 架構 其中，對戰爭的恐懼使兩大陣營在政

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出對抗，同時，對戰爭的恐懼也令雙方不敢開戰，形成

了冷戰的「冷」關係。 // 立場 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主旨句 政治方面，對戰爭的恐懼使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各自拉攏

盟友進行對抗，使冷戰出現。 // 主項重要性 由法西斯的德、意、日等國挑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歷時達 8年，估計死亡人數達 7,000萬人，是人類史上最慘痛的

戰爭。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均不希望再次爆發大規模的戰爭。然

而，資本主義國家卻十分害怕共產主義的持續擴張會導致大戰爆發，結果令英、

法、比、荷、盧五國於 1948年簽訂《布魯塞爾條約》，以共同防範蘇聯為目的。

更甚，至 1948年柏林危機爆發，英、法、美等國深恐會受到蘇聯陣營的攻擊，

於是成立北約(1949年)。結果，資本主義陣營成立的北約無可避免地與蘇聯陣營

形成對抗，使敵對陣營成立，最終塑造了冷戰的抗衡局面。 // 小結 可見，對戰

爭的恐怖使兩大陣營形成及對抗，導致了冷戰出現。 

 

經濟方面，對戰爭的恐懼使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於經濟方面作出對

抗，形成冷戰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的扶植下，共產黨在希臘迅速擴

張，以致希臘爆發內戰。美國恐懼共產主義的持續擴張會令更加多的國家爆發內

戰，最終甚至使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美國

積極以金錢政策援助歐洲各國，包括於 1947年提供 4億美元予希臘政府軍對抗

共產黨，又於 1948推出馬歇爾計劃，以 130億美元援助西歐各國，以遏止共產

主義於惡劣的環境中滋長，避免共產主義的擴張最終會令戰爭爆發。然而，美國

的舉動就導致了蘇聯的猜忌，恐懼東歐國家會受到美國計劃的吸引，因而於 1947

年馬歇爾計劃的討論階段就實行莫洛托夫計劃以作對抗，結果令歐洲經濟一分為

二，形成東、西歐的冷戰對抗局面。可見，對戰爭的恐懼使經濟對抗的局面出現，

使冷戰形成。 

 

軍事方面，對戰爭的恐懼使兩大陣營於軍事方面互相敵對地抗衡，使冷戰形

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向日本投下了兩枚原子彈，迫使了日本無條件

投降。另一方面，蘇聯在二次大戰時期軍力大幅膨脹，於戰後坐擁了 600萬軍隊、

5萬架坦克、2萬架戰機，結果也令美國對蘇聯有所恐懼。雙方都對對方的軍事

實力感到恐懼，害怕戰爭爆發時，自己會處於極為不利的形勢，最終令美、蘇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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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惡性的軍備競賽，例如蘇聯於 1949年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抗衡了美國原有

的核優勢。同時，正正由於美、蘇雙方均對戰爭的爆發有所恐懼，結果塑造了冷

戰的「冷」關係，雙方僅作只是互助對抗，卻不敢貿然開戰。可見，對戰爭的恐

懼一方面掀起惡性軍備競賽，同時令雙方不敢開戰，形成了冷戰的局面。 

 

雖然意識形態的差異、兩大陣營的互不信任也是導致冷戰出現的其中原因，

但重要性不及對戰爭的恐懼重要。 

 

主旨句  意識形態的差異也導致了冷戰的出現，但此並非最重要的因素。// 

他項重要性 基於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同，令資本主義國

家深恐共產主義的擴張，同時共產蘇聯也恐懼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影響到其對於

東歐的管治，故令雙方互相抗衡，例如在中國內戰中，美國和蘇聯分別支援國民

黨與共產黨，形成冷戰的局面。// 駁論 然而，對戰爭的恐懼才是冷戰出現的最

重要因素。就意識形態的局限性而言，共產蘇聯早於 1917年就已經建立並開始

擴張共產主義勢力，例如透過共產國際以推動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其中包括協助

中國共產黨於 1921年的建立，但當時卻未有導致冷戰的出現。但由於經歷了二

次大戰的慘痛教訓，資本主義國家深恐共產主義的持續擴張會導致另一次大戰的

爆發，因此才極力對抗及圍堵共產主義，使冷戰形成。// 小結 因此，在冷戰出

現一事上，對戰爭的恐懼才是冷戰出現的根本性因素。 

 

兩大陣營的互不信任也導致了冷戰的出現，但重要性不及對戰爭的恐懼為之

重要。兩大陣營之間互相猜忌，例如蘇聯猜忌英、法於慕尼黑會議(1938年)時禍

水東引，將德國的侵略引向東向，損害蘇聯利益；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猜

忌蘇聯於二次大戰時期積極擴張共產主義，使波蘭、捷克等多個東歐國家成為其

衛星國。結果，雙方的互不信任導致了對立的冷戰局面出現。然而，就因果關係

而言，兩大陣營的互不信任根源於雙方對戰爭的恐懼。由於蘇聯深恐二次大戰前

德國的擴張會導致德蘇戰爭的爆發，故才猜忌英、法的舉動是禍水東引。此外，

西歐國家也深恐蘇聯持續擴張共產主義會導致戰爭的爆發，例如往後的希臘內戰

(1944-49年)便是代表例子，才使西方猜忌，甚至極力阻止蘇聯擴張。可見，兩大

陣營的互不信任是基於雙方對戰爭的恐懼，故對戰爭的恐懼才是導致冷戰出現的

最重要因素。 

 

總括而言，對戰爭的恐懼使兩大陣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形成了敵對

及對抗的關係，但同時卻基於對戰爭的恐懼而使雙方不敢開戰，故題目所言確能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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