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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部分，同學可以登入英皇教育網站， 

觀看網上補課之講解。 

 

30-60分鐘時間， 

我會同你 KO每個課題所需之史實認知， 

掌握清楚歷史脈絡， 

洞悉考試重點﹗ 

 

網上補課登入步驟： 

 

   

1. 登入 www.kge.hk -> 名師補習 -> 名
師介紹及章程 -> 歷史 -> K.W.Ho 

 
2. 於 “學生服務” 填上 
 學生編號 (收據上的學生編號) 
 您的入學登記手機號碼(2020年 8
月 31日或之前入學之同學，預設
密碼為身份證號碼中的 6個數目
字[括號除外]) 

 
3. 收看課堂教材： 
按入 “Online Lesson” 再點選所報讀的
課程教材收看便可 

 
4. 下載電子版筆記 
按入 “下載筆記” 同學請自行安排筆
記上堂 

 



 

 

革命．顛覆所有 

K.W.HO的話 – 革命．顛覆所有 

 

從小開始，我就不喜歡讀書，會考時開始認真讀書只是為了追女仔，希望

能令女神刮目相看。高考後開始做補習導師也只是因為山窮水盡，連袋有

當時全副身家的銀包也遺失，迫於無奈只好「賣身」開始補習生涯。一切

都是緣份，又或者是宿命。 

 

由執教第一年就已經計劃如何結束補習生涯，但又不甘心自己的付出會隨

著自己的退潮而埋藏於世。正如我高考後開設歷史科博客，就是希望能夠

將我在高考期間歸納的應試心得及答題技巧、撰寫的數百篇範文公諸於世，

流傳開去，令我曾經的努力變成無可估量的價值，改變其他人的思維，甚

至乎是命運。 

 

由一開始執教DSE課程，我已經訂立了明確的目標——我希望用我的思維、

技巧去掀起一場學術革命，破除舊有背誦式的讀法及雜亂無章的答法，確

立思考及邏輯性主導的讀法和系統性的答法。學術革命要達致成功，首先

必須要提高接觸率及廣泛性。為此，我於 2015 年加盟大型補習社[英皇教

育]，並於隨後幾年稱霸歷史科市場，每年門生數以千計，5**學生人數亦

冠絕全港，遠超同行。 

 

今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實踐革命夢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利用我多年來嘔心瀝血製作而成的數千頁筆記去推動學術革命。讓學生免

費使用我的 Unbeatable Notes 以取代傳統非考試主導、低效用的教科書，

藉此達致全面滲透入學生層的效用。除此之外，我也要改變歷史科的市場

模式，由過往的「付費學習」變成「免費學習」，同學可以在無須付費的情

況底下獲得數千頁的補習教材，即使是窮學生也能憑藉強大的筆記以提高

自己的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為實現學術革命的目的，我歡迎任何學生或老師免費使用此 Unbeatable 

Notes 作教學，亦希望各使用者能夠將此筆記推廣出去，令學術革命能夠

開花結果。 

 



 

 

革命．顛覆所有 

神 

天 

人 

地 

庸 

蠢 

 
 
 
 
 
 
 
 
 
 
 

以 1-3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同時學習其他歷

史科導師之內容及技巧，集百家於大成且能領悟及熟讀者，是謂「神」。 

神，十萬中無一，空前絕後。分數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最強成績。 

 

以 1-2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能領悟及熟讀者，

是謂「天才」。 

天才者，萬中無一，歷年屈指可數。 

 

以 3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能領悟及熟讀者，

是謂「人才」。 

人才者，千中無一，每年鳳毛麟角。 

 

在 K.W.HO 課堂教導下，以 1-2 年時間領悟及熟讀 Unbeatable Notes，是

謂「地才」。 

地才者，百中有十，具備獲 5**之條件。只要腳踏實地、刻苦耐勞，人人

皆可成為地才。 

 

在 K.W.HO 課堂教導下，以 3 年時間基本能夠領悟及熟讀 Unbeatable Notes，

是謂「庸才」。 

庸才者，比比皆是，資質平庸，但已經足夠穩奪 5-5*之成績。 

 

不學無術，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天才，自以為能無師之通、領悟一切，是

謂「蠢才」。 

蠢才者，多如牛毛。對牛彈琴，朽木不可雕。 

每堂只需$75﹗ 

K.W.Ho 專業指導，教授課題之重點及答題技巧， 

助你極速掌握熟每個課題﹗事半功倍﹗ 

好過你盲鐘鐘死讀死背﹗ 

課程資訊請向 K.W.Ho/英皇教育查詢(可加購改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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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背景與發展 – 主要例子 

1. 希臘內戰 Greek Civil War (1944-49年) 

A. 希臘內戰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軍已於東線擊退德軍，德軍節節敗退。此時，共產

主義陣營的希臘民主軍 Democratic Army勢力大增，與受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
支持的希臘政府軍 Government Army發生衝突，導致了希臘內戰的開始。 

 
B. 希臘內戰的內容： 
原本民主軍繳獲了德軍留下的武器，屬於佔優的一方。但內戰隨著英、美等國

家對政府軍的支持而扭轉劣勢。結果，內戰最終因希臘民主軍的敗北而告終。 

 
C. 希臘內戰的意義： 
 政府軍於內戰中戰勝了共產陣營的民主軍，使希臘成為唯一一個並未有受到赤

化及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東歐國家，也成為了美國在巴爾幹
半島上對抗蘇聯的重要盟國之一。 

 由於蘇聯早於二次大戰期間與英國首相邱吉爾 Churchill達成私下協定，希臘歸
英、美陣營；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則歸蘇聯勢力。因此，蘇聯對於希臘的

援助較為有限。此次內戰可見蘇聯對於援助共產主義的勢力也所有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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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國共內戰 Chinese Civil War (1946-49年) 

A. 中國國共內戰的爆發背景及原因： 
於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中國國民黨 Kuomintang與共產黨
邊打邊談，同時進行談判及武裝衝突，及至 1946年 6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B. 中國國共內戰的結果： 
西方國家及蘇聯介入中國內戰，分別支持資本主義陣營的國民黨及共產主義陣

營的共產黨。最終，共產黨於 1949年取得勝利，國民黨撤退到台灣。 

 
C. 中國國共內戰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成功奪得政權同時標誌了蘇聯成為此次衝突中勝利的一方。 
 直至 1953年史太林去世前，中國與蘇聯保持了友好的關係，如中蘇兩國於

1950年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蘇聯為中國提供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 

 美國擔心共產主義勢力會於亞洲迅速擴散，故於日後積極援助南韓，同時

大力復甦日本經濟及保護退守台灣的國民黨，以圍堵共產主義於亞洲的勢

力。 
 美國積極援助國民黨，使之日後未能與新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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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鐵幕演說 Iron Curtain Speech (1946年) 

A. 鐵幕演說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於 1946年 2月，史太林 Stalin於莫斯科電台中直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壟斷
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下的必然結果，反映蘇聯與西方的關係已回復到戰前的不

友好狀態。同年 3月，邱吉爾 Churchill於美國進行演講時便予以還擊，發表了
著名的「鐵幕演說」。 

 
B. 鐵幕演說的內容： 
 邱吉爾於鐵幕演說中用「鐵幕」Iron Curtain一詞指蘇聯設立屏障阻隔了
東、西歐之間的通訊及接觸。 

 此外，邱吉爾要求超級強國美國擔起重任，以圍堵蘇聯的擴張。 

 
C. 鐵幕演說的意義： 
 鐵幕演說拉開了冷戰的序幕，因邱吉爾的演說中指出英、美兩國應合力阻

止蘇聯勢力的擴張，公開表示了蘇聯與英、法之間的不和、猜忌，變相拉

開了冷戰的序幕。 
 英國對美國的要求，使美國更積極地抗衡蘇聯的勢力。於希臘內戰時，美

國總統杜魯門 Truman便要求國會撥款援助希臘及土耳其，史稱「杜魯門
主義」Truman Doctrine。 

 

4. 杜魯門主義 Truman Doctrine (1947年) 

A. 杜魯門主義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由於英國因國內經濟困難而無力繼續支援希臘內戰中的政府軍，因此早於

1946年邱吉爾的鐵幕演說中已經要求美國擔起重任，援助資本主義陣營。於
是，美國總統於 1947年 3月於國會中發表國情諮文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時，清楚表達了其認為美國需要擔當「世界警察」Global Sheriff，以遏止共產
主義的擴張，史稱「杜魯門主義」。 

 
B. 杜魯門主義的內容： 
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 4億美元及派出軍事專家支援希臘和土耳其對抗蘇聯。 

 
C. 杜魯門主義的意義： 
 標誌了美國對蘇聯的態度由消極遏制走向積極遏制，除了於經濟上提供經

濟計劃援助其他國家外，如 1948年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軍事上
也積極擴張，如核武備於 1948年由 13枚增至 50多枚。 

 於 1949年，希臘政府軍於美國的援助下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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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1947-51年)  

A. 馬歇爾計劃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後，美國更積極地開展對歐洲國家的經濟援
助，以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早於 1947年 6月，美國便已提出了馬歇爾計劃，
並與歐洲國家作出討論。最終，美國國會於 1948年 4月通過《對外援助法》
Foreign Assistance Act，批出援助。 

 
B. 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內容： 
 美國提供 1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予歐洲國家； 

 
C. 馬歇爾計劃的意義： 
 美、英於 1947年曾邀請蘇聯及東歐國家參加馬歇爾計劃，但史太林對英、
法的舉動感到懷疑，故拒絕。由此可反映蘇聯對英、美存有猜疑。 

 蘇聯禁止東歐國家參加馬歇爾計劃，並提出另一經濟計劃「莫洛托夫計

劃」Molotov Plan。 
 蘇聯於 1947年 10月成立「共產國際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加強對東歐國家的控制。 
 計劃反映了美國利用經濟手段以利誘東歐國家，並且於經濟上與蘇聯對

立。 
 美國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提供援助，而各國於重建經濟的過程中也加強了

合作，故馬歇爾計劃增加了資本主義陣營內的凝聚力。 
 為了有效分配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歐洲國家組成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1948)，成為歐洲經濟統合
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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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及經濟互助委員會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1947-49年) 

A. 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當馬歇爾計劃於 1947年進入討論階段的時候，蘇聯為了避免東歐的國家對蘇聯
的統治出現離心力，故由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olotov出面，於 1947年 7-8
月期間和保加利亞 Bulgaria、匈牙利 Hungary、阿爾巴尼亞 Albania、波蘭
Poland、南斯拉夫 Yugoslavia及羅馬尼亞 Romania簽訂貿易協定。莫洛托夫為
了抗衡馬歇爾計劃而與東歐國家簽訂的一連串貿易和經濟協定，就稱為「莫洛

托夫計劃」。 

 
B. 莫洛托夫計劃的其中內容： 
 與保加利亞的貿易協定：向保加利亞提供 500萬美元的商品貸款； 
 與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協定：向阿爾巴尼亞提供 600萬美元的貸款。 

 
C. 莫洛托夫計劃的意義： 
 經濟上與馬歇爾計劃抗衡，避免東歐國家對蘇聯的統治出現離心。 
 事實上，莫洛托夫計劃的效用遠不及馬歇爾計劃，使東歐國家持續衰弱。 
 1949年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Comecon)承接莫洛托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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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魯塞爾條約 Treaty of Brussels (1948年) 

A. 簽訂《布魯塞爾條約》的背景及原因： 
早於 1947年英、法兩國已簽訂《敦克爾克條約》Treaty of Dunkirk，防止德國再
次發動戰爭。及後，隨著蘇聯的勢力不斷擴張，西歐國家有必要建立更緊密的

盟友關係，以對抗蘇聯。因此，於 1948年 3月，在美國的支持下，英、法、
比、盧、荷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 

 
B. 《布魯塞爾條約》的內容： 
 任何一個締約國若受到其他國家的攻擊，其他簽署國需要援助； 
 條約有效期為 50年。 

 
C. 簽訂《布魯塞爾條約》的意義： 
 條約雖然表面上針對德國，防止德國報復，但實質指向蘇聯，以防禦性的

條約方式防範蘇聯。 
 及後，美國國會通過「范登堡議案」Vandenberg resolution，同意美國與西
歐國家組成軍事同盟，故《布魯塞爾條約》和「范登堡議案」是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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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柏林危機 Berlin Crisis (1948-49年) 

A. 柏林危機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分為四個區域，被美、法、英、蘇四個國家分別佔

領。原本柏林屬於蘇聯的管轄範圍，但由於柏林是德國的首都，故柏林被分為

四個區域，分別被四國分治。早於 1946年，英、美的佔領區已經合併。至
1948年 2-6月，英、法、美、比、荷、盧六國舉行的倫敦會議 London 
Conference中，建議將英、法、美佔領的地區合併，並共同制定新的憲法及推
出新的貨幣。 

 
蘇聯獲悉英、法、美的計劃後認為會危害其對德國佔領區的控制及經濟穩定，

故表示強烈反對，但英、法、美則無視蘇聯的意見。因此，蘇聯以保護其佔領

區為由，封鎖柏林四周的交通，切斷了英、法、美對其管轄區的控制。同時，

蘇聯又於東德及東柏林推行新的貨幣改革，使西柏林陷於全面孤立。 

 
英、法、美等國對蘇聯的舉動提出譴責。此外，美國一方面派大量飛機通過三

條「空中走廊」air corridor為西柏林的居民提供日常用品的物資補給。同時，
實行反封鎖政策對抗蘇聯，對蘇的佔領區實行鋼、煤及電力的反封鎖。  

 
B. 柏林危機的結果： 
由於蘇聯考慮到封鎖柏林不能夠阻止美、英、法三國合併西德，加上美、英、

法等國於 1949年 4月成立了北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此一
軍事組織，故軟化了蘇聯的立場，於同年 5月撤銷封鎖，使危機告終。 

 
C. 柏林危機的意義： 
 冷戰開始後，美、英、法與蘇聯首次的正面衝突。 
 柏林危機結束後，西德及東德分別於同年的 9月及 10月建立，使德國一分
為二，直至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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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9. 北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成立(1949年) 

A. 北約的成立背景及原因： 
「北約」全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於 1949年 4月。由於柏林危機
時，英、美、法等國與蘇聯的關係極為惡劣，故英、美、法等十二個北大西洋

附近的資本主義國家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以防守性的
軍事同盟捍衛北大西洋的安全。 

 
B. 北約的主要條款： 
 當任何一締約國受到攻擊時，其他締約國應作出軍事上的支援。 

 
C. 北約的意義： 
 短期而言，軟化了蘇聯於柏林危機中的立場，有助化解柏林危機。 
 長期而言，導致了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成立，因西德於 1955年加入
北約時，蘇聯隨即成立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以抗衡
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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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10. 蘇聯試爆原子彈 Soviet atomic bomb test (1949年) 

A. 蘇聯試爆原子彈背景及原因： 
早於 1930年代，蘇聯已建立核子研究中心，開始研製核武。及至美國於第二次
世界大戰中投下了兩枚原子彈 Atomic bomb，使蘇聯加緊研發原子彈。終於，
1949年初，蘇聯成功研製出原子彈，並於同年的 8月成功試爆綽號為「南瓜」
(RDS-1)的原子彈。 

 
B. 蘇聯試爆原子彈的意義： 
 蘇聯成為第二個擁有核武的國家，開展了美、蘇之間的核軍備競賽。 
 蘇聯擁有核武打破了美國過往的壟斷，締造了勢力均衡的局面。 

 
 

11. 韓戰 Korean War (1950-53年) 

A. 韓戰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及蘇聯曾經達成協議，美國負責佔領南部地區(南
韓)；蘇聯負責佔領北部地區(北韓)。於美、蘇的協助下，南、北韓分別建立了
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政府。因此，南、北韓的政府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意識形

態分歧。到了 1940年代末，南、北韓問題進一步惡化，北韓於 1950年 6月突
襲南韓，掀起了韓戰的序幕。 

 
B. 韓戰的經過及結果： 
韓戰爆發後，美、蘇兩大國均盡量避免牽涉入戰局，因美、蘇均恐懼兩國的對

戰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兩國分別利用不同的方式以影響戰局，如蘇

聯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派解放軍協助北韓；美國則透過聯合國的決議而出兵

援助南韓。 

 
由於並無一方能夠取得勝利，最終於 1953年 7月，南、北韓簽訂《朝鮮停戰協
定》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以北緯 38度為邊界的劃分。 

 
C. 韓戰的意義： 
 蘇聯一方面提出停戰建議，同時則秘密介入戰爭，派遣多達 300架戰機協
助北韓。 

 美國未能於戰爭中成功打敗共產主義的北韓，使其日後採取更強硬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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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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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國成功研製氫氣彈 hydrogen bomb (1952年) 

A. 美國研製氫氣彈的背景及原因： 
蘇聯於 1949年成功試爆原子彈令美國大為震驚。為了保持美國於核武上的實力
優勢，美國積極研製另一核武—「氫氣彈」，美國於 1951年已經開始試爆，但
以 1952年試爆的氫氣彈(綽號「麥克」Ivy Mike)為真正的成功。 

 
B. 美國成功研製氫氣彈的的意義： 
 將核武的競賽帶到另一層面，蘇聯於 1953年 8月也宣佈試爆成功。 

 
 

13. 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成立(1955年) 

A. 華沙公約組織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隨著 1949年北約的成立，蘇聯對於美、英、法等國的戒心已經大大增加，至
1955年 5月西德加入北約，成為蘇聯成立另一軍事組織以抗衡北約的導火線。
結果，於 1955年 5月，蘇聯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東德等八國簽訂了
《華沙公約》Warsaw Pact。 

 
B. 華沙公約組織的內容： 
 當任何一締約國受到攻擊時，其他締約國必須作出援助。 

 
C. 華沙公約組織的意義： 
 華沙公約組織的成立正式標誌著與北約的對立，形成軍事上的互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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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14. 日內瓦會議 Geneva Summit (1955年) 

A. 日內瓦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面對韓戰的緊張局面，美國總統艾森豪 Eisenhower提出「和平取勝」的策略，
透過談判以軟化蘇聯的立場。另一方面，史太林於 1953年死後，繼位的赫魯曉
夫 Khrushchev改變過往蘇聯的外交態度，願意以較和諧的方式相處，故提出了
「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競賽」Peaceful Competition及「和平
過渡」Peaceful Transition三項主張。及至 1955年 7月，英、法、美、蘇四個首
腦再次聚集於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有關和平共存的議題。 

 
B. 日內瓦會議的意義： 
 雖然會議並未達成實質的重大決議，但會議的討論氣氛尚算和諧，美、

英、法、蘇四國承諾盡力達致和平共存，故被稱為「日內瓦精神」Spirit of 
Geneva。 

 開啟了四國首腦高峯會議的先河，於 1960年時，四國為解決柏林的問題而
於巴黎召開了第二次高峯會議。(但第二次會議最終宣告流產) 

 
 

15. 蘇聯從奧地利撤軍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ustria (1955年) 

A. 蘇聯從奧地利撤軍的背景及原因：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擊退了於奧地利 Austria的德軍，佔領了奧地利。
於戰後，蘇聯允許英、法、美共同駐軍奧地利。由於蘇聯與西方國家均恐怕奧

地利會成為其中一方的棋子，故使奧地利的和約問題遲遲未能達成協議，蘇聯

一直駐軍於奧地利。 

 
直至史太林於 1953年逝世，接任的赫魯曉夫態度較為溫和。加上，艾森豪於
1953年當選為美國總統，使奧地利議題得以繼續。最終，於 1955年 5月，對
奧地利的和約終於定案。奧地利成為一中立國，承諾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及提

供領土予其他國家駐軍或作為軍事基地。結果，蘇聯撤回駐奧地利的軍隊。 

 
B. 蘇聯從奧地利撤軍的意義： 
 蘇聯願意撤軍反映赫魯曉夫政府願意與西方改善關係，獲得了西方國家的

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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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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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匈牙利革命的爆發 Outbreak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1956年) 

A. 匈牙利革命的爆發背景及原因： 
1956年 10月，匈牙利 Hungary爆發反蘇聯的革命，革命由學生集會引發，迅
速發展成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甚至連匈牙利士兵也加入。及後，匈牙利的新總

理納吉 Nagy試圖於匈牙利推行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改革，並宣佈脫離華沙公
約，使之成為一個中立國。 

 
B. 匈牙利革命的結果： 
最後，蘇聯派遣軍隊及坦克到匈牙利，成功鎮壓了革命。 

 
C. 匈牙利革命的意義： 
 事件反映出東歐國家對蘇聯統治的不滿。 
 事件反映出蘇聯強硬鎮壓東歐國家的革命活動。 

 
 

17. 蘇伊士運河戰爭 Suez War (1956-57年) 

A. 蘇伊士運河戰爭的爆發背景及原因： 
蘇伊士運河戰爭是以色列 Israel、英國、法國與埃及 Egypt爆發的戰爭。由於蘇
聯支持埃及的總統納塞爾 Nasser，鼓勵納塞爾煽動阿拉伯民族主義，抗衡以色
列及英、法等殖民地帝國。因此，埃及於 1956年宣佈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uez Canal，此舉大大影響了英、法於蘇伊士運河的利益，
故英、法聯同以色列出兵埃及。 

 
B. 蘇伊士運河戰爭中美、蘇的態度： 
 美國譴責英、法兩國。 
 由於蘇聯希望轉移國際社會對於其出兵匈牙利的關注，故介入事件，並向

英、法表示不排除動用核武保護埃及。 

 
C. 蘇伊士運河戰爭的意義： 
 蘇聯支持埃及的態度使美、英、法等國家大為猜疑，美國總統艾森豪發表

「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 Doctrine，對中東進行經濟及軍事的援助，以彌
補法國及英國於中東的勢力衰退。 

 蘇聯支持埃及的舉動也引起了美國的不滿，故「艾森豪主義」的另一意義

在於抗衡蘇聯於中東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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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蘇聯發射首個人造衛星 artificial satellite (1957年) 

A. 蘇聯發射首個人造衛星的背景及原因： 
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美、蘇已經有開發太空的計劃，當時德國的火箭技術

最為先進。於戰後，美國繳獲了德國的火箭技術，但蘇聯也不甘示弱，最終於

1957年成功發射首個人造衛星上太空，成為首個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到太空的國
家。 

 
B. 蘇聯發射首個人造衛星的內容： 
1957年 10月，蘇聯宣佈成功把世界上第一顆環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伴侶
一號」(又稱「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 1)送入軌道。 

 
C. 蘇聯發射首個人造衛星的意義： 
 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上太空也代表該國有投送核武器的火箭，對美國而言是一個

極大的威脅。因此，美國加快對於發射人造衛星的研究，並於 1958年 1月，發
射了史上第二個人造衛星「探險者一號」Explorer 1上太空。 

 蘇聯成功發射首個人造衛星上太空揭開了太空競賽的序幕，激起各國研制和發

射人造衛星的熱潮，美國的「阿波羅十一號」Apollo 11更於 1969年 7月成功登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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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蘇領導人的互訪(1959年) 

A. 美、蘇領導人的互訪的背景及原因： 
由於 1958年時，美、英與蘇聯於阿拉伯地區發生了分歧，蘇聯希望支持埃及的
總統納塞爾 Nasser，但美、英則對蘇聯的態度感到憂慮，恐怕蘇聯於中東的勢
力擴大。事件導致了美、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蘇聯更於同年 10月宣佈不承認
西方國家在西柏林的佔領權。最終，蘇聯的態度因美、英、法的強硬反對立場

而軟化。 

 
B. 美、蘇領導人的互訪的內容： 
 於 1959年 1月，蘇聯副總理米高揚Mikoyan訪美，建議召開高峯會議解決
有關柏林的爭端。 

 同年 7月，美國副總統尼克遜 Nixon訪問蘇聯。 
 同年 8月，美、蘇政府公佈兩國首腦互相訪問的計劃。 
 同年 9月，赫魯曉夫 Khrushchev訪問美國，於大衛營 Camp David與美國總
統艾森豪 Eisenhower會談。雙方討論了柏林及裁軍的問題。由於會談氣氛
和諧，赫魯曉夫更形容為「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 

 
C. 美、蘇領導人的互訪的意義： 
 兩國領導人的互訪使美、蘇兩國的緊張關係暫時融冰。 
 但實質上，是次會晤未有達成實際的作用，柏林及裁軍問題並未得到解

決。而且，是次的互訪並非官式的訪問，故只能緩和兩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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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U-2擊墜事件 U-2 incident (1960年) 

A. U-2擊墜事件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美國自 1957年起已派遣高空偵察機「U-2」型號到蘇聯進行軍事偵察。於 1960
年 5月，當時正值是美、蘇、法、英四國舉行第二次高峯會議(於巴黎)的前
夕。蘇聯成功擊墜一架在蘇聯上空偵察的 U-2偵察機 Surveillance aircraft。 

 
B. U-2擊墜事件的意義： 
 美、蘇關係因是次事件而急劇惡化，結束了美、蘇緩和冷戰關係的嘗試。 
 於第二次高峯會議開幕時，赫魯曉夫強烈批評及譴責美國的偵察行動，並

要求美國就事件道歉及懲處相關官員。但美國拒絕，導致第二次高峯會議

告吹。 

 
 

21. 柏林圍牆 Berlin Wall的興建(1961年) 

A. 興建柏林圍牆的背景及原因： 
原定於 1960年 5月商討柏林問題的四國首腦高峯會議流產告終，而當時西德的
經濟藉著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及歐洲的經濟合作而成功復甦起來。相反，東德原

本的經濟基礎較弱，加上蘇聯的復甦政策無效，使經濟仍然差劣，遠遠落後於

西德。同時，許多生活在東德的資本家、商人及地主對東德的社會改革不滿，

紛紛移居至西德，甚至連普通工人也紛紛離去。為阻止東德人民逃到西柏林，

蘇聯下令東德政府建造圍牆分隔兩地。 

 
B. 興建柏林圍牆的過程及結果： 
於 1961年 8月，東德議會通過了修建柏林圍牆的法令，圍繞西柏林興建了一道
長約 160公里、高 4.2米的圍牆。雖然事件中，美、英、法三國家表示抗議，
美國更甚至從西德調派軍隊到西柏林。但由於柏林圍牆並未有切斷西柏林與西

方國家的接觸，故事件最終得以平息。 

 
C. 興建柏林圍牆的意義： 
 將西柏林與東德分隔開，直至 1989年 11月才被推倒。 
 事件再次激發起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蘇聯也於 1961年 9月恢復核試
驗。此外，正正因為蘇聯希望於古巴建立導彈基地而導致了古巴導彈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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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越戰 Vietnam War (1961-75年) 

A. 越戰的爆發背景及原因： 
越南原屬於法國的殖民地，二戰期間被日本佔領。於二戰結束前後，胡志明 Ho 
Chi Minh領導的越盟在越南北方建立了共產主義的北越，法國則於戰後扶植了
越南國王保大 Bao Dai在南方的南越政權。於 1945-1954年期間，北越和法國展
開了長達 9年的抗爭與戰爭，最終，在中國的軍事援助下，法國撤出越南北
部。列強曾於 1954年召開了日內瓦會議 Geneva Conference嘗試解決越南的問
題(並非 1955年的日內瓦首腦高峯會議)，會議決定南、北越以北緯 17度綫分
治。 

 
1959年，北越決定採用武力統一越南，於是派遣大量軍事人員潛往南越組織武
裝暴動。後來，美國為扶植自己的南越政府，也於 1961年 5月派遣了一隊特種
部隊進入越南，並於 1965年後大量派軍到越南作戰。因此，不同書籍對於越戰
的開始時間也不一，有 1959年、1961年，甚至有指是 1965年才開始。 

 
B. 越戰的內容： 
戰事直至 1975年以胡志明為首的北越成功完成全面的統一。 

 
C. 越戰的意義： 
 短期而言，事件引發出美國與蘇聯、中國的關係惡化，因蘇聯與中國支持

共產主義的北越，美國則支持南越。 
 越南戰爭對美軍造成沉重的經濟及軍事負擔，每年戰費高達 300億美元，
而平均每週就有 300名美軍戰死沙場。 

 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及戰費開支有助促成 1970年代美、蘇裁減軍備，許多
美國人均支持美國實行不直接干涉的政策，使冷戰於 1970年代有所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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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巴導彈危機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年) 

A. 古巴導彈危機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導彈 missile有飛行距離的限制，而且飛行距離過長會容易受到反導彈裝置的攔
截。因此，導彈基地不能建於遠離目標的地方。由於美國於 1959年開始於意大利
和土耳其 Turkey分別佈置了 30和 15枚對準蘇聯的導彈，令蘇聯深感受到威脅。
恰巧 1959年 1月，卡斯特羅 Castro於古巴 Cuba建立了共產主義的政權，與蘇聯
關係密切。蘇聯便希望利用古巴鄰近美國的地理形勢，建立導彈基地，以制衡美國

的導彈佈署。 

 
B. 古巴導彈危機的過程： 
 1962年 10月 17日，美國的 U-2偵察機證實了蘇聯於古巴佈置了 16-32枚
飛彈，而這些飛彈距離能攻擊美國的大部分重要城市。 

 10月 22日，美軍進入警備狀態。總統甘迺迪 Kennedy要求蘇聯撤回飛
彈。 

 10月 24日，美國對古巴正式進行封鎖。 
 10月 26日，蘇聯不理封鎖，繼續在古巴佈署飛彈。 
 10月 27日，一架 U-2偵察機及一架 RF-8A偵察機被蘇聯擊落。甘迺迪與
赫魯曉夫進行秘密外交談判。 

 10月 28日，秘密外交談判成功，事件得以解決。 

 
C. 古巴導彈危機的談判結果： 
 蘇聯撤回於古巴的導彈； 
 美國撤回在意、土的導彈，並宣佈取消對古巴的封鎖及不會入侵古巴。 

 
D. 古巴導彈危機的意義： 
 此次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最接近開戰的一次危機，美、蘇雙方

均作出了軍事佈署，至美國的兩架偵察機被蘇聯擊落，大戰更幾乎一觸即

發。 
 由於兩國均恐懼戰爭會摧毀雙方，故願意重建關係，如於 1963年 6月簽訂
協議，建立了「熱線」hot line，以供兩國元首直接交換意見，並於 1963年
簽訂《禁止核試條約》Nuclear Test Ban Treaty，開展限制核武的談判。 

 美國於 1963年 4月撤回意大利和土耳其的「雷神」Thor和「朱比特」Jupiter導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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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禁止核試條約》Nuclear Test Ban Treaty (1963年) 

A. 《禁止核試條約》的簽訂背景及原因： 
古巴導彈危機令美、蘇戰爭幾乎一觸即發，為了緩和核武引致的緊張局勢，

美、蘇及英國於 1963年 8月在莫斯科簽訂《禁止核試條約》。 

 
B. 《禁止核試條約》的內容： 
 禁止簽署國在大氣層、太空和水下進行核武器的試驗。 

 
C. 《禁止核試條約》的意義： 
 限制核試驗的方式有助減低核軍備競賽及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 
 但條約並未有對地下核試驗進行規管，因此並不能完全杜絕核試驗。 

 
 

25.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1968年) 

A. 「布拉格之春」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捷克 Czech的共產黨領導人杜布切克 Dubček於 1968年 1月上台後隨即發起了
一個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准許人民享有較多的自由，史稱「布拉格之春」。 

 
B. 「布拉格之春」的結果： 
由於杜布切克的改革帶有民主成份，加上准許國內人民與西方國家接觸。因

此，被蘇聯視為是脫離共產主義，走近資本主義的行為。結果，於 1968年 8
月，5個華沙公約成員國派軍一夜間佔領了捷克，結束了是次「布拉格之春」
的政治改革。並且，於 1969年 4月，杜布切克被迫辭職，其接任人繼續實行原
有的共產主義統治。 

 
C. 「布拉格之春」的意義： 
 蘇聯領導人布里茲尼夫於「布拉格之春」的事件前後推行了一系列對外擴

張及加強對東歐國家控制的政策，此即為「布里茲尼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反映蘇聯對於東歐國家的嚴厲控制。 

 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引起了捷克人民的不滿，是東歐國家不滿蘇聯統

治的例子之一。 
 於蘇聯入侵捷克後，美、英、法等國家有所抗議，並於聯合國召開了緊急

會議，要求蘇聯撤軍。但由於蘇聯行使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故決議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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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 (1968年) 

A.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早於 1950年代，聯合國已提出限制發展核武的談判框架。至 1960年代，法國
和中國先後於 1960年及 1964年試爆核裝置，美、蘇擔心更多國家擁有核武會
破壞其原有的軍力優勢。加上，古巴導彈危機使兩國險生大戰。因此，美國與

蘇聯於 1966年起開始秘密談判，最終於 1968年 7月，59個國家簽訂了《不擴
散核武器條約》。 

 
B.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宗旨： 
 防止核武擴張； 
 推動核裁軍； 
 促進和平使用核能源的國際合作。 

 
C.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意義： 
 美、蘇合作制定限制核武的條約，反映美、蘇關係有所緩和，亦有助推動

日後的裁軍會議及協定。 

 
 

27. 第一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SALT I)(1969-72年) 

A. 第一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隨著 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訂，加上軍備競賽帶來了沉重經濟負
擔，美、蘇開展了一系列的限制武器會議，而第一期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議由

1969年 11月開始，歷時 2年半。結果，美國總統尼克遜和蘇聯總書記布里茲
尼夫於 1972年 5月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I(SALT I)，限制了兩國長程導彈的數目。 

 
B. 第一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的意義： 
 美、蘇為緩和冷戰的對峙關係和軍備競賽的其中一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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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第二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SALT II)(1972-79年) 

A. 第二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第一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完成後，美、蘇隨即開始了第二期限制戰略武器會

議。會談始於 1972年 11月，談判持續了 7年多之久，曾舉行了約 300次會
談，最終於 1979年 6月，美國總統卡特與蘇聯總書記布里茲尼夫簽訂了《第二
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II(SALT II)。 

 
B. 第二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議的意義： 
 美、蘇為緩和冷戰的對峙關係和軍備競賽的其中一個嘗試。 
 事實上，會議成效甚微，因隨著蘇聯於 1979年 12月入侵阿富汗，美、蘇
關係再度緊張，美國國會擱置了條約的通過。 

 
 

29. 美、蘇領導人的互訪(1972-73年) 

A. 美、蘇領導人互訪的背景及原因： 
美國總統尼克遜 Nixon早於 1959年擔任副總統時已到訪蘇聯，到了 1972年 5
月，尼克遜官式訪問蘇聯，成為首位以官式訪問蘇聯的美國總統。至 1973年，
蘇聯領導人布里茲尼夫 Brezhnev也到美國作出官式的訪問。 

 
B. 美、蘇領導人互訪的意義： 
 官式的訪問顯示兩國關係有所改善，是 1970年代冷戰緩和的代表例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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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greement (1975年) 

A. 《赫爾辛基協定》的簽訂背景及原因： 
早於 1954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已提出召開歐洲會議以討論歐洲集體
安全的問題，但由於當時美國及西方國家恐怕蘇聯想藉此擴大勢力，故並未能

成功召開。雖然往後蘇聯多次提出，但也並不成功。至 1960年代末，隨著裁軍
會議的進行，蘇聯與美國、西方國家的關係有所降溫，最終於 1972年達成召開
的協議。因此，會議於 1973年 7月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北約成員國、華
沙公約成員國及部分歐洲的中立國家共同參與。經過長時間的討論，35個國家
於 1975年 8月簽訂了《赫爾辛基協定》。 

 
B. 《赫爾辛基協定》的內容： 
 互相尊重各國的主權、出現衝突時避免使用武力、不可侵犯各國的邊界和

不干涉別國內政； 
 促進締約國的貿易和減少貿易屏障； 
 促進各國互相接觸，包括文化交流及被邊界隔離的家人團聚等； 
 締約國遵從上述協議，並繼續進行多邊談判。 

 
C. 《赫爾辛基協定》的意義： 
 兩大陣營共同出席會議，並簽訂互相尊重的條約，是 1970年代冷戰緩和的
重要例子。 

 
 

31. 美蘇聯合太空任務 Joint Space Project between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1975年) 

A. 美蘇聯合太空任務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隨著 1970年代的美、蘇關係緩和，兩國於太空上出現首次的合作。由於事前美
國和蘇聯已共同研發靠站設備，故於 1975年 7月，美國阿波羅太空船 Apollo 
spacecraft與蘇聯的聯合號 Soyuz對接，兩國太空人分別到對方太空船上進行拜
訪，並實現美、蘇間的首次太空握手。 

 
B. 美蘇聯合太空任務的意義： 
 歷史上首次兩個國家合作的載人太空任務，反映美、蘇關係有所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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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蘇聯入侵阿富汗 Afghanistan (1979年) 

A. 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背景及原因： 
阿富汗擁有大量的油礦資源，並且鄰近蘇聯，蘇聯早已對其虎視眈眈。從 1973-
79年 9月，蘇聯在阿富汗已先後發動了 3次政變，扶植傀儡政權。但由於 1979
年第 3次政變後上台的政府為鞏固自己對阿富汗的統治，清洗了黨內的親蘇人
士，令蘇聯感到自已對阿富汗的控制受到嚴重的干預。於此情況下，蘇聯領導

人布里茲尼夫 Brezhnev決定對阿富汗內政進行武裝干涉，於 1979年 12月出兵
阿富汗。 

 
B. 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意義： 
 蘇聯入侵阿富汗結束了 1970年代的緩和氣氛，使美、蘇關係再次惡化，如
美國率領西方國家於 1980年杯葛莫斯科奧運會Moscow Olympics，蘇聯也
於同樣聯同華沙公約成員國杯葛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 Los Angeles 
Olympics。 

 直至 1985年戈巴卓夫 Gorbachev上台後，並於 1988年開始撤離於阿富汗
的軍隊，美、蘇關係才得以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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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星戰計劃」(SDI) (1983年)(或稱「戰略防禦計劃」) 

A. 「星戰計劃」的產生背景及原因： 
踏入 1980年代，美、蘇之間的核軍備數量日趨逼近，美國除了核彈頭數量多於
蘇聯外，飛彈的飛射器數量及有效載重量均不及蘇聯。美國知道核軍備的優勢

日漸消失，故希望發展太空攔截導彈的計劃，以減弱蘇聯導彈的威脅。同時，

美國也希望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掀起太空軍備競賽以拖垮蘇聯的經濟。 

 
B. 「星戰計劃」的內容： 
1983年 3月，美國總統列根 Reagan於電視節目發表有關於「戰略防禦計劃」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的演說，打算利用太空的人造衛星及地面的地對
空導彈進行多層次的攔截，以保衛美國及其盟國。因此，美國邀請了許多盟國

作出不同程度的參與，如英國、意大利、以色列及日本等。 

 
C. 「星戰計劃」的結果： 
由於「星戰計劃」計劃於 1994年開始部署，但蘇聯於 1991年已經解體，加上
計劃的費用昂貴和技術難度大。最終，美國於 1993年宣佈結束推行「星戰計
劃」。 

 
D. 「星戰計劃」的意義： 
 「星戰計劃」的提出令蘇聯大為緊張，掀起了新一輪的軍備競賽，更將競

賽場地由地球移至太空，短期內惡化了大國的關係。 
 蘇聯也提出了其太空的戰略佈署計劃，但由於費用高昂，沉重的軍費開支

成為蘇聯解體的遠因之一。 

 
 

34. 戈巴卓夫 Gorbachev的上台(1985年) 

A. 戈巴卓夫的上台背景及原因： 
1985年 3月，戈巴卓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成為蘇聯的領導人。 

 
B. 戈巴卓夫上台的意義： 
 戈巴卓夫較為年輕、開化，嘗試為推動蘇聯民主化的進程，並且試圖重建

經濟。 
 戈巴卓夫主動與西方打好關係，如 1985年上台後隨即與美國總統列根及英
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對於緩和及結束冷戰極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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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程導彈裁撤條約》(INF)(1987年) 

A. 《中程導彈裁撤條約》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自戈巴卓夫上台後，其友善的態度贏得了西方國家的好感。於 1986年起，戈巴
卓夫與美國總統列根先後舉行了 4次首腦會談和會晤。至 1987年，兩國就中程
導彈的裁減達成共識，於 12月簽訂了《中程導彈裁撤條約》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 

 
B. 《中程導彈裁撤條約》的意義： 
 反映美、蘇關係和軍備競賽有所緩和的例子之一。 

 
 

36. 美、蘇舉行馬爾他首腦會議Malta Summit (1989年) 

A. 美、蘇舉行馬爾他首腦會議的背景及原因： 
冷戰的局勢已經逐步瓦解，美、蘇兩國領導人喬治布殊 George Bush(老布殊)和
戈巴卓夫 Gorbachev於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馬耳他Malta進行會晤。會議
上，美國表示支持蘇聯推行改革，而蘇聯也承諾不會干預東歐國家的內政。 

 
B. 美、蘇舉行馬爾他首腦會議的意義： 
 戈巴卓夫與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宣布冷戰結束，指「將冷戰丟進地中海」

buried the Cold War at the bottom of the Mediterranean，是冷戰結束的其中
一個代表例子。 

 
 

37. 東歐變天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1989-91

年) 

A. 東歐變天的背景及原因： 
戈巴卓夫的不干預態度使東歐國家的人民開始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引入民主、

自由。由 1988年波蘭出現大規模的罷工及示威起，其他東歐國家的人民也躍躍
欲試，進行遊行、示威。結果，東歐共產政府屈服於群眾壓力下，陸續推行自

由選舉。最終，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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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東歐變天的過程： 

國家 年份 事件 

波蘭 

Poland 

1988年 罷工及示威浪潮席捲全國。 

1989年 4月 「團結」Solidarity工會與共產政府談判成功，波
蘭改為實行總統選舉制。 

1989年 6月 「團結」於國會選舉中大勝，工會領袖馬佐維茨基
Mazowiecki成為首位非共產黨的東歐國家首相。 

匈牙利 

Hungary 
 

1989年 2月 在戈巴卓夫的同意下，匈牙利實行多黨制。 

1990年 4月 

 

反共產黨的政黨「民主論壇」Democratic Forum取
得了國會選舉的勝利。 

東德 

East 
Germany 

1989年 10
月 

東德多處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如東柏林和萊

比錫，要求政府推行民主改革。 

1989年 11
月 

柏林圍牆被拆毀。 

1990年 10
月 

東德加入西德，德國正式統一。 

捷克 

Czech 
 
 

1989年 11
月 

 

出現大規模反共的示威，史稱「天鵝絨革命」

Velvet Revolution，最終迫使共產主義政府下台。 

1989年 12
月 

 

「公民論壇」Civic Forum領袖哈維爾 Havel透過自
由選舉而當選成為捷克總統。 

保加利亞 

Bulgaria 

1990年 1月 保加利亞宣佈實行多黨制。 

1990年 6月 保加利亞舉行民主選舉，共產黨當選。 

1991年 10
月 

反對派於議會選舉中獲勝。 

羅馬尼亞 

Romania 
 
 

1989年 12
月 

 
 

羅馬尼亞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總統壽西斯古

Ceaușescu下命軍隊鎮壓，造成多人傷亡。其後，
示威群眾佔據了政府大樓，壽西斯古夫婦被捕及遭

處決。 

1990年 5月 主張民主的「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於國會選舉中勝出。 

 
C. 東歐變天的意義： 
 蘇聯放棄了過往對東歐國家的嚴厲控制政策，使東歐國家脫離蘇聯統治而

獲得自治，也是標誌冷戰結束的例子之一。 
 在東歐變天一事上，戈巴卓夫的放任態度使國內的傳統派不滿，導致日後

「八一九事變」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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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歐洲常規裁軍條約》(CFE)的簽訂(1990年) 

A. 《歐洲常規裁軍條約》的背景及過程： 
早於 1980年代中期起，蘇聯與美國已積極為裁軍問題進行談判。至 1989年，
裁軍議題由美、蘇兩國擴至北大西洋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經過 7輪的談判
後，北大西洋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共 22個國家的首腦於巴黎簽訂了《歐洲常規
裁軍條約》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CFE)，作出了較全面的裁軍規
定。 

 
B. 《歐洲常規裁軍條約》的意義： 
 《歐洲常規裁軍條約》被視為是冷戰結束的標誌之一，因北大西洋組織和

華沙公約組織放棄軍事的對立，共同裁軍以緩和氣氛。 

 
 

39. 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瓦解(1991年) 

C. 華沙公約組織瓦解的背景及原因： 
隨著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相繼倒台，新上台的政府並不如過往共產政府般接受

蘇聯的控制。因此，東歐各國的新政府並不支持華沙公約。於此環境底下，蘇

聯於 1991年 3月宣佈終止華沙公約的軍事功能。至此，華沙公約已經停止效
用。最後，於 1991年 7月，華沙公約組織宣佈解散。 

 
D. 華沙公約組織瓦解的意義： 
 結束了過往北大西洋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長期對峙局面，有助緩和國際

氣氛。 
 華沙公約的瓦解使傳統派不滿，導致日後「八一九事變」August Coup的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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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八一九事變」August Coup (1991年)(或稱「八月政變」) 

A. 「八一九事變」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戈巴卓夫的改革早已引起國內傳統派的不滿，加上東歐的變天和華沙公約的瓦

解，已經令原有的衛星國脫離蘇聯的控制。至 1991年 8月，戈巴卓夫更計劃給
予加盟共和國擁有全部的自治權力。結果，傳統派希望藉政變奪回權力。 

 
B. 「八一九事變」的過程： 
 8月 19日，傳統派發動政變，解除戈巴卓夫的職務，並將戈巴卓夫軟禁於
克里米亞 Crimea。同時，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派軍隊進入莫斯科。
但激進派分子葉利欽 Yeltsin譴責政變，並號召人民和軍隊反擊。 

 8月 21日，政變失敗告終。雖然戈巴卓夫恢復職務，但勢力大減，反而葉
利欽成為民族英雄。 

 
C. 「八一九事變」的意義： 
 由於戈巴卓夫於「八一九事變」後勢力大減，激進派的葉利欽要求戈巴卓

夫推行更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廢除共產黨對於蘇聯的控制，最終成為蘇

聯瓦解的要因。 

 
 

41. 蘇聯瓦解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91年) 

A. 蘇聯瓦解的背景及原因： 
東歐的變天及加盟共和國的自治權早已將蘇聯變成一個鬆散的聯邦，加上「八

一九事變」後，葉利欽的權力漸大，其要求推行更全面的政治改革。最終，戈

巴卓夫於 1991年 12月辭去蘇共總書記一職，並提出了解散蘇聯共產黨的要
求。 

 
及後，蘇聯原本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並於 12月成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
(簡稱「獨聯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蘇聯正式瓦解。 

 
B. 蘇聯瓦解的意義： 
 隨著蘇聯的瓦解，結束了長達 40多年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標誌了冷戰
的真正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