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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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 

 

(a) 為資料 A的漫畫建議一個標題。試參考資料 A，為你的選擇提供理據。 

(3分) 

 

評分參考 

L1 嘗試建議標題，但欠缺理據。                            [最多 1分] 

L2 能建議合適的標題，所提供之理據亦佳。                  [最多 3分] 

 

標題： 

例： - 登陸一點也不容易 

       - 困難重重 

 

解釋： 

例： - 漫畫中英國希望登陸，但面對許多障礙物阻撓。 

 

參考答案 

標題為「登陸一點也不容易」。 

 

漫畫中，舉著英國國旗的士兵希望登陸，但船隻和士兵的裝備簡陋，要登陸有

一定的難度，故標題應為「登陸一點也不容易」。 

 

而且，漫畫中的佈署了浮在海面的炸彈，並且沙灘上也有很多障礙物和戰堡阻

撓英國登陸，故應以「登陸一點也不容易」作為標題。 

 

 

  

FZHISVKHD/3e(c) 

由導師親自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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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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從資料 B歸納英國對歐洲合作所持的態度。試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

案。 

(4分) 

 

參考答案 

L1 能歸納態度，惟解釋合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2分] 

L2 能歸納態度，解釋清晰有力，亦能有效運用資料作出解釋。  [最多 4分] 

 

態度： 

例： - 保守的態度 

 

解釋： 

例： - 戴卓爾夫人一直對單一貨幣及共同的國防與外交政策持反對的意見 

     - 繼任的首相梅傑願意接受「有限的聯邦制度」。 

 

參考答案 

英國對歐洲合作持保守、保留的負面態度。 

 

資料中戴卓爾夫人對單一貨幣及共同國防和外交政策「始終抱反對的意見」，並

不熱衷參與歐洲國家的合作，可見持保留的負面態度。 

 

資料中繼任的首相梅傑雖然接受了聯邦制度，但卻是「有限度的」，反映英國對

於歐洲合作的參與有所保留，並不願全然接受其他歐洲國家提出的建議，故態

度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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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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國家在經濟統合一事上雖有進展，但在 1990年代

時卻仍然面對重重的障礙。」參考資料 A和 B，並就你所知，評論此說能否

成立。                                                        (8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使用資料和個人所知作答。            [最多 2分] 

L2 欠缺均衡，能有效使用資料或個人所知作答。              [最多 4分] 

L3 答案合理且均衡，能有效使用資料和個人所知作答。        [最多 8分] 

 

經濟統合：進展？ 

例： - 1967年時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時困難重重。(資料 A) 

     - 1991年時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均同意了馬斯垂克協定，朝單一貨幣、共

同外交與國防政策等邁進。(資料 B) 

     - 內六國和外七國在早期分道揚鑣，各自進行合作。(就我所知) 

     - 1972年後部分外七國成員國得以加入歐洲共同體。(就我所知) 

     - 1993年歐盟成立，西歐國家的合作變得更加緊密。(就我所知) 

 

經濟統合：在 1990年代時卻仍然面對重重的障礙？ 

例： - 英國對歐洲統合並不熱衷。(資料 B) 

     - 歐洲民眾對於歐洲共同體的體制、健康與環境等議題均抱有不滿或保

留的意見。(資料 B) 

     - 成員國對於廢除邊境關卡管制等議題充滿分歧。(就我所知) 

 

參考答案 

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歐洲國家的合作明顯有所進展。就資料 A所示，1967年時英國希望加入歐洲共

同體的合作，但海面上和沙灘上也有很多障礙物和戰堡阻撓英國登陸，反映英國

於 1967年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時困難重重，未能參與合作。 

 

但至資料 B，英國不但成為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更在 1991

年同意馬斯垂克協定，「朝單一貨幣的目標邁進」和「開始形成外交與國防政策」，

反映合作的範疇不斷擴大，在統合一事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就我所知，1950 年代的合作集中於以法國為首的內六國，英國不但沒有參與合

作，更於 1960年成立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使歐洲的合作分道揚鑣，未能實現

共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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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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972年後，部分外七國的成員國開始成功加入歐洲共同體，例如英國、愛爾

蘭等，使統合得以進一步向前邁進。 

 

至 1980 年代，歐洲國家為建立單一市場，更簽訂了《申根公約》(1985 年)，廢

除邊境關卡管制，可見西歐國家在邊境管制的議題上取得了共識，統合取得了重

大進展。 

 

至 1993年，歐盟成立，西歐各國在經濟等議題上均存有緊密的合作，反映西歐

國家的合作由戰後初期的散鬆，演變至 90年代的緊密交流，明顯是取得了重大

的進展。 

 

然而，歐洲統合在 1990年代仍然面對重重的障礙。 

 

資料 B中，戴卓爾夫人對單一貨幣及共同國防和外交政策「始終抱反對的意見」，

即使繼任的首相梅傑也只是接受「有限度的聯邦制度」，反映英國對歐洲統合並

不熱衷，成為歐洲統合的障礙。 

 

資料 B中，人民「非常反對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體官僚體制」，反映歐洲共同體

的體制得不到民眾的支持，甚至會反對歐洲的統合項目，成為障礙。 

 

資料 B也指出在「健康與環境標準威脅的事務時」，民眾是以「民族傳統為依歸」。

換言之，民眾為了捍衛民族傳統，會反對歐洲統合的項目，成為了統合的障礙。 

 

就我所知，各國的分歧也成為統合的障礙，例如在 1995年《申根公約》生效時，

英國仍然未有加入條約以廢除邊境關卡管制，結果局限了統合的成效，成為障礙。 

 

而且，歐洲人民對歐洲統合並不熱衷，例如 199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只有半數

歐洲選民投票，故可反映歐洲統合的概念並未充分獲歐洲各國人民的認同，成為

統合的障礙。 

 

再者，各國在合作時仍然有所保留，例如在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加

入了「緊急煞車」條款，會員國可以「重大國家政策」為由，阻撓其他成員國進

行加強合作。此保守的態度結果局限了合作的範疇，成為歐洲統合的障礙。 

 

因此，題目所言能夠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