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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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與國之間的猜疑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因素。」你是

否同意此說？參考 1900-14年間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與國之間的猜疑不斷，形成了極為緊張的國際氣氛。

正正因為各國間互相猜忌，最終使大戰的爆發變得不可避免。因此，題目所言確

能成立。以下將從民族、同盟、軍事及殖民地方面討論。 

 

其一，國與國在民族方面的猜疑使大戰爆發。20世紀初，泛日耳曼主義與泛

斯拉夫主義兩股強大的民族主義均在巴爾幹擴張，然而，雙方的互相猜忌終致衝

突四起，更使戰爭爆發。例如德國猜忌俄國在巴爾幹積極支持塞爾維亞是為了要

擴張泛斯拉夫民族的勢力，結果德國不甘示弱，支持擁有 1/3日耳曼人的奧匈帝

國以對抗斯拉夫陣營，例如在 1908年波斯尼亞危機中，德國強硬支持奧匈吞併

波黑，結果導致大戰幾乎一觸即發。至 1914 年塞拉耶佛危機時，德國對泛斯拉

夫勢力的猜忌更使德國勇於開出「空白支票」予奧匈，令奧匈開戰信心大增，開

出苛刻的最後通牒予塞，使奧塞戰爭爆發。同時，泛斯拉夫主義的俄國猜忌德國

支持奧匈在巴爾幹的擴張是希望壓抑斯拉夫民族在巴爾幹的勢力，結果使俄國作

出強烈的行動以抗衡德國，例如於 1914年塞拉耶佛危機後實行總動員，以支持

同族的塞爾維亞對抗德奧，結果卻導致局勢難以挽回，大戰的爆發已經在所難免。

可見，德、俄在民族擴張方面的猜疑致使了大戰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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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國與國在同盟方面的猜疑同樣導致了大戰的出現。同盟制度是秘密性

質，規定了簽署國不能透露條約的內容，結果引致國與國之間互相猜忌，使國際

氣氛變得緊張，更導致了衝突出現及惡化。於 1904年英、法締結《英法協約》

後，當時德國未知英、法所簽訂條約的性質為何，故在 1905年挑起了第一次摩

洛哥危機，測試英國在危機中對法國的支持力度，結果使衝突出現。此外，當 1907

年三國協約形成後，德國猜忌英、法、俄是為了孤立自己，所以在往後更加支持

奧匈以抗衡協約國，例如在 1908年擺出強硬姿態以支持奧匈吞併波黑，使衝突

變得更加緊張。更甚，德國在塞拉耶佛危機中對協約國的猜疑更使其輕易開戰。

由於英國在危機中未有表明支持俄國與否，因為在 1908年波斯尼亞危機中，英

國也未有支持俄國。結果，德國錯誤估計認為英國不會為俄國而參戰，最終實行

施里芬計劃繞道比利時以攻打法國，使一次大戰爆發。可見，各國在同盟方面的

猜疑使大戰在錯誤盤算底下爆發。 

 

其三，國與國在軍事方面的猜疑也促使了大戰的出現。在海軍方面，英國猜

忌德國海軍的勢力膨脹，深恐德國海軍勢力的持續增長會遲早超越自己，因此更

積極建造其海軍艦隊。尤其是在 1907年第二次海牙裁軍會議就裁減海軍問題談

判失敗後，英國對德國的猜疑更是加倍，於是提出了「二比一無畏艦政策」，即

德國建造一艘無畏艦，英國即建造兩艘回應，結果掀起了英、德之間激烈的海軍

競賽。及後，英國對德國海軍的猜疑更使其與法國簽訂了《英法海軍協定》(1912

年)，共同防範德國海軍在英倫海峽及地中海的威脅。至 1914年德國實行施里芬

計劃繞道比利時時，英國更猜疑德國是為了取得針對自己的海軍基地，破壞英倫

海峽的安全，結果對德國宣戰，以致英德戰爭爆發。此外，在作戰計劃方面，各

國猜疑對方想攻打自己，因此制定作戰計劃，視他國為假想敵。例如德國猜忌法、

俄共同制定作戰計劃(十七號計劃及十九號計劃)是針對自己，所以在 1914 年塞

拉耶佛危機時，害怕受到兩國的夾擊而迅速實行施里芬計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希望先擊敗法國，再迎戰俄國，最終戰爭在施里芬計劃的實行下被觸發。可

見，各國在軍事方面的猜疑也導致了大戰變得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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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國與國在殖民地方面的猜疑也成為一次大戰爆發的要因。各國在 20

世紀初積極擴張殖民地，但各國均對競爭國抱有猜疑。其中，德國作為新興強國，

德國威廉二世於 1890年上台後才實行「世界政策」，參與殖民地爭奪，結果令原

有的殖民地帝國，包括英、法等國均對德國的政策抱有猜疑。於 1904年，英、

法更加放下歧見，簽訂《英法協約》以對抗德國的世界政策，形成了英、法與德

國的敵對局面。及後，至 1905年德國挑起第一次摩洛哥危機，試圖加強對於摩

洛哥的控制，結果令與摩洛哥關係緊密的法國不滿。法國於事後對德國的猜忌倍

增，認為德國是有意與其爭奪殖民地，令法國致力促成英、俄於 1907年簽訂《英

俄協約》，形成三國協約，共同對付德國。至 1911年，德國再試圖挑戰法國對摩

洛哥的控制，挑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結果令法國對德國的猜忌日益增加，更

不惜於塞拉耶佛危機(1914年)中支持俄國，希望摧毀德國勢力，以防止德國再次

侵犯其殖民地利益，終成為大戰爆發的其中原因。可見，各國在殖民地方面的猜

疑也導致了大戰的爆發。 

 

總括而言，正正基於各國在上述各方面的猜疑而使國際氣候緊張，更加錯誤

盤算的情況底下觸發大戰，因此題目所言無庸置疑能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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