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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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 30分鐘。 

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是 1953年 12月 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提議成立某一專責機構

時所發表的演說。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引爆了迄今世上威力最大的核彈。但是，可怕的

原子秘密和令人生畏的核子威力並非我們一國專有。首先，我們的友好盟邦英

國和加拿大都擁有這個秘密武器，而它們的天才科學家對最初的新發現和原子

彈設計，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個秘密蘇聯也是知道的。蘇聯已經告訴我們，

這些年來，它動用了大量資源製造核武器。在此期間，蘇聯試爆了一系列核裝

置，其中最少一個是熱核反應裝置。 

 

美國知道，如果擴張核武的可怕趨勢能夠扭轉，這股最為巨大的破壞力量便可

以發展成增進全人類福祉的莫大恩物。美國知道核能的和平力量並非遙遠的夢

想。它的能力已經得到證明，而且就在今天的會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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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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B 

以下節錄文字討論聯合國與裁軍事宜的情況。 

聯合國原有的 55個會員國中，絕大多數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同盟國陣營，

美國具有絕對而強大的影響力，當時美國在聯合國的外交政策獲得多數國家的

支持。相形之下，支持蘇聯的東歐各國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東歐陣營的

主張通常不易通過。雖然其主張無法獲得通過，但其仍貫徹反對西方的立場，

此時否決權具有相當的效果。 

 

但自 1960 年以來，由於非洲各國陸續獨立並加入聯合國，這些新加入的會員

國幾乎都屬於「不結盟國家組織」，這使不一定會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會員國

逐漸增多。就會員數目而言，不結盟國家組織較其他各陣營具備優勢。結果，

東西兩大陣營儘管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卻也無法忽視這些不結盟國家的主

張。 

 

對於《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協商，不結盟國家雖然認同「不能讓核武擴散」

這一原則，其對成立也抱持協助的態度，但這些國家幾乎都是非核武國家，只

能接受不擁有核武的義務。結果，這些國家在國家安全上便形成單方面承受來

自核武國家威脅的態勢。因此，當《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 1970 年生效後，

對於廢棄核武問題仍無進展一事，非核武國家漸感不滿。《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規定每 5年必須檢討條約的運用狀況，當 1975年召開第一次檢討會議時，不

結盟國家強烈批評核武國家努力不足。在 1980 年召開第二次檢討會議時，會

中對立激烈，甚至無法做出結論。 

 

(a) 指出艾森豪威爾提議成立的專責機構的名稱。參考資料 A的一項線索，解釋

你的答案。                                                    (3分) 

 

(b) 「不結盟國家」的陸續加入在哪方面是聯合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3分) 

 

(c) 20世紀下半葉，有哪些因素影響了國際社會於和平使用核問題方面合作？試

參考資料 A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