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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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a) 參考資料 A，波斯尼亞危機對歐洲列強的關係帶來了什麼影響？      (4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欠清楚解釋，或未能有效引用資料作答。            [最高 2分] 

L2 答案具清楚解釋，且能有效引用資料作答。              [最高 4分] 

 

例： - 奧俄關係變差。(「巴爾幹地區的政治鬥爭，引來維也納與聖彼德

堡之間永無止境的仇恨」) 

- 德奧關係進一步靠攏。(「得到德意志帝國勢力的支持和袒護」) 

- 兩大陣營關係進一步變差。(「歐洲在一個「既定事實」的面前，

被迫要全盤接受，否則就要與奧匈帝國甚至三國同盟全體成員展

開惡鬥」) 

 

參考答案 

其一，波斯尼亞危機令奧俄關係變差。因危機「引來維也納與聖彼德堡之間永

無止境的仇恨，注定遲早引發戰爭」，奧匈和俄國的關係因巴爾幹糾紛而交惡，

此不解之仇更加埋下了大戰爆發的伏線，使兩國關係極差。 

 

其二，危機令德奧關係進一步靠攏。過往德國「都避免公開聲明全力支持奧匈

帝國」，但波斯尼亞危機中，奧匈「反而得到德意志帝國勢力的支持和袒護」，

可見是次危機令德奧關係更加緊密，德國強烈支持奧匈。 

 

其三，危機令兩大陣營關係惡化。資料指指德國全力支持奧匈，以及奧匈的無

理行為令歐洲國家「被迫要全盤接受，否則就要與奧匈帝國甚至三國同盟全體

成員展開惡鬥」，可見是次危機導致俄、塞和德、奧的對立形勢出現，雙方敵對

和展開鬥爭，關係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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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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為資料 B建議一個標題。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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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沸點。 

 

解釋： 

例： - 漫畫中的水煲在猛火的不斷燃燒之下，已經達到沸點的程度，煙霧濔

漫。 

 

參考答案 

標題為「沸點」。 

 

資料中，「巴爾幹地區的紛爭」是一個沸騰的水煲，其於猛火之上不斷燃燒，煲

內的水已經蒸發，不斷地冒出氣泡，因此標題應稱為「沸點」，用以描述巴爾幹

的局勢十分嚴峻。 

 

圖中的五個大國雖然嘗試壓抑水煲，但似乎未見成效，水煲內的熱水已沸騰到就

快破蓋而瀉，可見巴爾幹的局勢十分嚴重，已經達到沸點的程度，就連列強也未

必能夠壓制住，故標題應為「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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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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爾幹紛爭使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不可避免。」你是否同意此說？參考資

料 A和 B，並就你對 1914年前的歐洲歷史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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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例： - 巴爾幹糾紛引發了奧俄兩國的仇恨。(資料 A) 

     - 巴爾幹問題不能只局限於衝突的兩國，列強捲入是在所難免。(資料

A) 

     - 列強未能壓止巴爾幹糾紛的水煲。(資料 B) 

- 大塞爾維亞主義導致多次衝突及戰爭出現，包括波斯尼亞危機(1908

年)、兩次巴爾幹戰爭(1912-14年)及塞拉耶佛危機(1914年)。(個人所

知) 

     - 奧匈皇儲到塞拉耶佛閱兵的舉動無疑會挑動塞爾維亞的神經，使危機

再現。(個人所知) 

 

不同意： 

例： - 德國在 1909年前對奧匈的支持有所節制。(資料 A) 

     - 列強有嘗試就巴爾幹問題達成共識，例如 1913年倫敦會議時俄、奧

曾互相妥協。(個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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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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我同意題目所言。 

 

資料 A指巴爾幹的糾紛「引來維也納與聖彼德堡之間永無止境的仇恨，注定遲

早引發戰爭」，更形容這是奧、俄兩國的「不解之仇」，可見巴爾幹地區的糾紛

複雜尖銳，難以解決，最終導致奧、俄的戰爭爆發是必然的結果，大戰不可避

免。 

 

資料 A也指出俄國和奧匈之間的巴爾幹問題「不把其他大國捲入衝突當中，那

是永遠沒有可能的」，其中奧匈與德國於 1879年更已經結成同盟，反映俄奧兩

國的巴爾幹問題必定不會只局限於兩國，而是擴大是多國之間，最終形成一場

大戰是不可避免。 

 

資料 A也指出俄、塞一方在面對波斯尼亞危機時只能選擇被迫全盤接受奧匈的

「無良之舉」，抑或是「與奧匈帝國甚至三國同盟全體成員展開惡鬥」。無論

俄、塞一方選擇如何，是次危機已經導致兩大陣營的關係十分尖銳，往後大戰

的出現更加是難以阻止。 

 

資料 B中，儘管五個列強嘗試阻止「巴爾幹糾紛」水煲的水破蓋而瀉，但列強

已經阻止不了，圖裡大量煙霧，已經達到沸點的程度。漫畫可反映巴爾幹問題

十分嚴峻，已經勢成水火，戰爭爆發已是無可阻擋。 

 

就我所知，塞爾維亞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希望攫取更多的國土，不但對於奧

匈吞併波黑有所不滿，引發波斯尼亞危機(1908年)，更加與土耳其開戰，引發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可見，塞爾維亞具侵略性的領土政策與其他國家構成必然

的矛盾，尤其是與奧匈，最終使大戰的爆發變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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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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巴爾幹地區有許多小國，此等小國為爭取領土而常有糾紛。其中在

1912-13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儘管列強嘗試進行領土安排，但塞爾維亞和保

加利亞等國的領土糾紛難以調停，最終只能訴諸戰爭，使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出

現。可見，在複雜尖銳的巴爾幹問題上，大戰爆發是必然結果。 

 

而且，1914年奧匈皇儲到波黑首都塞拉耶佛閱兵，引發了塞爾維亞的極為不

滿， 塞爾維亞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更刺殺了奧匈皇儲，引致塞拉耶佛危機。奧

匈就皇儲被行刺一事舉國震怒，必然會以嚴厲方式以懲罰塞爾維亞，塞拉耶佛

危機必然成為大戰爆發的導火線，無可阻擋。 

 

再者，俄國作為「斯拉夫民族」的兄長，在 1914年塞拉耶佛危機時必然會支持

同屬於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於是第一個國家總動員支持塞，最終令塞爾維

亞有勇氣拒絕奧匈的部分條款，使奧塞戰爭爆發，俄國也捲入戰爭。可見，俄

國的民族身份使巴爾幹衝突變得複雜及嚴重，大戰爆發是不能避免。 

 

此外，俄國一直對巴爾幹地區虎視眈眈，希望在巴爾幹尋找一個「不凍港」，供

其建立海軍基地。然而，塞爾維亞一旦於塞拉耶佛危機中失勢，將會使俄國失

去在巴爾幹的重要跳板，使其不能在巴爾幹立足。因此，俄國在危機中必定會

強硬支持塞爾維亞，大戰也因此而難以避免。 

 

因此，我同意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