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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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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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背景與發展 – 主要例子 

1. 巴黎和會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年) 

A. 巴黎和會的召開背景： 
隨著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列強開始商討有關於戰後的安排及
對戰敗國的懲罰條約。為此，各國於 1919 年 1 月在巴黎凡爾賽宮 Palace of 
Versailles 召開了巴黎和會。會議多達 32個國家參與，但實際決定權在「三巨頭」
‘Big Three’，分別為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ew Wilson、英國首相勞萊喬治 Lloyd 
George 及法國總理克里孟梭 Clemenceau。另外，由於戰敗國被視為是發動戰爭
的一方，加上俄國因於大戰期間退出戰爭，故戰敗國及俄國均未被獲邀參與會議。 

 
B. 三巨頭於會上的立場及目標： 
 法國克里孟梭：由於克里孟梭見證過德國兩次佔據法國(1870-71普法戰爭 Franco- 

Prussian War 及 1914-18第一次世界大戰)，故克里孟梭強烈要求嚴

懲德國，一方面報普法戰爭戰敗之辱，並取回阿爾薩斯 Alsace及洛

林 Lorraine。另一方面，藉苛刻的條約令德國保持衰弱，無力再發

動戰爭。 

 美國威爾遜：由於美國於大戰中的損失並非十分嚴重，加上威爾遜不希望日後戰敗 

國會因苛刻的條款而再次發動戰爭。因此，威爾遜主張用公平、公正

的方式制定對戰敗國的條約，故提出了「和平十四點」Fourteen 

Points，主張制定較溫和的條款。 

 英國勞萊喬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人命傷亡嚴重，故英人主張嚴懲德國。 

但另一方面，德國於戰前是英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因此為經濟利

益著想，對德國制定苛刻的條款也是不智之舉。因此，勞萊喬治擔

當中間人的角色，協調法國及美國雙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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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年 6月)(對德國) 
最終，條約採取了較嚴厲的方向懲治德國。 

 
I. 領土方面： 
 東面：德國交出從俄國所得的領土，並建立芬蘭 Finland 、立陶宛 Lithuania 

等新國家。另外，西普魯士west Prussia及波森Posen交予波蘭Poland，
以創建「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但「波蘭走廊」卻將東普魯士與
德國本土分割。 

 南面：德國不准與奧地利 Austria結盟或與之合併。 
 西面：阿爾薩斯 Alsace及洛林 Lorraine歸還予法國。薩爾 Saar地區的煤礦 

交由法國開採，並由國際聯盟交為管理 15年，期後根據公民投票決
定歸屬。 

 北面：北什列斯威 Northern Schleswig給予丹麥 Denmark。 
 整體：合共喪失了約 10%的領土及人口(準確數據為 13%領土及 12%人口)。 

 
II. 軍事方面： 
 陸軍方面：德國須要廢除徵兵制 Conscription，並將陸軍人數限至 10萬人， 

也不能擁有坦克等重型軍事武器。 
 海軍方面：只准許保留 6艘主力艦 Battleship，潛艇 Submarine被禁止使用。 
 空軍方面：不能建造及擁有軍用飛機。 
 地區方面：萊茵河區 Rhineland被劃為非軍事區 Demilitarized zone，並由協 

約國佔領 15年。 

 
III. 殖民地方面： 
 德國需要放棄殖民地領土(非洲、太平洋及中國)，交由戰勝國以國際聯盟的
名義託管。 

 
IV. 賠款方面： 
 德國需要賠款 66億英鎊(330億美元)。 

 
V. 戰爭罪責方面： 
 德國需要承擔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 war guilt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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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澤門條約》Treaty of Saint Germain (1919年 9月)(對奧地利) 
 奧匈帝國正式瓦解，並分裂為奧地利 Austria 及匈牙利 Hungary 兩個獨立國
家。 

 奧匈的領土根據民族自決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被
劃分出來，建立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捷克人 Czechs 及斯洛伐克人
Slovak)和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塞爾維亞人 Serb、克羅地亞人 Croat及斯洛伐
克人)。 

 割讓蘇台德區 Sudetenland予捷克；伊斯特里亞 Istria和南提洛爾 South Tyrol
予意大利。 

 禁止德國與奧地利合併。 
 奧地利須支付部分戰爭賠款。 
 奧地利須削減海陸軍。 

 
D. 對其他戰敗國的和約(1919-20年)(保加利亞、匈牙利及土耳其) 
 對土耳其的《賽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埃及和蘇丹脫離土耳其，成為
新的獨立國家。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地交由英、法託管。 

 對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特蘭西凡尼亞 Transylvania
割讓予羅馬尼亞。 

 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Treaty of Neuilly-sur-Seine：割讓西色魯斯Western 
Thrace予希臘。把西部邊境的領土給予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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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聯盟成立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年) 

A. 國際聯盟的成立背景及原因：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慘重的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故美國總統威爾遜於「和

平十四點」Fourteen Points中提出成立一維持和平的國際組織。結果，國際聯盟
於 1920年 1月成立。 

 
B. 國際聯盟的主要宗旨： 
 解決國際糾紛，防止戰爭爆發； 
 推動國際合作； 
 推動各國裁減軍備； 

 
C. 國際聯盟應對侵略的三步曲： 
 譴責Moral Condemnation； 
 經濟制裁 Economic Sanctions； 
 軍事行動Military Action。 

 
D. 國聯的主要組織： 
 會員大會 Assembly：由所有成員國組成，每成員國有一投票權。 
 理事會 Council：負責指導會員大會，由常任理事國及非常任理事國組成。英、
法、意、日為國聯成立時四個常任理事國，及後德國於 1926-1933年間也成
為常任理事國。非常任理事國則由會員大會選出，席位由 1920年的 4個增
至 1926年的 9個。 

 秘書處 Secretariat：負責一切有關國聯的事務，包括安排議程及聯絡各國政
府等。 

 國際法庭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CIJ)：通過法律以解決國際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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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需要留意的國際聯盟會員國： 
 美國  ：因美國國內反對，故一直未有加入國聯。 
 蘇聯  ：各國對共產主義感到恐懼，到 1934年與西方關係稍為改善時才獲 

加入，但於 1939 年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Nazi-Soviet Non-
aggression Pact後被取消會籍。 

 日本  ：國聯一開始的常任理事國，但於因「九一八事變」September 18th  
Incident 及「一二八事變」January 28th Incident 後受國聯譴責而於
1933年退出。 

 德國  ：1926年獲准加入並成為常任理事國 permanent member state，但卻 
於 1933年希特拉上台後退出。 

 意大利：國聯一開始的會員國，於 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後受到 
國聯的譴責及經濟制裁，最終於 1937年退出。 

 
F. 國際聯盟解決國際衝突的成就(主要是 1920年代較輕微的領土糾紛)： 
 1920年：芬蘭 Finland與瑞典 Sweden爭奪阿蘭群島 Aland Islands的糾紛於 

國聯調停下獲得解決，阿蘭群島最終屬於芬蘭所有。 
 1921年：德國與波蘭 Poland對於上西里西亞 Upper Silesia的領土主權有所 

爭議。結果，於國聯調停下，大部分上西里西亞的土地歸屬德國，

而波蘭則擁有資源較豐富的小部分上西里西亞土地。 
 1923年：意大利炮轟希臘 Greece的科孚島 Corfu Island，於國聯調停下，意 

大利撤軍作出退讓。 
 1925年：希臘入侵保加利亞 Bulgaria被國聯所譴責，最終希臘作出讓步。 
 1932年：日本於「一二八事變」January 28th Incident後與中國持續了數個 

月的戰爭，但後來成功被國聯及美國所調停，簽訂了《上海停戰

協定》Shanghai Ceasefire Agreement。但長期而言，國聯無助解決
日本侵略中國的問題。 

 
G. 國際聯盟解決社會及經濟議題上的成就： 
 社會：提倡結束奴隸制度、安排難民問題、阻止國際性毒品販賣、遏止傳染 

病的傳播等。 
 經濟：提倡勞工保護法案等。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無課就以肝代課，事倍功半。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8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H. 國際聯盟未能有效解決國際衝突的例子： 
 1931年   ：「九一八事變」September 18 Incident後，雖然國聯經過了一年 

的調查證明日本的行動乃屬於侵略，並譴責日本及要求日軍

撤出中國，但日本無視國聯的意見，並視國聯為阻礙其進行侵

略的屏障，於 1933年退出國聯。 
 1935年   ：德國重新將萊茵河區 Rhineland軍事化，國聯只能譴責德國的 

舉動違反了《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 
 1935年   ：意大利入侵非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國聯雖然譴責意大利及 

實施經濟制裁，但制裁的物品並不包括石油、鐵、鋼及煤等戰

略物資，而且美國等非國聯成員國不包括在內，國聯更於 1936
年 7月解除了經濟制裁，反映經濟制裁缺乏效用。意大利最終
成功吞併阿比西尼亞，並於 1937年退出國聯。 

 1937年   ：日本於「七七事變」July 7th Incident後全面入侵中國，國聯要 
求日本暫時恢復會員國身份並合作解決爭端，但遭日本拒絕。

理事會要求各會員國對日本進行個別制裁，但毫無成效，日本

繼續侵略中國。 
 1938-39年：德國吞併奧地利 Austria、蘇台德區 Sudetenland、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及突襲波蘭 Poland時，國聯對阻止侵略並無效
用。 

 
I. 國際聯盟未能有效解決衝突的原因： 
 大國並未有同一時期加入國聯：如美國從來沒有加入、德國僅於 1926-33年
為成員國、蘇聯僅於 1934-39年間加入、日本及意大利分別於 1933年及 1937
年退出。由於欠缺大國的支持，使國聯變得缺乏代表性，於實行經濟制裁時，

也由於部分大國並非成員國，故令經濟制裁未能有效打擊侵略國。 
 缺乏軍事力量：由於國聯由英、法等國所支持，自身並無獨立部隊，故一旦

英、法衰弱，國聯也隨之變得軟弱，缺乏強大的軍事力量以遏止侵略行為，

如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及 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時，
國聯均無軍事能力介入調停。 

 成員國根據自己的利益而作出支持：如 1932年日本於「一二八事變」January 
28th Incident後對上海的侵略損害了英、法等國的利益，故國聯作出較有效
的調停，但當事件並未涉及己國利益時，如意大利於 1935年侵略阿比西尼
亞 Abyssinia時，英、法則寧願犧牲阿比西尼亞以換取和平。 

 會議的決議缺乏效力：由於國聯的罰則溫和，極其量也只是譴責或進行經濟

制裁，故難以令侵略國遵從決議，如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時(「九一八
事變」September 18th Incident)，雖然全體大會以 13票對 1票贊成日本撤離
滿洲Manchuria，但日本無視決議，更於 1933年退出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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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盛頓會議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22年) 

A. 華盛頓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華盛頓會議由美國召開，並於 1921年 11月舉行。美國於一次大戰後實行孤立政
策，盡量避免接觸國際事務，但由於日本於太平洋的海軍軍力急速膨脹，加上巴

黎和會對於中國東北的利益問題未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故美國倡議召開會議，英、

法、意、比、荷、葡、中、日參加。最終簽訂了《四國公約》Four-Power Treaty、
《五國公約》Five-Power Treaty及《九國公約》Nine Power Agreement。 

 
B. 《四國公約》Four-Power Treaty的內容(美、英、法、日簽訂)： 
 當任何兩個簽署國於太平洋地區發生爭端時，則以全體簽署國舉行會議解決； 
 互相尊重各簽署國於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C. 《五國公約》Five-Power Treaty的內容(美、英、法、日、意簽訂)： 
 同意十年內停止建造排水量超過 3.5萬噸的主力艦 Battleship； 
 規定五國的主力艦總噸位的比例為 5(美)：5(英)：3(日)：1.75(法)：1.75(意)； 
 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的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 13.5萬噸、日本 8.1萬噸、
法意各 6萬噸； 

 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區所佔的島嶼維持現狀。 

 
D. 《九國公約》Nine Power Agreement的內容(所有參與國簽訂)： 
 締約國需要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 
 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各國不得因私利而損害其他締約國在華的利益； 
 各國不能謀求在華的專利或優越權。 

 
E. 華盛頓會議的意義： 
 《四國公約》瓦解了英日同盟，使英日的關係日漸疏離。 
 《五國公約》只規定了五國的主力艦 Battleship與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的
噸位，但對於巡洋艦 Small Cruiser以下的輔助艦及陸、空兩軍均未有規定，
故成效不大。 

 《五國公約》雖然規定了海軍主力艦的噸位比例，但卻缺乏罰則，換言之，

條約乃一紙空文。 
 《九國公約》迫使日本交出其在華的權益，令日本大為不滿。 
 整體而言，日本認為華盛頓會議是限制其於軍備上及遠東的擴張而舉行的，

令日本仇恨西方國家，有助軍國主義於日本國內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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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比聯軍佔據魯爾(1923年)(或稱「魯爾事件」Ruhr Event) 

A. 法、比聯軍進佔德國魯爾區的背景及原因： 
《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分期償還 330億美元的賠款，但由於德國於 1923年未
能償還賠款，法國遂聯同比利時合共 10萬聯軍進佔德國魯爾 Ruhr，因魯爾區有
豐富的煤礦資源。 

 
B. 法、比聯軍進佔德國魯爾區的結果： 
威瑪共和政府發動消極政策抵抗，支持工人罷工、不納稅，浪潮持續約 8個月。
最終，美、英、法、比、意等國商討道茲計劃，由美國向德國提出貸款以協助德

國經濟復甦及償還賠款。 

 
C. 法、比聯軍進佔德國魯爾區的意義： 
 法國強硬的軍事行動加深了德國人對法國的不滿情緒。 
 威瑪共和政府為資助工人罷工而印刷更多鈔票，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戰

後的約 4馬克 Mark兌換 1美元膨脹至 1923年 11月的 4.2兆馬克兌現 1美
元，令德國出現經濟危機。 

 促成道茲計劃 Dawes Plan 的出現，美國向德國提供 2 億美元的貸款，日後
楊格計劃 Young Plan也接道茲計劃而推出。 

 危機過後，由於德國得到道茲計劃的貸款而令經濟有所改善，令威瑪共和政

府有意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差劣的經濟環境導致希特拉躍然欲試，於 1923年 10月發動「啤酒間叛變」

Beer Hall Putsch。雖然事敗，但希特拉入獄後著作了《我的奮鬥》My Struggle
一書，反使其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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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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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大利炮轟希臘科孚島(1923年)(或稱「科孚事件」Corfu Incident) 

A. 意大利炮轟希臘科孚島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墨索里尼Mussolini於 1922年上台後，希望藉衝突展示其強勢的外交手段，並爭
取民族光榮。因此，1923年 8月，墨索里尼藉一名意大利將軍於希臘被殺為由，
出兵炮轟希臘的科孚島。 

 
B. 意大利炮轟希臘科孚島的結果： 
 於國聯的調停下，墨索里尼同意撤兵。 
 希臘取回科孚島，但則需要向意大利賠償 5,000萬里拉 Lira。 

 
C. 意大利炮轟希臘科孚島的意義： 
 墨索里尼上台後隨即發展侵略的例子。 

 
 

6. 意大利取得阜姆 Italy’s acquisition of Fiume (1924年) 

A. 意大利取得阜姆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意大利對阜姆 Fiume早已虎視眈眈，於 1915年英、法就以領土利益利誘意大利
轉投協約國陣營，《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中也包括了阜姆一地。然而，戰
後，由於英、法、美懼怕意大利於地中海及巴爾幹的勢力過大，故於巴黎和會中

拒絕兌現有關阜姆的諾言。會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分子鄧南遮 D'Annunzio組成
一支 2,500 人的志願軍，並於 1919 年 9 月成功攻占阜姆，但意大利不但不承認
志願軍的行為，更將鄧南遮逐出阜姆，使阜姆於國際調停下成為自由市 Free City。 

 
B. 意大利取得阜姆的經過： 
於墨索里尼上台後，其隨即藉阜姆境內以意大利人佔多數為由，強迫南斯拉夫

Yugoslavia (當時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 進行談判，最終於 1924 年 1 月簽訂《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南斯拉夫將阜姆給予意大利。 

 
C. 意大利取得阜姆的意義： 
 墨索里尼上台後隨即發展侵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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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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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1925年) 

A. 《羅加諾公約》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於一戰後，德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仍然不和，故德國外首斯特萊斯曼 Gustav 
Stresemann為改善與鄰近國家的關係，主動建議確立《凡爾賽條約》中有關德國
西邊的邊界。德、英、法、意、比五國於 1925年 10月召開了羅加諾會議，並邀
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出席，最終通過了《羅加諾公約》。《羅加諾公約》包括了

《萊茵保安公約》Rhineland Pact、《仲裁條約》Arbitration Treaty及《互助條約》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B. 《萊茵保安公約》Rhineland Pact (德、英、法、意、比)的主要內容： 
 規定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的邊界必須維持現狀； 
 德國遵守《凡爾賽條約》有關萊茵河區非軍事的規定； 
 英國和意大利作為保證國，承擔援助被侵略國的義務。 

 
C. 《仲裁條約》Arbitration Treaty (德國分別與比、法、波、捷簽訂)的主要內容： 
 德國與其簽署國發生領土糾紛時，應訴諸國際法庭(PCIJ)仲裁。 

 
D. 《互助條約》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法國分別與波蘭和捷克簽訂)的主要
內容： 

 簽署國受到德國的攻擊時，另一國需要對被侵略國提供援助。 

 
E. 《羅加諾公約》的意義： 
 反映出威瑪共和政府有意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令德國於 1926年能夠加
入國聯，並成為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自從此條約簽訂後，歐洲開始出現一種羅加諾精神 Locarno spirit，不主張以
武力去解決爭端，歐洲彌漫著一片和平的氣氛，充滿盼望，所以 1920年代
稱為「蜜月期」。 

 公約只規定了德國的西邊邊界，但則未有確保東邊邊界的穩定，尤以東邊邊

界有許多新成立而缺乏經濟、軍事實力的民族小國，日後令德國更輕易向東

擴張，包括於 1939年入侵捷克全境 Czechoslovakia及突襲波蘭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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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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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爾巴尼亞成為意大利的保護國 Albania became protectorate of 

Italy (1926年) 

A. 阿爾巴尼亞成為意大利保護國的背景： 
阿爾巴尼亞 Albania的地理位置對於意大利而言，有著極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意
大利只要控制阿爾巴尼亞的夫羅勒港口 Port of Vlore，便可能完全控制亞得里亞
海 Adriatic Sea 的入口處，故意大利於一戰時已嘗試佔領阿爾巴尼亞。於墨索里
尼上台後，其對阿爾巴尼亞虎視眈眈，於 1925年開始積極干預阿爾巴尼亞的經
濟，提供大量貸款。及後，於 1926 年及 1927 年先後簽訂兩次《地拉那條約》
Treaties of Tirana，使阿爾巴尼亞成為意大利的保護國 Protectorate State。 

 
B. 《第一次地拉那條約》First Treaty of Tirana的主要內容： 
 不能與其他國家簽訂有損害意、阿兩國共同利益的條約。 

 
C. 《第二次地拉那條約》Second Treaty of Tirana的主要內容： 
 意大利協助阿爾巴尼亞訓練軍隊； 
 阿爾巴尼亞准許意大利海軍進入夫羅勒港口； 

 
D. 阿爾巴尼亞成為意大利保護國的意義： 
 由於意大利以經濟利誘使阿爾巴尼亞成為其保護國，並未有強硬的軍事行動，

故並未有受到列強制止。 
 意大利於 1920年代對外擴張的例子，及至 1939年，意大利更進攻阿爾巴尼
亞，使阿爾巴尼亞被其所吞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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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凱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 (1928年) 

A. 《凱格—白里安公約》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簽訂後，歐洲開始彌漫著一片和平的氣氛。此時，
法國外相白里安 Briand向美國國務卿凱格 Kellogg建議，兩國簽訂共同協議，以
譴責戰爭，提倡以和平方式解決糾紛。但由於凱格恐怕此協議會被外界視為是法

國與美國的盟約，故邀請更多的國家加入。結果，各國於 1928 年簽訂《凱格—
白里安公約》，簽署國先後合共 65個。 

 
B. 《凱格—白里安公約》的主要內容： 
 各國承諾會譴責以戰爭作為解決糾紛的國家，並停止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C. 《凱格—白里安公約》的意義： 
 各國雖然簽訂了《凱格—白里安公約》，但由於一年後經濟大蕭條便出現，
國際氣氛迅速因經濟問題而驟變，成效有限。 

 但由於大部分國家於簽字時都帶有條件限制，就是當該國受到威脅時，可以

保留合法的防衛權，而「合法的防衛權」legitimate defense就成為侵略國日
後侵略的藉口之一，例如希特拉以保護蘇台德區 Sudetenland的日耳曼人為
由，吞併蘇台德區。 

 此公約與《羅加諾公約》相似，並無罰則，因此簽署國可從可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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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1929-32年) 

A.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出現背景及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炫耀性的消費模式成

為潮流，美國國民對於經濟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在此環境下，美國國民大量投

資到股票市場，甚至借貸投資，導致股市的上升與實際經濟增長脫節。 

 
1929年 10月，部分美國人開始拋棄股票以獲利，後來拋售者越來越多，令華爾
街股市急劇下挫。短短兩星期內，已有高達 300億美金於股票市場中流失，相等
於美國在一戰中的總支出。結果，股票市場的崩潰導致美國各行各業的蕭條，大

量銀行倒閉、工人失業。 

 
B. 世界經濟大蕭條造成連鎖反應的原因： 
由於美國於一戰期間及戰後大量借貸予歐洲各國，如對德國的道茲計劃 Dawes 
Plan及楊格計劃 Young Plan。因此，當美國國內經濟崩潰時，美國隨即向外國收
回貸款，故造成連鎖反應，諸連多個受美國貸款的國家。 

 
另外，由於經濟大蕭條出現後，各國為保護國內工業而實施貿易保護政策，設立

貿易壁壘，令貿易額進一步下降，使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C. 世界經濟大蕭條造成連鎖反應的意義： 
 嚴重的經濟打擊，是次危機所造成的損失估計高達 2,500億美元，各國失業
人口眾多，如 1932年時，美國有 1,370萬人失業；德國有 560萬人。 

 極權主義的興起，如希特拉的納粹主義於經濟大蕭條後獲得人民支持，於

1933 年上台；共產主義也於差劣的環境底下獲得廣泛低下階級的支持，如
德國共產黨於 1928年國會中的 54席增至 1932年的 100席。 

 促使綏靖政策的出現，由於英、法需要專注恢復經濟，故對侵略行動持一姑

息的態度，希望以退讓的手段以換取和平，如慕尼黑會議Munich Conference 
(1938)中犧牲蘇台德區 Sudetenland予德國以滿足其野心。 

 導致集體安全體系失效，因世界經濟大蕭條一方面使英、法等民主國家衰弱，

一方面驅使德、意等極權國家擴張，令集體安全體系瓦解，如日內瓦裁軍會

議(1932-34)因無法達成協議而失敗告終及國聯無法阻止意大利對阿比西尼
亞 Abyssinia之侵佔(1935)。 

 美國更加孤立。美國因經濟問題而更專注於國內經濟，除了涉及自己國家利

益的議題外，一律減少干預對外事務。 
 貿易保護政策的出現，減少了各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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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倫敦海軍會議 London Naval Conference(1930年) 

A. 倫敦海軍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華盛頓會議只規定列強主力艦 Battleship 與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 的噸位，因
此各國希望將海軍的限制進一步擴展至巡洋艦 Cruiser 以下輔助艦的比例，故於
1930年 1月召開了倫敦海軍會議。雖然會議出席國有美、英、日、法、意，但法
國與意大利拒絕裁減協議，未有簽訂《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 

 
B. 《倫敦海軍條約》的主要內容： 
 將停止建造 3.5萬噸位以上的主力艦 Battleship的時限延長至 1936年； 
 小型巡洋艦 Small Cruiser和驅逐艦 Destroyer比例為 10(美)：10(英)：7(日)； 
 大型巡洋艦 Large Cruiser比例為 5(美)：5(英)：3(日)； 
 附加條文：簽署國以外任何一國擴軍，簽署國也可擴展其軍備。 

 
C. 倫敦海軍會議的意義： 
 條約缺乏罰則，簽署國可從可不從，成效不大。 
 附加條文令簽署國可以其他國家擴張海軍為由，打破條約中的軍事限制。 
 條約只針對海軍，對陸軍及空軍則隻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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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九一八事變」September 18th Incident (1931年) 

A.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1931 年 9 月 18 日，駐東北的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 South 
Manchuria Railway為藉口，向中國軍隊開火，最終佔領了瀋陽 Shenyang。 

 
B. 「九一八事變」的意義： 
 反映出國聯的無能。因國聯經過調查後指責日本的行動是侵略行為，要求日

軍撤出中國，但日本無視國聯的譴責，並於 1937年全面入侵中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繼續加強於中國的進一步侵略，故導致了 1932年
的「一二八事變」出現。 

 「九一八事變」使日蘇關係惡化，因於兩次事件中，蘇聯均不滿日本的侵略，

中國東北的利益衝突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催化劑。 

 
 

13. 「一二八事變」January 28th Incident (1932年) 

A. 「一二八事變」的發生背景及結果：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繼續加強於中國的進一步侵略，故於 1932年 1月 28日，
以保護日本華僑為藉口，進攻上海及附近的地區。中國軍隊奮勇抗戰，直至 5月
5日，經國聯及美國的調停下，中日雙方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Shanghai Ceasefire 
Agreement，日本答應無條件撤軍，事件才得到平息。 

 
B. 「一二八事變」的意義： 
 「一二八事變」後，中國軍隊奮勇抗戰令日軍的進攻受挫，故日軍於中國的

軍事行動有暫時性的緩和。 
 國聯於「一二八事變」上使日本感到有一定的壓力，原因在於列強於上海擁

有龐大的利益，如英國及法國在華的資本分別有 80%及 90%在上海地區，為
保護其利益，有必要阻止日本對上海的侵略。 

 日本認為國聯有礙其侵略計劃的進行，故於 1933年退出國聯。 
 「一二八事變」使日蘇關係惡化，因於兩次事件中，蘇聯均不滿日本的侵略，

中國東北的利益衝突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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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內瓦裁軍會議 Geneva Disarmament Conference(1932-34) 

A. 日內瓦裁軍會議召開的背景及原因： 
軍備競賽一方面為各國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同時也惡化了國際氣氛。於此環

境下，國聯於 1932年 2月召開了一次普遍性的裁軍會議，裁軍的範疇不單單著
重於過往的海軍，更包括陸軍及空軍等。此次會議共有 61 個國家參與，會議由
英、法、美等大國所主持。 

 
B. 日內瓦裁軍會議召開的結果： 
會議以失敗告終，德國於會議中途(1933)退出，反使各國恐懼德國死灰復燃，更
加積極備戰，最終造成反效果。 

 
C. 日內瓦裁軍會議失敗的原因： 
 法、德對於軍備上的裁減問題成為會議上的主要爭議，因法國認為沒有足夠

的安全保證便絕不裁軍，但同時，德國認為其於《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中已大幅裁減軍備，故為達致平等，其他國家也應裁軍，否則應准
許德國重新武裝。德、法雙方的猜忌使會議無法達成協議，會議更一度中斷。 

 希特拉於 1933年 3月上台後，反對德國裁減軍備，更憤然退出會議，終使
各國恐懼德國死灰復燃，而放棄裁減軍備的念頭。 

 
D. 日內瓦裁軍會議的意義： 
 雖然會議未能達到預期的效用，但對比其過往的裁軍會議，這是一次普遍性

及大規模的裁軍會議。 
 因無法就裁軍達成協議，反使各國加劇擴軍，以防止別國侵略。 
 日內瓦裁軍會議後，列強對於裁軍會議已失去信心，於 1939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爆發前，列強並未有再為裁軍而舉行大規模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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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德國重新實施徵兵制Germany’s reintroduction of conscription (1935年) 

A. 德國重新實施徵兵制的背景及原因： 
於德國重新實施徵兵制 Conscription前，希特拉早已透過「希特拉青年團」Hitler 
Youth培訓青少年的體格及軍事知識。到 1935年 3月 16日，希特拉公然違反《凡
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軍事限制規定，重新實行徵兵制，將軍隊擴至 36
個師。稍後，於 3月 19日，德國再次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建立空軍。 

 
B. 英、法兩國的反應： 
 法國：法國表示抗議及遺憾，但由於自身的經濟問題，加上得不到英國的強

烈支持而不了了之。事後，法國為箝制德國，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1935年 5月)，防禦德國的侵略。 

 英國：英國也表示遺憾，但由於英國較同情德國於《凡爾賽條約》中的苛刻

待遇，因此未有採取實際行動阻止。同時，由於英國懼怕德國的海軍擴張，

故英國於 1935 年 6 月與德國達成《英德海軍協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德國海軍不能超過英國海軍噸位的 35%。 

 
C. 德國重新實施徵兵制的意義： 
 為德國推翻《凡爾賽條約》的第一步。也由於德國重新實行徵兵制未有受到

重大的阻力，使希特拉更有信心進行擴張。 
 證明英法綏靖政策的失敗，導致德國於 1936年進軍萊茵河區等。 
 令英、法、意於 1935年 4月組成「史特萊沙陣線」Stresa Front，表示三國
會採取聯合行動以維護集體和平。 

 為德國進行擴張提供了軍事基礎，日後令德國擠出千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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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蘇簽訂《互助條約》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SSR (1935年) 

A. 《互助條約》簽訂的背景及原因： 
由於德國於 1935年 3月撕毀《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重新實行徵兵制
conscription，令法國與蘇聯均深恐德國會捲土重來。但由於法國向英國尋求解決
方法不果，故希望再次與蘇聯合作，於 1935年 5月簽訂互助性的軍事協定，以
防止德國的入侵，有效期為 5年。 

 
B. 《互助條約》的主要內容： 
 當法、蘇任何一國受到歐洲國家侵略時，另一國需要即時提供支援和協助。 

 
C. 《互助條約》的意義： 
 《互助條約》加深了德國對法、蘇的猜忌，使德國於 1936年與日本簽訂《反
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矛頭直指蘇聯。 

 雖然已簽訂《互助條約》，但由於法、英兩國採綏靖政策，令蘇聯對英、法

有所猜忌，令日後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略條約》Nazi-Soviet Non-
Aggression Pact，使《互助條約》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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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 Italy’s invasion of Abyssinia (1935-36年) 

A. 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的背景及原因： 
自墨索里尼上台後，意大利已有較溫和的擴張，如對阜姆 Fiume (1924)和阿爾巴
尼亞 Albania(1926)的侵略，但後來由於在和平氣氛的影響底下，意大利的行動有
所收歛。但至經濟大蕭條後，隨著日本的侵略行動(「九一八事件」September 18th 
Incident及「一二八事件」January 28th Incident)未有受到列強的強硬阻止，加上
德國也於 1935年 3月重新實行徵兵制 conscription。因此，意大利更有信心向阿
比西尼亞 Abyssinia 擴張。當時，正值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有武裝衝突，意大利
希望藉此機會進軍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B. 英、法兩國的反應： 
 由於英國認為阻止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會使墨索里尼與希特拉靠近，故對

此採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希望割讓阿比西尼亞 2/3 的領土予意大
利，以滿足其野心。 

 
C. 事態的發展： 
 意大利早已決定對阿比西尼亞出兵，故英、法私下訂下的協議根本不能滿足

意大利侵略的野心。於 1935年 10月，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出兵。 
 國聯雖然宣佈意大利為侵略者，並譴責意大利及對其實施經濟制裁。但制裁

的物品並不包括石油、鐵、鋼及煤等重要戰略資源。事後更於 1936年 7月
解除對意大利的經濟制裁。 

 
D. 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的意義： 
 反映綏靖政策的失敗，使希特拉更加有信心向萊茵河區 Rhineland進軍。 
 反映國聯的失敗，局限於經濟制裁，並無實際的阻止行動。意大利更於 1937
年退出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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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德軍進入萊茵河區 Germany’s remilitarization of Rhineland (1936年) 

A. 德軍進入萊茵河區的背景： 
由於法蘇兩國於 1935年 5月簽訂《互助條約》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令希
特拉認為此是針對德國的舉動。因此，希特拉以此為藉口，毀棄《羅加諾公約》

Locarno Treaties及再次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規定，於 1936年 3月派軍進駐萊
茵河區 Rhineland。 

 
B. 英、法兩國及國聯的反應： 
 英國雖然作為《羅加諾公約》的保證國 Guarantor，但則傾向同情德國，認
為德國駐軍入己國領土也是合理的行為，故反對以有力的行動阻止德國。 

 法國甚為緊張，尤以比利時退出與法國於 1920年簽訂的同盟條約而重申中
立，使法國東北部更容易受到攻擊。但由於英國反對制止，令法國也不敢單

獨行動。 
 國聯理事會譴責德國的行動破壞了國際協定，但除了譴責外，並無其他實際

制裁。 

 
C. 德軍進入萊茵河區的意義： 
 再次印證綏靖政策的失敗，使德國繼續有下一進的侵略行動。 
 再次印證國聯的失敗，除了譴責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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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班牙內戰 Spanish Civil War (1936-39年) 

A. 西班牙內戰的內容： 
西班牙於 1936年 7月爆發內戰，以佛朗哥 Franco為首的國民軍與共產主義的政
府軍作戰。此次內戰的重點在於德國及意大利的介入。德、意為擴大納粹主義及

法西斯主義於歐洲的勢力，故為佛朗哥提供軍事援助，分別共派出 1萬 9千及 5
萬名士兵協助佛朗哥，並提供軍備援助。最後，於 1939年 4月，以佛朗哥將軍
為首的國民軍取得勝利。 

 
B. 西班牙內戰的意義： 
 此次內戰為德、意合作提供了契機，導致兩國組成軸心國。 
 西班牙內戰是德國試驗武器的場所。 
 西班牙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發生的首次戰爭。由於戰爭帶來了緊

張的氣氛，英、法為避免爆發更大規模的戰爭，所以對希特拉採取退讓的態

度，成為採取綏靖政策的原因之一。 

 

20. 德意組成柏林—羅馬軸心 Berlin-Rome Axis (1936年) 

A. 德意組成柏林—羅馬軸心的背景及原因： 
雖然德、意兩國於 20世紀時的關係並不良好，因意大利曾於一戰時背叛德國。
但隨著墨索里尼及希特拉的上台，兩者的意識形態相似，並且有共同的特徵—反
共產主義，故為兩國的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先天條件。於西班牙內戰時，兩國由於

支持法西斯主義的佛朗哥 Franco 將軍而產生了合作的契機。於 1936 年 10 月，
德、意達成秘密協議，建立柏林—羅馬軸心。 

 
B. 柏林—羅馬軸心的合作內容： 
 德國承認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德、意兩國在國際問題上採取共同的方針； 
 德、意加強空軍的合作。 

 
C. 柏林—羅馬軸心的意義： 
 德、意的合作正式建立，成為兩次大戰期間侵略聯盟的開端。 
 德、意的合作增加了兩國侵略的野心。 
 德、意於日後進行更緊密的軍事合作，於 1939 年簽訂《鋼鐵條約》Pact of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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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德日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 (1936年) 

A. 《反共產國際協定》締結的背景： 
原本德國與日本的接觸不多，但自希特拉於 1933年上台及軍國主義者於 1930年
代的日本取得優勢後，兩國有了相似的意識形態基礎，並且視共產主義的蘇聯為

一威脅。日本方面，蘇聯向來是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主要競爭對手，共產主義於中

國的滋長更成為日本的憂慮。德國方面，蘇聯於 1935年與法國簽訂《互助條約》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使德國恐懼一戰前的法俄同盟會死灰復燃，故拉攏日
本以箝制蘇聯。因此，兩國於 1936年 11月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 

 
B. 《反共產國際協定》的主要內容： 
 締約國需要對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情報相互通報； 
 締約國對於遭共產主義威脅的其他國家提供預防措施或邀請其加入本協定。 
 締約國遭到蘇聯的攻擊或威脅時，另一國最少需要保持善意性的中立。 

 
C. 《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意義： 
 德國與日本結成同盟關係，助長了雙方的侵略行動。 
 德國已分別與意、日結成盟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的基礎已經形成。 

 
 

22. 「七七事變」July 7th Incident及中日戰爭的爆發(1937年) 

A. 「七七事變」的發生背景及原因： 
軍國主義者於 1930年代於日本政壇取得權力，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侵略。於 1937
年 7月 7日晚，駐中國的日軍以日本士兵失蹤為藉口，要求進入由中方管轄的地
區進行搜查，但遭到中方拒絕。日軍遂於 1937年 7月 8日凌晨向中方發動進攻。 

 
B. 「七七事變」的意義： 
 中日戰爭正式爆發，開展了 8年的中日戰爭。 
 反映了國聯的無能，因中國多次向國聯求援，但國聯則要求日本暫時恢復會

員國身份並合作解決爭端，但遭日本拒絕。理事會要求各會員國對日本進行

個別制裁，但毫無成效，日本繼續侵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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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柏林—羅馬—東京軸心 Berlin-Rome-Tokyo Axis (1937) 

A. 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德國早已於 1936 年分別與意大利建立柏林—羅馬軸心及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
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為三國的合作奠定了基礎。於 1937年 11月，意大
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形成柏林—羅馬—東京軸心。 

 
B. 意大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內容： 
 德、意贊同日本侵略中國； 
 日本承認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吞併。 

 
C. 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形成的意義： 
 侵略同盟的形成使三國更有信心發動侵略，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動

者。 
 意大利為加強其侵略的行動，於 1937年 12月退出國聯，以免受到國聯的束
縛。至此，德、日、意已全部退出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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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德國合併奧地利 Anschluss (1938年) 

A. 德國合併奧地利的背景及原因： 
德國於 1935-37年間的軍事建設使其軍事實力大大得到恢復，加上侵略聯盟的形
成，德國有信心進行更大規模及侵略性的擴張行動。於奧地利方面，奧地利於《聖

澤門條約》Treaty of Saint Germain中被大幅削減領土及人口，最後變成一個只有
約 600萬人的小國，實力大大減弱。 

 
B. 德國合併奧地利的經過： 
於 1938 年 2 月，希特拉要求奧地利總理舒施尼格 Schuschnigg 答應德國的以下
要求：特赦被囚禁的納粹黨員；任命奧地利納粹分子為內務部長及保安部長。同

時，德軍壓陣於奧地利邊境，給予奧地利軍事壓力。 

 
舒施尼格知道無力抵擋德國的入侵，遂嘗試以全民公投的方法保持奧地利的獨立

性。然而，在軍事壓力及德國政府的施壓底下，舒施尼格被迫辭職並由一納粹分

子上任。於裡應外合的情況底下，德軍兵不血刃地迅速佔領了奧地利。於 3月 10
日，宣佈德、奧合併。 

 
C. 德國合併奧地利的意義： 
 德國再一次成功違反《凡爾賽條約》的協議，與奧地利合併。 
 德國合併奧地利後，對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三面圍堵之勢，使捷克斯洛伐克成

為德國日後侵佔的目標。 
 面對德國的侵略行動，英、法再次展示出軟弱的一面，繼續以綏靖政策滿足

德國的野心，助長了希特拉的氣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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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慕尼黑會議Munich Conference (1938年) 

A. 慕尼黑會議的背景及原因： 
希特拉輕易吞併奧地利後，隨即將目標投放到蘇台德區 Sudetenland。但由於捷
克於蘇台德區佈下了 35 個師的軍力，加上捷克與法、俄有軍事防衛的協議，故
以力取實為不智。但由於蘇台德區有 300多萬日耳曼人居住，因此，為希特拉提
出了最佳的侵略的藉口。於 1938年 9月，希特拉發表演說強烈批評捷克虐待境
內的日耳曼人，亦引用「民族自決」的原則，提出合併蘇台德區的要求，並表示

不惜以戰爭的手段以達成目的。 

 
B. 事件的發展： 
英國首相張伯倫 Chamberlain恐懼德國的舉動會導致戰爭的爆發，故與法國總理
達拉第 Daladier飛往德國慕尼黑，與希特拉及墨索里尼舉行慕尼黑會議。最終，
德、意、法、英達成協議，將屬於捷克的蘇台德區割讓予德國。事件中，捷克並

未獲邀出席會議。於《慕尼黑協定》達成後，捷克表示強烈抗議，但基於英、法

表示捷克若不接受協定，就沒有保衛捷克的義務，故迫使捷克於不甘願的情況下

接受協定。 

 
C. 慕尼黑會議的意義： 
 綏靖政策的代表例子。因張伯倫認為此次會議是綏靖政策的勝利，但諷刺的

是，希特拉於 1939年 3月吞併捷克全境。 
 削弱了捷克的防衛能力。捷克原本於德捷的邊界駐有重兵，能大大拖延德國

入侵捷克的進程。然而，慕尼黑會議割讓了蘇台德區予德國，加上會後波蘭

及匈牙利趁火打劫，佔領了部分捷克的土地，使捷克的防衛能力受到削弱。 
 英、法於慕尼黑會議中犧牲捷克的行徑使蘇聯認為英、法將「禍水東引」

redirect the troubles towards the east，把德國的擴張視線轉向東歐的蘇聯方
向，導致蘇聯於日後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略條約》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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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德國吞佔捷克全境 Germay’s occupation of the whole Czechoslovakia 

(1939年) 

A. 德國吞併捷克的背景及原因： 
德國吞併蘇台德區後，隨即計劃進一步吞併捷克 Czechoslovakia全境。1939年 3
月，斯洛伐克 Slovakia正值發生獨立運動，德國以保護捷克為由，派軍進駐斯洛
伐克。及後，希特拉宣佈成立「波希米亞—摩爾達維亞保護國」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使兩地成為德國的保護國。 

 
B. 德國吞併捷克的意義： 
 德國首次以武力侵佔非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區，證明了希特拉的野心不僅限於

收復所有日耳曼人聚居的土地。 
 英、法知道需要以強硬的軍事手段以阻止德國的擴張，故於 1939年 9月德
國入侵波蘭後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 

 德、意知道兩國對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的侵略已經引起了英、法的猜

忌，英、法可能會利用武力以阻止兩國的擴張，故德、意進一步加強軍事合

作，簽訂《鋼鐵條約》Pact of Steel。 

 
 

27. 意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 Italy’s annexation of Albania (1939年) 

A. 意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的背景： 
意大利早於 1926年已與阿爾巴尼亞簽訂《地拉那條約》Treaty of Tirana，使之成
為其保護國 Protectorate State。至希特拉吞併奧地利、蘇台德區及捷克斯洛伐克
後，墨索里尼也不甘後人，於 1939年 4月入侵阿爾巴尼亞，數日內征服了阿爾
巴尼亞。 

 
B. 意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的意義： 
 雖然意大利的侵略未有受到英、法等國的武力阻止，但正正警惕起英、法對

於侵略行動的關注。 
 德、意知道兩國對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的侵略已經引起了英、法的猜

忌，英、法可能會利用武力以阻止兩國的擴張，故德、意進一步加強軍事合

作，簽訂《鋼鐵條約》Pact of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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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德意簽訂《鋼鐵條約》Pact of Steel (1939年) 

A. 《鋼鐵條約》的簽訂背景及原因： 
由於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只是外交協議，並不具有軍事條款。加上，德、意知
道兩國對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的侵略已經引起了英、法的猜忌，英、法可

能會利用武力以阻止兩國的擴張，故德、意希望進一步加強軍事合作，於 1939
年 5月簽訂《鋼鐵條約》。 

 
B. 《鋼鐵條約》的主要內容： 
 兩國於戰爭時互相援助，並加強軍事上的生產； 
 參與共同戰爭時，不得擅自與敵國停戰或議和； 

 
C. 《鋼鐵條約》的意義： 
 軍事性的盟約顯示德、意已有開戰的準備。 
 日本未有包括在內，因日本認為同盟只應針對蘇聯，而非英、法，故為避免

樹立更多的敵人而拒絕加入。 

 

29.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1939年) 

A. 《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背景及原因： 
德國於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後，已把波蘭視為下一個侵略的目標。但德國恐懼入侵

波蘭會引起德、蘇的戰爭，最終重演一戰時德國腹背受敵的情況。因此，德國希

望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與此同時，由於英、法與蘇聯不能真誠地建立防

衛性的同盟，蘇聯更認為英、法於慕尼黑會議的舉動是「禍水東引」redirect the 
troubles towards the east，故為保障蘇聯的利益，蘇聯願意與德國達成不開戰的
協議。最後，德、蘇於 1939年 8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B. 《互不侵略條約》的主要內容： 
 十年內不侵犯對方，並當簽署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戰爭時，另一國需要保持中

立； 
 日後東歐領土出現變動時，德國可取波蘭西部和立陶宛，蘇聯則可取波蘭東

部、愛沙尼亞和芬蘭等地。 

 
C. 《互不侵犯條約》的意義： 
 德國解除了腹背受敵的威脅(強國間)，於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蘭，導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蘇聯與英、法的合作瓦解，蘇聯往後積極加強自身的軍力，以防止德國入侵。 
 《互不侵犯條約》並不穩固，德國於 1941年偷襲蘇聯，使蘇聯加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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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德國突襲波蘭，二戰爆發(1939年) 

A. 德國突襲波蘭的背景及原因： 
波蘭是英、法的盟友，於 1939年 3月英國已向波蘭保證當其受到威脅時會給予
援助，而法國更自 1925年起已與波蘭有防衛條約。因此，德國有必要先侵佔波
蘭，以消除德國與法國作戰時所面對的東邊威脅。加上，《凡爾賽條約》中割讓

予波蘭的土地令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地分開。因此，希特拉也有必要侵佔波蘭以取

回《凡爾賽條約》中割出的土地及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重新連接。 

 
B. 德國突襲波蘭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 
於 1939年 9月 1日，德國不宣而戰，偷襲波蘭。英、法隨即向德國發出最後通
牒，要求德軍撤出波蘭，但遭到希特拉的拒絕。於 9月 3日，英、法向德國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31. 蘇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 

A. 蘇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 
蘇聯於 1939年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因此使之未有被捲入戰爭。然而，
德國與同盟國持續作戰耗損了德國的軍力，但蘇聯則因未有捲入戰爭而保留強大

的軍事實力。希特拉知道蘇聯是遲早也必須面對的對手，而 1941年初時德國於
西面的戰事順利，故制定「巴巴羅薩作戰」Operation Barbarossa，希望利用「閃
電戰」Biltzkrieg的策略，迅速打敗蘇聯。於 1941年 6月，德軍突襲蘇聯，德、
蘇戰爭爆發。 

 
B. 蘇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1939年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失效，德國違反條約而突襲蘇聯。 
 蘇聯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後因戰後的利益分配問題，而導致冷戰的出

現。 
 蘇聯並非希特拉估計般脆弱，其「閃電戰」策略未能成功打敗蘇聯，更最終

被蘇聯的持久戰反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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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 (1941年) 

A. 大西洋憲章的簽署背景及原因： 
由於德、蘇戰爭已經爆發，戰爭的規模及範疇一直擴大，美、英兩國需要進行會

晤以進一步協調反攻軸心國的策略。因此，於 1941年 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及
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大西洋一艘軍艦上會晤。 

 
B. 大西洋憲章的主要內容： 
 英、美兩國不尋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 
 尊重民族選擇及民族獨立的權利； 
 建立一個更普遍及更持久的國際維和組織。 

 
C. 大西洋憲章的意義： 
 奠定了日後聯合國成立的基礎。 
 明顯地，美國傾向同盟國陣營，使日本認為美國是早晚也必需作戰的對手。 

 
 

33. 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 

A. 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 
太平洋東岸的美國於二戰初期一直隔岸觀火，保留了強大的軍事實力。相反，日

本與中國的戰爭持續消耗了日本的國力，日本希望侵占英、美、荷於東南亞的殖

民地以獲取石油、米等資源。加上，日美關係已趨向惡劣，美國更於 1941 年 7
月凍結日本的在美資產，並實施石油禁運與經濟制裁。因此，與德國突襲蘇聯的

原因相似，日本認為日、美戰爭是必須要進行的。於 1941年 12月，日本空軍偷
襲美國於夏威夷珍珠港 Pearl Harbor的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 

 
B. 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為同盟國的勝利注入強心針，對於 1945年的勝利有著重大的貢獻。 
 戰後的議題令美、蘇出現嚴重的分歧，導致冷戰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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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卡薩布蘭卡會議 Casablanca Conference (1943年) 

A. 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於 1943年 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及英國首相邱吉爾於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舉行
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有關德國及意大利的對戰策略。 

 
B. 卡薩布蘭卡會議的主要決議： 
 加強對德國潛艇的攻擊； 
 加強對意大利的攻擊； 
 迫使軸心國無條件投降。 

 
C. 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意義： 
 對意大利的猛烈攻擊迫使意大利於 1943年 9月投降。 

 
 

35. 魁北克會議 Quebec Conference (1943年) 

A. 魁北克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於 1943年 8月，美、英兩國領導人於於加拿大魁北克進行會晤，當年 7月意大
利墨索里尼被推翻下台，故兩國為了進一步討論戰略安排，舉行了魁北克會議。 

 
B. 魁北克會議的主要決議： 
 繼續採取強烈攻擊意大利的策略，並商討了意大利的投降條件； 
 於德國投降後的一年內攻陷日本； 
 討論了解放法國的問題。 

 
C. 魁北克會議的意義： 
 意大利於 1943年 9月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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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莫斯科會議Moscow Conferences (1943年) 

A. 莫斯科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1942年 11月至 1943年 3月間為戰局發展的分水嶺，因英、美成功登陸北非，
英國在利比亞取得勝利，蘇聯於史太林格勒戰役中擊潰德軍，以及日本於西南太

平洋的攻勢受到遏止均發生於此時期內。同盟國開始在戰場上取得主動權，為了

更有效進行軍事佈署及協調軍事行動，美、英、蘇三國外交部長於 1943年召開
了莫斯科會議，後期中國代表也有加入會議。 

 
B. 莫斯科會議的主要決議： 
 宣布有必要及早成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此決策成為組織聯合國的開端； 
 奧地利於戰後獲得獨立。 

 
C. 莫斯科會議的意義： 
 改善了蘇聯與美、英兩國之間的關係。 
 奠定了日後聯合國成立的基礎。 

 
 

37. 開羅會議 Cairo Conference (1943年) 

A. 開羅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於魁北克會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 Roosevelt 希望召開美、英、蘇、中四國的首
腦會議，但由於蘇聯領導人史太林 Stalin拒絕出席有蔣介石參與的會議，故四國
的首腦會議分兩次進行，一次是由羅斯福(美國)、邱吉爾 Churchill (英國)及蔣介
石 Chiang Kai-shek (中國)於 1943年 11月埃及召開的開羅會議，另一次則由是羅
斯福(美國)、邱吉爾(英國)及史太林(蘇聯)於 1943年 11月伊朗 Iran召開的德黑蘭
會議。 

 
B. 開羅會議的主要決議： 
 日本歸還自 1894年佔領的所有領土予中國； 
 日本歸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佔領的所有太平洋島嶼； 
 朝鮮於戰後獲得獨立。 

 
C. 開羅會議的意義： 
 主要針對與日本於東亞及太平洋的戰事。 
 計劃了戰後東亞及太平洋的領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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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 (1943年) 

A. 德黑蘭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於魁北克會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希望召開美、英、蘇、中四國的首腦會議，但

由於蘇聯領導人史太林拒絕出席有蔣介石參與的會議，故四國的首腦會議分兩次

進行，一次是由羅斯福(美國)、邱吉爾(英國)及蔣介石(中國)於 1943年 11月埃及
召開的開羅會議，另一次則由是羅斯福(美國)、邱吉爾(英國)及史太林(蘇聯)於
1943年 11月伊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 

 
B. 德黑蘭會議的主要決議： 
 成立一個新的國際和平組織以取代國際聯盟； 
 蘇聯於戰後可獲部分波蘭的領土及東普魯士； 
 英、法在 1944年 5月 1日於西歐展開進攻； 
 蘇聯於對德戰爭結束後，將會參與對日本的作戰。 

 
C. 德黑蘭會議的意義： 
 奠定了日後聯合國成立的基礎。 
 增加了蘇聯與英、美兩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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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 (1945年) 

A. 雅爾達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於 1944年底，同盟國於歐洲東線及西線的反攻均十分順利。因此，羅斯福(美國)、
邱吉爾(英國)及史太林(蘇聯)於 1945年 2月在蘇聯雅爾達進行會晤，以商討戰後
的領土及相關事項。 

 
B. 雅爾達會議的主要決議： 
 對德國：戰後的德國被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由美、英、法、蘇四國佔領； 
 對德國：德國被解除武裝，實現非軍事化及去納粹化； 
 對德國：需要為戰爭的破壞作出賠償； 
 對波蘭：波蘭獲得獨立，並進行民主選舉； 
 對日本：日本需要於戰後歸還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予蘇聯； 
 宣佈 2個月後於三藩市舉行「聯合國會議」； 
 蘇聯於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加入對日本作戰。 

 
C. 雅爾達會議的意義： 
 奠定了日後聯合國成立的基礎。 
 日後德國分裂成為東、西德，直至 1990年。 
 顯示蘇聯與英、美兩國已經開始存有矛盾，蘇聯希望藉會議擴大其於東歐及

遠東的利益；英、美則對蘇聯的擴張感到憂慮，欲遏止蘇聯。 

 
 

40. 舊金山會議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1945年) 

舊金山會議的主要概況： 
於 1944年美、英、蘇三國已於美國華盛頓舉行了敦巴頓橡園會議，對於聯合國
的大致安排已經商討完成。直至 1945年 2月的雅爾達會議，三國就聯合國有關
投票的否決權問題達成一致共識後，便安排於 1945年 4月舉行舊金山會議。此
會議多達 50個國家參與，皆為同盟國成員。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憲章》，正式成
立了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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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波茨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1945年) 

A. 波茨坦會議的召開背景及原因： 
德國於 1945 年 5 月投降後，杜魯門(美國)、艾德禮 Attlee (英國)及史太林(蘇聯)
於德國波茨坦舉行會議以商討戰後的各項安排。 

 
B. 波茨坦會議的主要決策： 
 對德國：戰後的德國被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由美、英、法、蘇四國佔領； 
 對德國：納粹黨被取締，並在盟軍的指導下建立民主； 
 對德國：所有曾被希特拉侵略的土地應予以歸還； 
 對德國：德國須以其工業設施作為戰爭賠款； 
 對德國：實行非軍事化，所有軍事生產設施及武器應予以拆除； 
 對日本：日本投降後將由盟軍暫時佔領。 

 
C. 波茨坦會議的意義： 
 確立了對德國的戰後安排及對日本於戰後的短期安排。 
 日後德國分裂成為東、西德，直至 1990年。 
 顯示蘇聯與英、美兩國已經開始存有矛盾，蘇聯希望藉會議擴大其於東歐及

遠東的利益；英、美則對蘇聯的擴張感到憂慮，欲遏止蘇聯。 

 
 

4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 

A.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背景及原因： 
意大利早於 1943年 9月便宣佈投降，然而，德國及日本仍然繼續作戰。直至 1945
年 5月，蘇軍及美、英、法聯軍攻陷柏林，德國投降，歐洲戰事也告結束。然而，
亞洲的日本仍然尚未投降，至 8 月，美國先後向日本廣島及長崎投入兩枚原子
彈，使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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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聯合國的成立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年) 

A. 聯合國的的成立背景： 
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設立的國際組織，正式成立於 1945年 10月。當時共
有 51 個國家承諾通過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來維護和平、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
促進社會進步、提高生活水準和保護人權。 

 
B. 聯合國有四個主要宗旨： 
 維持世界各地和平； 
 發展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 
 幫助各國共同努力，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戰勝饑餓、疾病和掃除文盲，並

鼓勵尊重彼此的權利和自由； 
 成為協調各國行動，實現上述目標的中心。 

 
C. 聯合國的主要機構 – 會員大會 General Assembly： 
大會是聯合國的主要審議機構，包括聯合國的所有成員國，它提供了一個在憲章

所涉及的國際問題進行多邊性討論的全方位的獨特論壇。 

 
D. 聯合國的主要機構 – 安全理事會 Security Council： 
安全理事會的主要工作在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理事會成立初期分別由 5 個
「常任理事國」(英、美、蘇、中、法)及 6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後來將「非
常任理事國」增至 10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能否決其不接受的決議；非
常任理事國則由會員大會選出，沒有否決權，任期為 2年。 

 
E. 聯合國的主要機構 – 國際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國際法庭為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 作用在於依照國際法解決各國向其提交的法
律爭端，並就正式認可的聯合國機關和專門機構提交的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 

 
F. 聯合國的主要機構 –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經社理事會關注的是世界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挑戰。理事會成立於 1946年，是
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的機構，是討論和辯論這類問題以及發佈政策建議的論

壇。 

 
 
 
 
 

課文、技巧部分請參考 K.W.HO常規班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