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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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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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                                         [1分] 

 

線索：                                                       [2分]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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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該機構是國際原子能機構。 

 

艾森豪指扭轉擴張核武的可怕趨勢，核武「可以發展成增進全人類福祉的莫大

恩物」，國際原子能機構正正是各國在聯合國共同推動和平使用核科技的機構，

故該機構是國際原子能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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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轉捩點：                                                    [1分] 

    例： - 打破美國在聯合國中的絕對優勢。 

  

    解釋：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1分] 

    L2 答案清晰，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2分] 

    例： - 不結盟國家加入前，美國在聯合國中擁有絕對而強大的影響力。 

         - 這些國家加入後，他們不一定支持美國，同時美國無法忽視這些國

家的主張。 

 

參考答案 

不結盟國家的加入是打破過往美國在聯合國中絕對優勢的轉捩點。 

 

不結盟國家加入前，「美國在聯合國的外交政策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美國在

聯合國內擁有絕對的優勢。 

FZHISVKHD/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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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隨著 1960年開始不結盟國家陸續加入，這些國家由於在會員國數量上

「較其他各陣營具備優勢」，而且「不一定會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結果動搖了

美國原有的優勢。 

 

往後，東西兩大陣營也「無法忽視這些不結盟國家的主張」，反映這些國家打破

了過往美國在聯合國的絕對優勢局面，成為一股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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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L1 僅能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                              [最多 5分] 

   L2 能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                                [最多 9分] 

 

資料： 

例： - 美國對其他國家擴張核武感到恐懼，轉而推動和平使用核科技。(資料

A) 

     - 冷戰使東、西歐之間互不合作。(資料 B) 

     - 不結盟國家強烈要求限制核武，有助推動合作。(資料 B) 

     - 核武國家與非核武國家之間的分歧妨礙了合作。(資料 B) 

 

個人所知： 

例： - 北韓、伊朗等國家執意發展核武，破壞了國際上的合作。 

- 冷戰的緩和局面也促成了核問題上的合作。 

     - 經濟因素(核能運用)也推動了國際上的合作。 

 

參考答案 

國與國之間的猜疑促使了合作出現。資料 A中，美國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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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加拿大、蘇聯等亦陸續研發了核武，

結果令美國對核擴張的趨勢感到恐懼，轉而推動和平使用核武，建議成立國際原

子能機構，使合作出現。 

 

東、西方陣營的惡劣關係妨礙了合作。資料 B 指「東歐陣營的主張通常不易通

過」，同時東歐陣營國家「仍貫徹反對西方的立場」，換言之，不論東歐國家還是

西歐國家的建議均難以在聯合國通過，結果令和平使用核問題的合作大受阻礙。 

 

國家間的利益考量也促成了合作。資料 B指由於非核武國家「單方面承受來自核

武國家威脅的態勢」，故此在 1970年後，非核武國家強烈要求其他國家共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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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核武，結果使和平使用核科技的議題在國際間被廣泛討論。 

 

國家間的分歧也妨礙了合作。資料 B指非核武國家對於「廢棄核武問題仍無進展

一事」感到十分不滿，以致在 1980年的會議與核武國家的對立激烈，「甚至無法

做出結論」。可見，非核武國家與核武國家就限制發展核武方面的進展意見不一，

以致會議難以達成共識，妨礙了合作。 

 

就我所知，部分國家的外交封閉，拒絕與其他國家合作，使國際合作受限。例如

北韓、伊朗就是其中的代表例子，在和平使用核科技上拒絕讓步。因此，部分國

家的不合作態度就成為聯合國促進和平使用核問題上的障礙。 

 

冷戰的緊張局面也妨礙了核問題上的合作。由於美、蘇均恐懼對方會利用核武器

來攻擊對方，結果使雙方在 1940-50年代不單未有限制核武器發展，更掀起了激

烈的核武競賽，例如蘇聯於 1949 年試爆核武後，美國接著於 1952 年研發氫氣

彈。因此，冷戰的緊張局面掀起核武競賽，妨礙了和平使用核科技的合作。 

 

同時，冷戰的緩和局面也促成了核問題上的合作。隨著 1980年代末，冷戰緩和，

美蘇雙方關係改善，兩國願意達成裁減核武備的協議，例如 1987年的《中程導

彈裁撤條約》，推動了裁減核器武上的合作。 

 

再者，國家間的利益考量也促成了和平使用核科技上的合作。於 1950年代起，

隨著英、法、中等國陸續成功研發核武，美、蘇擔心更加多的國家會擁有核武，

故推動國際社會於 1968年簽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限制其他國家擁有核武，

結果也促成了核問題上的合作。 

 

此外，經濟因素也推動了國際和平使用核科技。由於發展核武器的經費龐大，加

上核能可以用於發電用途，因此部分地區的國家會共同合作以加強對於核能的研

發，例如歐洲國家於 1957年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結果促成了在和平使用核

科技上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