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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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家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持什麼看法？試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4分) 

 

評分參考 

看法：                                                        [1分] 

例： - 北約是具侵略性的反共產主義組織 

 

解釋：                                                        [3分] 

L1 解釋含混，未能有效引用相關線索。                       [最高 1分] 

L2 解釋清晰，能有效引用相關線索。                         [最高 3分] 

 

線索： 

例： - 成員國有「卍」符號及手持槍械，而且火車頭是導彈。 

     - 冒出「反共產主義」的黑煙。 

 

參考答案 

漫畫家認為北約是一個由金錢推動、具侵略性的反共產主義組織 

 

首先，「北約」的火車頭被描繪成是軍備競賽的導彈頭，車輪是金錢符號，而且

以鈔票作為燃料，反映漫畫家認為北約是以金錢推動，而且具軍事性的組織。 

 

其次，北約的部分成員國配備槍械，其中一個成員國身上有納粹「卍」的符號，

暗示北約是具侵略性的，並不是和平及防守性的組織。 

 

最後，火車冒出的黑煙中寫著「反共產主義」的字眼，反映漫畫家認為北約是具

侵略性的反共產主義組織。 

 

(b) 參考資料 B，描述美國與西歐國家間的關係。                       (3分) 

 

評分參考 

關係：                                                        [1分] 

例： - 存有隔閡的合作關係。 

 

解釋：                                                        [2分] 

L1 解釋含混，未能有效引用相關線索。                       [最高 1分] 

L2 解釋清晰，能有效引用相關線索。                         [最高 2分] 

FZHISVKHC/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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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索： 

例： - 「美國和西歐不得不團結一致」。 

- 「許多歐洲國家不喜歡美國」。 

 

參考答案 

美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是存有隔閡的合作關係。 

 

資料指「美國和西歐不得不團結一致」，反映美國與西歐雖然團結起來對抗蘇聯，

但卻是迫不得己才合作，關係只是有限度的合作。 

 

資料也指「許多歐洲國家不喜歡美國」，指「美國人價值觀之基礎為『能賣嗎』」，

即認為美國過於商業化，只著重經濟利益，反映雙方關係存有隔閡。 

 

資料也指出美國希望在北約內「組織一支統一指揮的部隊」，但法國反對及退出，

可見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在合作上存有分歧，關係並非是緊密的合作。 

 

(c) 「1946-91年間，意識形態因素是塑造歐洲局勢的最重要因素。」你是否同意？

參考資料 A及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使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最多 2分] 

    L2 答案缺乏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           [最多 4分] 

    L3 答案有力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最多 8分] 

 

    意識形態因素： 

    例： - 反共產主義的北約導致了軍備競賽。(資料 A) 

         - 西歐國家與美國合作是為了對抗共產蘇聯的擴張。(資料 B) 

         - 共產蘇聯為了抗衡資本主義陣營而提出經濟援助予東歐國家，並成

立華沙公約。(資料 B) 

         - 為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促使了西歐國家進行

經濟合作。(就我所知) 

         - 1980年代末，意識形態鬥爭緩和，歐洲局勢漸趨和平。(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軍事因素。法國因拒絕北約成立一支統一指揮的部隊而退出。(資料

B) 

         - 經濟因素。共產主義的波蘭向資本主義的美國申請貸款。(資料 B) 

         - 民族因素。東、西德於 1990年統一。(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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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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A中，北約是「反共產主義」，而導彈形狀的火車頭更有「軍備競賽」的字

眼，部分成員國更有槍械，反映反共產主義的北約會導致與共產主義陣營的軍備

競賽及軍事對立出現，使歐洲局勢緊張。 

 

而且，資料 A中，北約是「反共產主義」的，正正基於此意識形態因素，有許多

國家均坐在同一架火車上，可見意識形態也有促使部分國家成立北約以進行合作，

令該等國家團結起來。 

 

資料 B中，儘管許多歐洲國家不喜歡美國，但由於「蘇聯持續不斷在世界各國滲

透共產主義，使得美國和西歐不得不團結一致」。可見，共產主義的擴張是促使

西歐國家與美國合作的要因，西歐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 

 

資料 B中，「蘇聯為了對付資本主義陣營的北約」而提供經濟援助予東歐共產主

義國家，並且成立了華沙公約，可見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一方面導致東、

西歐的對抗，同時也促使了東歐的合作出現。 

 

就我所知，社會方面，共產主義蘇聯為了封鎖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傳入東

歐，封鎖了東、西歐的交通、通訊等接觸，可見意識形態因素導致了東、西歐維

持了長達半世紀的分裂，形成了冷戰的對抗局面。 

 

經濟方面，惡劣經濟環境會助長共產主義擴張，故美國在 1948年提供馬歇爾計

劃以援助西歐，驅使西歐國家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以分配貸款，結果開啟了西

歐經濟合作，日後更出歐洲共同體(1967年)等組織，可見意識形態因素是促使西

歐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要因。 

 

政治方面，隨著 1980 年代末蘇聯推行「開放」的政治改革，同時放寬對東歐管

治，結果不但使歐洲整體氣氛有所改善，而且東歐國家更紛紛搖身一變成為非共

產主義，反映當民主思想進入共產蘇聯後，歐洲局勢大大得到改善及東歐走向民

主化。 

 

雖然有其他塑造歐洲局勢的因素，但較不重要。 

 

資料 B指出當美國希望「組織一支統一指揮的部隊」時，法國反對並退出北約。

可見，軍事因素也塑造了歐洲局勢，法國因抗拒在北約成立聯合軍隊而退出合作，

使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在軍事上的合作暫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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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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因素更加重要。就我所知，比較廣泛性而言，因軍事因素而拒絕

合作的僅是法國，但大部分國家基於恐懼共產蘇聯的威脅，也參與了與美國的合

作，故意識形態因素所影響的廣泛性更大。 

 

資料 B 指出共產主義陣營的波蘭在 1975 年要求「美國提供貸款購買糧食與機

械」，可見波蘭基於經濟壓力，要求美國提供援助，促使了東歐的波蘭與美國的

合作出現。 

 

然而，意識形態因素更加重要。就我所知，就局限性而言，1970年代是意識形態

鬥爭的緩和時期，當時美、蘇兩大陣營關係緩和，因此波蘭才可向美國申請貸款。

事實上，意識形態因素更能影響到歐洲局勢。 

 

就我所知，民族因素也塑造歐洲局勢。由於東、西德均為日耳曼人，是同一個民

族，兩德於 1990年合併，結束了長期的分裂的局面。 

 

然而，就因果關係而言，意識形態鬥爭才促使兩德能夠合併。東、西德原本基於

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鬥爭而分裂長達半世紀，至 1990年兩德能夠重新合併，乃

基於 1980年代末冷戰開始緩和及結束。因此，意識形態更為重要。 

 

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