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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誕生 
2016 年，首年應考 DSE 只有 16 分的麗雯於重考時才新修歷史科(首年應考未曾

讀過歷史科)，最終用了 10個時間由零開始讀，成功取得了 5**的成績，開創新

修傳奇﹗ 

 

2017年，首年應考 DSE歷史科只取得 Level 2的 Felix上演奇蹟大逆轉，於 2017

年 DSE歷史科取得 5**的成績，開創重考傳奇﹗ 

 

2016-2020年間合共打造超過110名5**學生，大幅拋離坊間其他導師﹗其中2017

年每 2.7位 DSE歷史科 5**學生當中就有 1位是 K.W.HO門生﹗ 

 

就算底子再差，能力再弱，你願意努力、願意學習、願意跟隨，我就會拼盡全力

教你。我用心，只希望你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傳奇。 

  



 

 

革命．顛覆所有 

K.W.HO的話 – 革命．顛覆所有 

 

從小開始，我就不喜歡讀書，會考時開始認真讀書只是為了追女仔，希望

能令女神刮目相看。高考後開始做補習導師也只是因為山窮水盡，連袋有

當時全副身家的銀包也遺失，迫於無奈只好「賣身」開始補習生涯。一切

都是緣份，又或者是宿命。 

 

由執教第一年就已經計劃如何結束補習生涯，但又不甘心自己的付出會隨

著自己的退潮而埋藏於世。正如我高考後開設歷史科博客，就是希望能夠

將我在高考期間歸納的應試心得及答題技巧、撰寫的數百篇範文公諸於世，

流傳開去，令我曾經的努力變成無可估量的價值，改變其他人的思維，甚

至乎是命運。 

 

由一開始執教DSE課程，我已經訂立了明確的目標——我希望用我的思維、

技巧去掀起一場學術革命，破除舊有背誦式的讀法及雜亂無章的答法，確

立思考及邏輯性主導的讀法和系統性的答法。學術革命要達致成功，首先

必須要提高接觸率及廣泛性。為此，我於 2015 年加盟大型補習社[英皇教

育]，並於隨後幾年稱霸歷史科市場，每年門生數以千計，5**學生人數亦

冠絕全港，遠超同行。 

 

今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實踐革命夢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利用我多年來嘔心瀝血製作而成的數千頁筆記去推動學術革命。讓學生免

費使用我的 Unbeatable Notes 以取代傳統非考試主導、低效用的教科書，

藉此達致全面滲透入學生層的效用。除此之外，我也要改變歷史科的市場

模式，由過往的「付費學習」變成「免費學習」，同學可以在無須付費的情

況底下獲得數千頁的補習教材，即使是窮學生也能憑藉強大的筆記以提高

自己的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為實現學術革命的目的，我歡迎任何學生或老師免費使用此 Unbeatable 

Notes 作教學，亦希望各使用者能夠將此筆記推廣出去，令學術革命能夠

開花結果。 

 



 

 

革命．顛覆所有 

神 

天 

人 

地 

庸 

蠢 

 
 
 
 
 
 
 
 
 
 
 

以 1-3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同時學習其他歷

史科導師之內容及技巧，集百家於大成且能領悟及熟讀者，是謂「神」。 

神，十萬中無一，空前絕後。分數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最強成績。 

 

以 1-2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能領悟及熟讀者，

是謂「天才」。 

天才者，萬中無一，歷年屈指可數。 

 

以 3 年時間自習 K.W.Ho 數千頁的 Unbeatable Notes，能領悟及熟讀者，

是謂「人才」。 

人才者，千中無一，每年鳳毛麟角。 

 

在 K.W.HO 課堂教導下，以 1-2 年時間領悟及熟讀 Unbeatable Notes，是

謂「地才」。 

地才者，百中有十，具備獲 5**之條件。只要腳踏實地、刻苦耐勞，人人

皆可成為地才。 

 

在 K.W.HO 課堂教導下，以 3 年時間基本能夠領悟及熟讀 Unbeatable Notes，

是謂「庸才」。 

庸才者，比比皆是，資質平庸，但已經足夠穩奪 5-5*之成績。 

 

不學無術，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天才，自以為能無師之通、領悟一切，是

謂「蠢才」。 

蠢才者，多如牛毛。對牛彈琴，朽木不可雕。 

每堂只需$75﹗ 

K.W.Ho 專業指導，教授課題之重點及答題技巧， 

助你極速掌握熟每個課題﹗事半功倍﹗ 

好過你盲鐘鐘死讀死背﹗ 

課程資訊請向 K.W.Ho/英皇教育查詢(可加購改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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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向 
 

學習綱要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定稿）（2007年 3月） 

要點 說明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人口與資源；環境保育；醫學及科技 

 主要發展 

 成就與局限 

學生須舉例說明在人口與資源﹑環境保育﹑

以及醫學及科技三方面邁向國際協作的主

要嘗試。通過分析有關嘗試的成就與局限，

學生須了解在各主要議題背後的不同意見

及利益衝突，以評價國際社會對解決一些反

復出現的全球性難題的能力。 

主要學習內容 

I. 人口與資源： 

 面對的問題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該等協作的成就 

 該等協作的局限 

 

 

II. 環境保育： 

 面對的問題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該等協作的成就 

 該等協作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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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醫學： 

 面對的問題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該等協作的成就 

 該等協作的局限 

 

 

IV. 科技： 

 提倡國際科技合作的原因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該等協作的成就 

 該等協作的局限 

 

V. 妨礙國際合作的原因： 

 意識形態差異 

 傳統的價值觀及模式 

 利益衝突 

 部分國家的政局問題 

 資金及技術問題 

 

 人口與資源方面 

 環境保育方面 

 醫學方面 

 科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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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資源 

 

1. 面對的問題 

A. 人口與資源問題的情況 

情況 解釋 

人口爆炸  人口增長速度迅速，於全球總人口量於 20世紀初才突破

10億，但至 1930年已倍增至 20億，及後到持續上升至

1974年的 40億和 1999年的 60億 

 聯合國更預計 2025年更會突破 80億，到 2045年更達到

90億 

資源分配 

不平均 

 富裕國與貧窮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大部分資源﹑

糧食均集中於富裕的發達國家當中 

 

B. 人口與資源問題的成因 

成因 解釋 

醫學的進步  醫學的進步提高了人均壽命，同時降低了死亡率(包括嬰兒

夭折﹑疾病死亡等) 

農業科技 

的提昇 

 農業科技的提昇減低了糧食對家庭帶來的壓力，容許家庭

生育更多的小孩 

第三世界國家

的家庭觀 

 缺乏生育計劃，未有使用避孕技術 

 維持大家庭模式，生育多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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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口與資源問題的影響 

影響 解釋 

資源耗竭  人口上升代表對糧食﹑土地和能源等生活必須品的需求也

隨之上升，最終對地球資源造成極大的負荷 

環境惡化  隨著人口增加，人類活動範疇不斷擴大，城市化的過程就

將原屬郊野的地區開發為市區 

 人類的經濟活動也造成污染，如汽車排出的廢氣﹑工廠排

出的污水等 

糧食不足  人口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隨之增加，雖然農業科技提昇使

農產量大增，但擁有過剩農產品的國家多為發達國家，而

第三世界國家的農產量就並未能滿足國民需求，以致仍然

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出現飢荒或人民營養不良等問題出

現 

降低生活素質  人口上升會造成擁擠的問題，而且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尋找

工作，也會造成更大的競爭，導致失業率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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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A. 聯合國 

年份 聯合國的相關機構 針對範疇 工作範疇 

1945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農業  提供技術及資金援助，協助發展中國

家提高農產量 

194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經濟  以貸款形式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經濟 

1946 世界銀行集團 經濟  以貸款形式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經濟 

1946 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委員會 人口  向發展中國家推廣節育計劃 

1946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人口  為貧窮兒童提供教育﹑醫療等服務 

1948 世界衛生組織 醫療及 

衛生 

 促進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 

 改進公共衛生﹑疾病醫療 

1964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經濟  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發展機會 

1969 聯合國人口基金 人口  協助發展中國家收集人口數據以推行

恰當的人口政策 

1979 聯合國人口資訊網絡 人口  收集和出版有關人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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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際會議及協議 

年份 相關會議及協議 針對範疇 國家 工作範疇 

1974 第一屆聯合國國際人口

與發展會議 

人口 135  承認人口爆炸的問題 

 鼓勵各國推行生育政策 

1974 聯合國世界糧食會議 糧食 133  已發展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

的援助予發展中國家，以改

善農產量 

 建立糧食儲備系統，必要時

以合理價錢售予糧食不足的

國家 

1984 第二屆聯合國國際人口

與發展會議 

人口 148  重申人口問題的迫切性 

1994 第三屆聯合國國際人口

與發展會議 

人口 183  同意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

希望藉此減低生育率 

 聯合國運用 175億美元以推

行有關計劃生育的宣傳 

1996 世界糧食高峰會 糧食 186  目標在 2015年時將全球營養

不良的人口減半 

 

C. 其他相關組織 

年份 其他相關組織 針對範疇 工作範疇 

1942 樂施會 扶貧  為貧困人口爭取基本權利，及消除不公

平的政策和制度 

1950 世界宣明會 扶貧  為貧困及受災害地區提供緊急救援，鼓

勵人民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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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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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等協作的成就 

A. 喚起國際社會對問題的關注 

 如 1974年第一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中，各國承認人口爆炸的問題 

 已發展國家於 1970年代帶起人口爆炸的議題，到 1980年代時發展中國家陸

續加入討論及制定解決方法應對 

 

B. 建立規模化的國際合作 

 自 1974年的第一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及聯合國世界糧食會議後，

國際間開始建立了定期的會議以解決人口及糧食問題 

 如 1984年及 1994年的第二屆及第三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 

 

C. 緩和問題 

 國際間的嘗試緩和了人口爆炸和糧食不足的問題 

 如人口方面，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於 1996年下降至約 1%，估計在 30年

時間內減少生育了約 3億人 

 

4. 該等協作的局限 

A. 未能完全根治問題 

 問題並未能完全被根治 

 如人口方面，聯合國預計 2025年更會突破 80億，到 2045年更達到 90億 

 

B. 分歧仍然存在 

 國際間因分歧而未能達成充分合作以解決問題 

 如在反對強制節育的伊斯蘭世界的生育率就一直高居不下，1990 年的伊朗

生育率高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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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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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930年  世界總人口量增至 20億 

1942年 樂施會成立 

1945年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 

1946年 

 
 

 世界銀行集團成立 

 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委員會成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成立 

1948年  世界衛生組織成立 

1950年 世界宣明會成立 

1964年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召開 

1969年 聯合國人口基金成立 

1974年 

 
 

第一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召開 

聯合國世界糧食會議召開 

世界總人口量增至 40億 

1979年 聯合國人口資訊網絡成立 

1984年 第二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召開 

1990年 伊朗生育率仍然高達 5.3 

1994年 第三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召開 

1996年 

 

世界糧食高峰會召開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至約 1% 

1999年 世界總人口量增至 60億 

2025年 預計世界總人口量突破 80億 

2045年 預計世界總人口量達到 9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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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 

 

1. 面對的問題 

A. 環境問題的情況及影響 

情況 解釋 

環境污染  工業設施產生大量工業廢料﹑污水及廢氣 

 商業及城市化的發展也增加了對環境的污染，如家居污水及固

體垃圾 

資源耗損  經濟發展消耗大量的資源 

 如砍伐林木以作為傢俱﹑開發油田以供發電等 

生態破壞  人類開發自然環境的過程中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 

 如受著巴西大躍進計劃的影響，亞馬遜森林估計到了 2020年只

剩下 5%的地區能保持原始狀態 

 如烏克蘭的核電廠於 1986年發生核事故，釀成「切爾諾貝爾核

災」 

氣候問題  工業急速發展的同時釋出大量溫室氣體 

 如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 

 造成溫室效應，加劇全球暖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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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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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問題的成因 

成因 解釋 

工商業的發展  工﹑商業的發展是造成環境問題的主要起因 

 如建造道路以加快對郊區的開發 

 工業生產過程中釋出大量工業廢料和污染物 

 酸雨﹑全球暖化便是工業化的產物 

科技的發展  科技發展大大加速了對資源的開發 

 如大型伐木機器的出現改變了過往以人手伐林 

 如鑽探工具的出現使人類可發掘更深的油田 

人口爆炸  人口爆炸對資源的需求也隨之增加 

 加速了資源的耗損和對生態的破壞 

人為意外  人為意外導致大量污染物流入自然環境 

 如 1986年切爾諾貝爾的核災便是人為意外的代表例子 

 如船隻沉沒也會泄漏大量石油到海面，造成生態災難 

戰爭  20世紀期間的兩次世界大戰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如 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導致廣島和長崎變成廢

虛 

 如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在 1991年撤離科威特時點燃起科威

特境內所有 730口油田，並將石油引流到波斯灣，造成嚴重的

空氣和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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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A. 聯合國 

年份 聯合國的相關機構 針對範疇 工作範疇 

1972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環境  統籌聯合國的環境保護工作 

 促進國際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合

作 

1973 聯合國蘇丹－薩赫勒 

辦事處 

環境  致力遏止西非的沙漠化 

1983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環境 

經濟 

 制訂對於環境問題的長遠應對

方案 

 研究如何在依賴環境資源的同

時，確保不影響後代的經濟利益 

 於 1987年提交聯合國的《布倫

德蘭報告》中提出了「可持續發

展」的概念 

1988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 

氣候  探討氣候變化對社會及經濟的

影響 

 研究應對氣候問題的對策 

1992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環境 

經濟 

社會 

 確保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的

決議得到有效落實 

 定期舉行會議，監察各國對決議

的實施情況並予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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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B. 國際會議及協議 

年份 相關會議及協議 針對範疇 國家 工作範疇 

1971 《拉姆薩爾保護濕地公約》 濕地 18  透過國家行動和國際合作

以保護濕地 

1972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斯德哥爾摩會議) 

環境 113  發表《人類環境宣言》，提

出平衡經濟與環境之間的

衝突 

 制訂「行動計劃」，提出 109

項計劃以保護環境 

 成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將 6月 5日定為「世界環境

日」 

1985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臭氧層 21  限制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

學物品(氟里昂) 

1987 《蒙特利爾議定書》 臭氧層 26  進一步限制氟里昂的使用 

1992 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 

(里約地球高峰會) 

環境 172  發表《里約宣言》，提出 27

條原則以指導可持續發展 

 簽訂《二十一世界議程》，

制訂多項可持續發展的計

劃藍本 

 簽訂《生物多樣性公約》以

保護生物多樣性 

 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以自願方式希望各國減少

溫室氣體的排放 

 提出「森林原則」以保育和

可持續開發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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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1994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海洋 60  海洋領土主權問題﹑海洋資

源管理﹑海洋污染處理等 

1997 《京都議定書》 全球 

暖化 

84 

(至

1999年

3月) 

 訂下目標，發達國家到 2010 

年，二氧化碳等 6 種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要比 1990年

減少 5.2% 

 發展中國家在首階段不需

承擔具體減排的義務 

 

C. 其他組織 

年份 其他相關組織 工作範疇 

1948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確保和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尋求應對環境問題和經濟發展的解決方法 

1961 世界自然基金會  發起國際環保運動，推動各國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範疇廣泛，由保護野生生物到推廣環保教育，以

至環保能源的項目也有 

1971 綠色和平  拒絕任何政府﹑機構的捐款以保持機構的自主性 

 範疇廣泛，包括反對捕鯨運動﹑保護熱帶雨林﹑

應對氣候變化等 

1971 國際地球之友  各國環保組織組成的網絡 

 範疇廣泛，包括反對捕鯨運動﹑保護熱帶雨林﹑

應對氣候變化等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筆記設有 tricky位/錯誤示範，無上課者請自行留意﹗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2020-21Version-C)                                  17  

革命．顛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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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等協作的成就 

A. 喚起國際社會對問題的關注 

 1972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承認環境為一嚴重的問題，並將每年 6 月 5 日定

為「世界環境日」，並於每年建立不同的主題，例如是水資源、沙漠化，讓

各國政府因應每年的主題而展開宣傳 

 1987 年的《布倫德蘭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平衡社會﹑環

境和經濟三方面的發展，成為各國制訂政策的重要方向 

 

B. 建立規模化的國際合作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1972年)未成立前，國際間對於解決環境問題所成立的條

約及組織規模較小，作用也相對較小 

 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自 1972年成立後，開始統籌環保工作，有系統地召開

會議及簽訂條約以解決環境問題 

 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992年)，要求各國自行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到《京

都議定書》(1997年)規定已發展國家進行減排 

 

C. 緩和部分環境問題 

 部分環境問題於得到國際關注後所有緩和 

 於承認臭氧層被破壞的問題後，國際間隨即制訂解決方案 

 如《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1985 年)限制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品(氟

里昂) 

 及後，又於 1987年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中進一步限制使用氟里昂 

 最終，使臭氧層問題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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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等協作的局限 

A. 未能完全根治問題 

 許多環境問題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如全球暖化﹑酸雨﹑瀕臨絕種物種等等 

 

B. 分歧仍然存在 

 國際對於保護環境與經濟利益之間存有極大的矛盾 

 如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願犧牲經濟利益而保護環境 

 少許已發展中國家也不願放慢經濟發展的步伐，如美國﹑澳洲等國家就於《京

都議定書》推出時拒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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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945年  美國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 

1948年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成立 

1961年  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立 

1971年 

 
 

 《拉姆薩爾保護濕地公約》簽訂 

 綠色和平成立 

 國際地球之友成立 

1972年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斯德哥爾摩會議) 

 發表《人類環境宣言》 

 制訂「行動計劃」 

 將 6月 5日訂為「世界環境日」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 

1973年  聯合國蘇丹－薩赫勒辦事處成立 

1983年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成立 

1985年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簽訂 

1986年  切爾諾貝爾核災發生 

1987年  發表《布倫德蘭報告》 

《蒙特利爾議定書》簽訂 

1988年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成立 

1991年  伊拉克在撤離科威特時點燃起科威特境內所有 730口油田 

1992年  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召開(里約地球高峰會) 

 發表《里約宣言》 

 簽訂《二十一世界議程》 

 簽訂《生物多樣性公約》 

 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提出「森林原則」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立 

1994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訂 

1997年  《京都議定書》簽訂 

2010年 

 

 根據《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到 2010 年，二氧化碳等 6 種溫 
 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 1990年減少 5.2% 

2020年  估計亞馬遜森林只剩下 5%的地區能保持原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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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 

 

1. 面對的問題 

A. 醫療及衛生問題的成因 

成因 解釋 

人類接觸增加  於 20世紀，人口急速上升和交通發展一日千里 

 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接觸增加 

 同時也促使傳染病迅速傳播，如流行性感冒﹑結核病等 

環境污染  工﹑商業活動對環境造成大量的污染 

 如工廠排出工業廢料及污水﹑汽車釋出的廢氣 

 因此產生出衛生問題，如食水安全﹑呼吸道疾病等 

人為及自然災害  人為災害，如戰爭﹑核事故等 

 自然災害，如風暴﹑海嘯等 

 造成惡劣的生活環境，加速疾病的傳播，瘧疾便是災區中常見的

傳染病 

 

2.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A. 聯合國 

年份 聯合國的相關機構 工作範疇 

1948 世界衛生組織  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狀況達到理想的水平 

 促進傳染病和地區性疾病的根治 

 改善公共衛生 

 制訂有關醫療方面的國際標準 

 收集國際衛生情報，並作出報警以阻止傳染病傳

播 

 協調及指導國際衛生工作 

1996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預防愛滋病傳播 

 加強對愛滋病病人的照顧 

 減低病毒對社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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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組織 

年份 其他相關組織 工作範疇 

1863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為受災人口提供人道救援 

1971 無國界醫生  為受戰火及自然災害蹂躪的災民提供醫療援助 

1982 奧比斯  為眼疾者提供治療，尤以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士 

 

3. 該等協作的成就 

A. 喚起國際社會對問題的關注 

 儘管醫療及衛生問題一直受到各國社會的關注 

 但國際組織的成立有助將問題帶到國際層面處理 

 如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的成立有助喚起全球對醫療及健康問題的關注和合

作 

 

B. 建立規模化的國際合作 

 世界衛生組織於建立規模化的國際合作一事上功不可沒 

 建立良好的通報系統，當一發現病毒時迅速通告其他國家 

 如 1997年香港出現禽流感時向其他國家發出警報 

 

C. 緩和問題 

 國際合作對解決醫療及衛生問題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如於天花問題上，世界衛生組織於 1967年開展全球疫苗接種計劃，並設立

監察系統監察天花的病例及情況 

 最終，世界衛生組織於 1980年宣布天花在全球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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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等協作的局限 

A. 未能完全根治問題 

 儘管國際間歇力嘗試解決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 

 但部分病毒尚未能獲得根治，如愛滋病仍然未能完全根除 

 

B. 分歧仍然存在 

 各國為了自身安全及利益，僅作出有限的合作 

 如於天花病毒問題上，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根除了民間的天花病毒 

 但美國﹑蘇聯就保留該病毒，以防止敵國以病毒作為武器時，用於自衛用途 

 因此，各國的分歧導致國際合作上出現局限 

 

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863年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1948年 世界衛生組織成立 

1967年 世界衛生組織開展全球疫苗接種計劃 

1971年 無國界醫生成立 

1980年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在全球絕跡 

1982年 奧比斯成立 

1996年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1997年 香港出現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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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1. 提倡國際科技合作的原因 

原因 解釋 

解決資源不足的

問題 

 人口爆炸造成資源消耗速度加劇 

 如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國際合作有助開發新能源 

 如核能﹑太陽能等 

促進科技發展  國際間的科技合作能有效促進科技的發展 

 如交流資訊及研究結果等 

提倡和平使用 

科技 

 科技於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可以導致毀滅性的破壞 

 兩次世界大戰的大型科技武器投入便是代表例子 

 加上二次大戰後，核武備的發展威脅著各國的安全 

 因此，提倡和平使用科技是捍衛人類安全的嘗試 

 

2. 國際協作的主要嘗試 

A. 聯合國 

年份 聯合國的相關機構 工作範疇 

1865 國際電信聯盟 

(1947年成為聯合國 

專門機構) 

 劃分全球無線電頻率和衛星軌道 

 制訂國際通訊標準以確保網絡素質 

1957 國際原子能機構  提倡和平使用核能，確保不用於軍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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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源合作計劃或相關組織 

年份 太空合作計劃或相關組織 工作範疇 

1974 國際能源機構  推動可替代能源的研發及應用 

 提倡各國政府的理性能源政策 

 推動國際能源技術合作 

 

C. 太空合作計劃或相關組織 

年份 太空合作計劃或 

相關組織 

工作範疇 

1975 美蘇聯合太空任務  美﹑蘇太空船對接並進行太空科學實驗 

1998 國際太空站  最大規模和最複雜的國際太空合作計劃 

 共有 16個國家參加 

 

3. 該等協作的成就 

A. 喚起國際社會對和平應用科技的關注 

 自國際科技合作組織出現後，國際社會對於和平應用科技的關注逐步提昇 

 如 1957年成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喚起國際社會對和平使用核能的關注 

 

B. 建立規模化的國際合作 

 各國的合作成功建立起國際合作體系 

 如 16 個國家參與國際太空站的建立，使之成為全球首個大規模的太空合作

計劃 

 

C. 促進科技發展 

 國際間的合作有助促進科技的發展 

 如 1998年國際太空站的成立大大推動了國際對太空的探索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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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等協作的局限 

A. 未能完全根治問題 

 國際間並未成功解決和平使用科技的問題 

 部分國家仍然繼續研發核武器，如北韓 

 

B. 分歧仍然存在 

 發達國家擁有較良好的經濟條件，在科技研究方面抱有優勢，故科技合作通

常都只出現於發達國家 

 另外，部分發達國家不願轉讓技術予發展中國家，以保障其自身利益 

 
 

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865年 國際電信聯盟成立 

1947年 國際電信聯盟成為國聯的專門機構 

1957年 國際原子能組織成立 

1974年 國際能源機構成立 

1975年 美蘇聯合太空任務 

1998年 國際太空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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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國際合作的原因 

 
A. 意識形態差異 

人口與資源  冷戰期間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阻礙了國際社

會在解決人口與資源方面的合作，例如蘇聯因猜忌美國的

馬歇爾計劃而禁止東歐國家加入，結果使東歐在復甦經濟

及解決糧食問題上進度緩慢。 

 冷戰期間，美國為拖垮蘇聯經濟，在 1980年代蘇聯糧食

歉收，需要在國際糧食市場大量採購的情況底下，通過法

令使國內小麥耕種面積減少達 1/3，令國際糧食價格暴

漲，同時大量發展中國家也受到諸連。 

環境保育 冷戰時期，聯合國成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場所，如美

國及蘇聯就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管的繼任人問題出現分

歧，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亦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教科文

組織，結果妨礙了國際社會的合作。 

醫學 冷戰時期，由於資本主義的美國陣營和共產主義的蘇聯陣均猜

忌對方會利用生化武器來攻擊自己，因此不願意完全銷毀國家

存庫內的病毒，例如天花病毒，令到感染天花的個案雖然已經

於全球絕跡，但天花病毒卻仍未有完全被銷毀。 

科技 意識形態的差異使惡性軍備競賽出現，妨礙了國際社會在推動

和平使用核科技的努力，如北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猜忌及恐

懼，使之不願放棄發展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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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傳統的價值觀及模式 

人口與資源 部分發展中國家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如伊朗、尼日爾等國家

的人民反對節育，認為生育愈多孩子是愈好，因此令該等國家

的生育率一直高居不下，其中 1990年的伊朗婦女就平均生 5.3

個小孩。 

環境保育 雖然聯合國不斷作出努力，呼籲各國進行合作以保護森林資

源，但印尼、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仍然沿用傳統的火耕方

式開闢耕地，使各國合作的意義大減。 

醫學 發展中國家有欠衛生的傳統生活模式大大有助傳染病的傳

播，例如如廁後不洗手就有助病菌的傳播。 

 

C. 利益衝突 

人口與資源 在糧食議題上，部分發達國家或企業為了賺取經濟利益，不願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農作物及技術上的轉讓，甚至利用專利權榨

取經濟利益，因此限制了國際社會在解決資源問題上的成效。 

環境保育 在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因利益衝突

而難以達到有效的合作，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因不願拖慢

己國的經濟發展而拒絕強制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美國等發

達國家也為維持經濟發展而不願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年)。 

醫學 在藥物專利的問題上，由於售賣藥物的獲利豐厚，許多藥廠均

不願放棄其專利權，令二十世紀末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未能獲得所需要的藥物。 

科技 由於己發展國家希望保持自身的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及所帶

來的收益，因此不願開放有關技術，甚至乎利用專利權阻礙發

展中國家企業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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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國家的政局問題 

人口與資源 部分國家經常爆發戰爭或長期處於內戰，例如以色列及阿拉伯

國家就經常發生戰爭，阻礙了國際社會提供糧食援助予受戰禍

所影響的阿拉伯人。 

環境保育 部分國家的主權問題的影響了合作的進行，如台灣因為不被承

認主權獨立而未能加入聯合國，因此也未有簽署《京都議定

書》，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暖化的問題。 

醫學 部分國家經常爆發戰爭或長期處於內戰，例如 1990年代的剛

果內戰等，阻礙了國際社會提供醫療援助予受疾病困擾的貧困

人口。 

科技 部分國家的外交封閉，拒絕與其他國家合作，如北韓就是其中

的代表例子，更加在和平使用核科技上拒絕讓步，因此北韓的

不合作態度就成為聯合國促進協作的困難。 

 

E. 資金及技術問題 

人口與資源  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以解決糧食問題，尤以第三世界國家

的貧窮人口缺乏金錢以購買糧食，以致每日均受著飢餓的

煎熬。 

 資金的貧乏使第三世界國家的教育十分落後，人民對於節

育及避孕的觀念嚴重不足，令生育率持續高企。 

環境保育 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及技術解決污染問題，如欠缺資金及技術

安裝排污設施，結果使污水及溫室氣體直接排放到大自然中，

嚴重損害自然環境。 

醫學 資金的不足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不能承擔昂貴的藥物費用

及醫療開支，使這些國家在面對一般疾病及傳染病時，只有較

低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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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趨勢 

 

 資料題 論述題 

SP \ Q6. 聯合國在解決 20 世紀下半葉的環境問

題一事上取得了多大成效？ 

PP \ \ 

12 \ \ 

13 \ Q5. 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上，聯合國取得

了多大的成效？ 

14 第 4題：社會協作(教科文組織) 

【一果多因題】意識形態是否影響國

際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 

15 \ \ 

16 \ \ 

17 \ Q.6 試就解決國際衝突和促進國際間文化

及社會合作兩個範疇，評論聯合國在

1945-2000 年間是否是一個理想的國際

合作平台。 

18 第 4題：社會協作(聯合國) 

【兩極化題】國際利益是否是一直以

來妨礙國際合作的原因？ 

\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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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千頁 Unbeatable Notes， 

點解仲需要補習？  
 

1. 時間較金錢重要 

每人的溫習時間均十分有限，但 KW Unbeatable Notes 多達數千頁，假

設熟讀及領悟一頁的平均時間為 1 小時，要完整讀畢 KW Unbeatable 

Notes 就需要數千小時。在缺乏 KW 的課堂指導下，除非你本身已經是

「人才」，甚至乎是「天才」的級別，否則要在投入少於一千小時的情

況底下掌握 KW Unbeatable Notes 是過於天真的想法。 

 

只需「小課」(每堂$75 的超平價錢)，就可以為你節省大量溫習時間，

教你每個課題的重點及如何應考歷史科。經濟條件較差的同學亦可以選

擇「無課爆肝」，以肝代課，投入更多時間、心機去研習 KW Unbeatable 

Notes。 

 

2. 水漲船高的原理 

我希望利用我的思維去提升大部分學生的能力，但我無意也不可能提高

大部分學生的成績。因為考試制度是汰弱留強，等級是採取拉 curve 形

式而得出，而非固定分數就獲得固定等級。換言之，每個等級的人數比

例是可預期的，不同年份間的比例不會因學生能力變化而一下子出現懸

殊的差距，例如歷史科每年 Level 5+的比例是約 15%，一般不會有個別

年份的 Level 5+比例跳升至 30%或縮減至 5%。 

 

在 KW Unbeatable Notes 大規模流傳的情況底下，最先被淘汰的就是

使用傳統非考試主導的教科書之學生，接著就是使用 KW Unbeatable 

Notes 的學生的競賽。因此，競爭一直都存在，想要突圍而出，就需要

更加深入理解筆記內容及技巧，故補習的需求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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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避免走錯路 

KW Unbeatable Notes 是 KW 補習課程的筆記，筆記設計是讓學生上堂

的時候使用，因此有部分內容是預設為錯誤處或 tricky 位，在課堂上

更正及教授。因此，若同學單單溫習筆記而缺乏課堂指導，中伏者自行

負責。 

 

4. 針對每年考試再作更新 

免費的 Unbeatable Notes 是不同課題的課文筆記及包含大量範文，此

部分每年變化均不大，由 KW 在 2015 年加盟英皇教育後，課題筆記的主

體部分均沒有太大改變。但是，如果再想進一步針對最新年度的考試，

可以考慮報讀 Super Advanced Course，會有每年的專題更新課程及奪

星課程，令同學能夠掌握最新考試資訊。 

 

 

K.W 的忠告： 
用 KW Unbeatable Notes 就不要補其他歷史科補習導師，補其他導師就不

必使用 KW Unbeatable Notes。 

單單是 KW Unbeatable Notes 就已經多達數千頁，完完全全足夠應考 DSE

歷史科，甚至成為 5**中的最強存在。KW Unbeatable Notes 的內容及用

法是完全配合 KW 的答題思維及技巧，獨樹一幟，與其他補習導師有著許多

的差異，甚至乎是矛盾。除非願意以 3年時間只讀一科，並且自身有著極

高的理解及領悟能力，目標是成為「神」的存在。否則要在 1-2 年內熟讀

及領悟 KW Unbeatable Notes，並且揉合、平衡其他導師的思維與技巧的

差異，是不切實際、不必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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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合作 

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資料摘錄自一本有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書籍。 

對於許多科學家而言，國際合作在戰後代表著一種手段，不僅是繼承了其反法

西斯主義的承諾，同時也能夠防止科學用於破壞的用途。 

 

在 1948年春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尋求新的自然科學主管一事上出現了困

難。美國否決了由原來主管所提出的候選人，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也拒絕了美國

建議的候選人。雖然美國對教科文組織高昂的研究項目表示抗拒，但教科文組

織仍然偏向支持西方。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獲接納成為會員國，該組織也表示支

持美國介入朝鮮事務。東西知識分子之間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未能批准舉行。 

 

隨著冷戰的來臨，強國紛紛投入大量資源用於研究和由國家組織的發展項目。

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項目卻未能在國際間交流。冷戰不可避免地使科學家與政

府之間的關係複雜化，並削弱了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角色。 

 

教科文組織大會的第八屆會議標誌著該組織的鞏固階段的開始，以及冷戰的敵

對行動逐漸降溫。最能夠反映變化的是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日內瓦會議(1955

年)。1954年，蘇聯終於成為會員國；1959年，一名俄羅斯人被任命為自然科

學部主管。此時還出現了和平競賽的氣氛，例如南北極探索之行和第一屆國際

地球物理年(1957-58年)。 

 
 
 
 
 
 
 
 

DB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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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顯示了聯合國的五名常任理事國在 1946-2000年間使用否決權的次數。括號
內顯示了這些常任理事國的意識形態種類。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1年取締了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
表。蘇聯於 1991年瓦解後，俄羅斯也繼承了蘇聯於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 

 

(a) 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出現的兩項轉變。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4分) 

 

(b) 1946-2000年間的國際關係是否平穩地發展？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3分) 

 

(c) 「意識形態是影響 1946-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主要因素。」你是否同意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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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 
俄羅斯 

(共產主義) 

美國 
(資本主義) 

英國 
(資本主義) 

法國 
(資本主義) 

中華民國 
(資本主義)/ 
中華人民 
共和國 

(共產主義) 

五名常任

理事國的

合共使用

次數 

1946-1950 51 0 0 2 0 53 

1951-1960 44 0 2 2 1 49 

1961-1970 13 1 3 0 0 17 

1971-1980 9 21 12 7 2 51 

1981-1990 2 47 15 7 0 71 

1991-2000 2 3 0 0 2 7 

總次數 121 72 32 18 5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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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 

 

(a) 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出現的兩項轉變。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4分) 

 

評分參考 

   L1 僅能指出一項轉變，或者能指出兩項轉變但未能恰當地運用資料。    

[最多 2分] 

   L2 指出兩項轉變，並能恰當地運用資料。                    [最多 4分] 

   例：  - 共產主義國家獲准加入成為會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8年時

不獲加入，但蘇聯於 1954年能夠加入) 

         - 東西方的合作計劃得以進行。(1948年東西方的重要會議不獲舉行，

但 1950年代末出現了許多合作項目) 

 

參考答案 

轉變一是共產主義國家能夠加入成為會員國。1948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獲

接納成為會員國」，可見共產主義國家不能加入教科文組織。然而，在 1954年，

「蘇聯終於成為會員國」，反映了共產主義國家由過往的不獲接納成為會員國轉

變為能夠加入成為會員國。 

 

轉變二是東西方的國家能夠進行合作。1948年時，「東西知識分子之間的一次重

要會議也未能批准舉行」，可見東西方國家難以進行合作。然而，在 1955年後，

不但舉行了「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日內瓦會議」，而且還有「南北極探索之行和第

一屆國際地球物理年」，反映東西國家由原本難以合作轉變為能夠進行合作，甚

至乎是敏感的原子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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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6-2000年間的國際關係是否平穩地發展？參考資料 B中的否決權使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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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不是平穩地發展                                               

 

    L1 能引用相關線索，但沒有恰當的解釋。                   [最多 1分] 

    L2 能引用相關線索，並作恰當的解釋。                     [最多 3分] 

    例：  - 五名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的次數在不同年代均不同，反映國際關

係時好時壞。 

          - 蘇聯於 1946-70年間頻頻使用否決權，至 1980年代起蘇聯減少使

用否決權時，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則明顯增加使用。 

 

參考答案 

不是平穩地發展。 

 

資料 B顯示蘇聯於 1946-60年間頻頻使用否決權，例如在 1946-50年間已使用多

達 51次，及後又於 1951-60年間使用 44次，合共多達 95次。可見，蘇聯在聯

合國事務上有許多抗議，多次阻攔議案通過，關係並不是平穩地發展。 

 

儘管 1961-70 年間使用否決權的次數有所下降，但 1971 年起，美、英、法等資

本主義國家卻又頻頻使用否決權，例如 1971-80年間三國已合共使用多達 40次，

至 1981-90 年間進一步增加至 69 次。可見，資本主義國家在 1971-90 年間有著

很多的不滿，多次使用否決權，國際關係並不平穩發展。 

 

宏觀而言，5 名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的次數由 1946-50 年間的 53 次下降至

1961-70年間的 17次，但及後又上升至 1981-90年的 71次，最後回落至 1991-2000

年間的 7次。從否決權的頻率可見，國際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固，時好時壞，動盪

不穩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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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意識形態是影響 1946-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主要因素。」你是否同意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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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L1 論點含混，未能有效論及資料及相關史實，及/或對影響 1946-2000 年間

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討論不足。                           [最多 2分] 

   L2 討論片面，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及/或片面討論影響 1946-2000

年間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                               [最多 4分] 

   L3 討論有力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及能合理均衡地討論影響

1946-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                      [最多 8分] 

 

   意識形態： 

   例： - 科學家拒絕與法西斯合作。(資料 A) 

        - 冷戰的到來使東西方難以進行合作，同時各國也拒絕將研究項目放在

國際間交流。(資料 A) 

        - 冷戰的緩和使東西方的合作增加。(資料 A) 

        - 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會利用否決權以阻撓合作。(資料 B) 

        -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西方國家開啟了經濟及軍事合作。(就我所知) 

        - 冷戰結束後，前共產主義國家陸續加強與西歐的合作關係。(就我所

知) 

 

   其他因素： 

   例： - 實務主義。蘇聯於 1954年獲得加入及 1959年一名俄羅斯成為自然科

學部的主管有其實際需要。(資料 A) 

        - 國家利益。美國及澳洲等國家擔心《京都議定書》會妨礙國家經濟增

長而拒絕簽訂。(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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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意識形態的確是影響 1945-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資料 A指教科文組織「偏袒西方」，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獲接納為成員

國」及「一個供東西方知識分子交流的會議亦不獲准舉行」，反映基於教科文組

織基於由大多資本主義國家把持，結果妨礙了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合作。 

 

此外，資料 A指冷戰的出現令「強國都將大量資源投放於研究以及由國家統籌的

發展項目」，避免將技術外涉予敵對意識形態陣營的國家，結果減少將研究項目

帶到國際社會中開發，大大妨礙了國際合作。 

 

再者，資料 A指「冷戰衝突逐漸緩和」後，國際協作能夠成功進行，更出現了和

平競賽的氛圍，包括進行「南北極探索之行」及舉行「第一屆國際地球物理年」，

可見冷戰的緩和有助國際合作的出現。 

 

而且，資料 A指很多科學家視國際合作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志業」的一種手段，

顯示很多科學家有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思想，拒絕與法西斯團體合作，使國

際合作受到限制。 

 

資料 B也指出 1946-90年間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國家和資本主國家頻頻使用否決

權，此時期否決權使用次數多達 241次，但至 1991年冷戰結束後，否決權次數

在 1991-2000年間即下降至只有 7次。可見，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立時，聯

合國的合作隨即受阻，但意識形態對立緩和，合作則更容易進行，對國際合作的

影響力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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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意識形態的差異使惡性軍備競賽出現，妨礙了國際社會在推動和平使

用核科技的努力，如北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猜忌及恐懼，使之不願放棄發展核

武。 

 

而且，意識形態也影響著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由於美國恐怕共產主義會在戰後

惡劣的經濟環境下迅速發展，因此推行「馬歇爾計劃」援助西歐，導致西歐國家

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以分配馬歇爾計劃的貸款，成為西歐經濟統合的開端。 

 

另一方面，蘇聯也因恐懼東歐國家被馬歇爾計劃所吸引，因此開展了「莫洛托夫

計劃」，並且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建立與東歐的經濟合作關係，可見意識形

態塑造了歐洲經濟協作的發展。 

 

再者，冷戰時期，由於資本主義的美國陣營和共產主義的蘇聯陣均猜忌對方會利

用生化武器來攻擊自己，因此不願意完全銷毀國家存庫內的病毒，令天花病毒卻

仍未有完全被銷毀，結果妨礙了國際社會在消滅天花病毒的合作。 

 

至後期，意識形態的鬥爭隨著冷戰結束後減少，前共產主義各國更成功加入了北

約，如捷克、波蘭於 1999年加入，這間接反映出在冷戰結束前，意識形態是國

際合作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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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其他影響 1945-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因素，但重要性不及意識形態。 

 

實務主義也影響著國際合作。資料指出儘管在冷戰時期，蘇聯仍能於 1954年加

入由西方國家把持的教科文組織，並且「1959年一名俄羅斯人被任命為自然科

學部主管」，這反映了國際間會因為實際需求或能力而進行合作。 

 

然而，意識形態較為重要，因意識形態會影響國際社會對實務主義的採取，如蘇

聯於1954-60年間能夠積極參與教科文組織的運作是基於當時冷戰進入緩和時期，

才使蘇聯的參與有所提昇。 

 

就我所知，國家利益的考慮也影響著國際合作，例如在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上，

美國等發達國家也為維持經濟發展而不願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反映國家

利益的考慮阻礙了國際協作的進行。 

 

然而，大多國家重視意識形態的考慮多於國家利益，例如儘管美國的馬歇爾計劃

有助振興受助國的經濟發展，但蘇聯也因意識形態的顧慮而禁止東歐國家參與，

可見意識形態的考量最為重要。 

 

因此，意識形態是最重要的因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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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 

 

資料 A 

以下資料是關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歷史。 

1945年 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糧農組織大會第一屆會議，確定糧農組織為

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 

1960年 發起免於飢餓運動來動員非政府部門的支持。 

1974年 在羅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糧食大會建議通過《世界糧食安全國際

公約》。 

1978年 在印尼雅加達召開以「森林造福於人民」為主題的第八屆世界林

業大會，對林業發展和糧農組織在這一部門的工作產生深遠影

響。 

1986年 作為世界最為全面的農業資訊和統計資料來源，農業統計資料庫

開始運轉。 

1996年 糧農組織於 11 月主辦有 186 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其他高級

官員出席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討論世界饑餓及與之作鬥爭問

題。 

1997年 糧農組織發起戰勝饑餓的運動「電視糧食集資 97」，全球觀眾達

到 5億人。 

1998年 一項由糧農組織推動並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管理農藥貿易和其他

危險化學品貿易的公約在鹿特丹獲得通過。 

 

(a) 從資料 A中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個目標。                     (3分) 

 

(b) 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於解決糧食議題上所作出的努力的兩種形式。就每一形

式，從資料 A引用一項線索作為例證。                         (2+2分) 

 

(c) 20世紀下半葉，哪些因素令聯合國糧農組織於解決糧食議題上的努力難以成

功？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DB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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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從資料 A中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個目標。                     (3分) 

 

評分參考 

 目標：                                                       [1分] 

    - 提高食品安全/提高糧食產量 

    

 線索：                                                       [2分] 

- 制定糧食安全相關的國際公約 

- 進行解決飢荒問題相關的活動 

 

參考答案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目標是提高食品安全。 

 

資料指聯合國糧農組織於 1974年促成《世界糧食安全國際公約》，此乃提高糧食

安全的協定，故目標是提高食品安全。 

 

資料亦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於 1998年推動了「管理農藥貿易和其他危險化學品

貿易的公約」，可見同樣是確保食品安全，避免誤用農藥或危險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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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於解決糧食議題上所作出的努力的兩種形式。就每一形
式，從資料 A引用一項線索作為例證。                         (2+2分) 

 
評分參考 
   L1 能引用相關線索但未能歸納出合理的形式。                [最多 2分] 
   L2 能引用相關線索並能歸納出合理的形式。                  [最多 4分] 

 形式： 線索： 

例： - 推動國際間簽訂
相關條約 

- 《世界糧食安全國際公約》(1974年)、管
理農藥貿易和其他危險化學品貿易的公

約(1998年) 

- 舉行會議 - 聯合國世界糧食大會(1974年)、第八屆世
界林業大會(1978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
(1996年) 

- 成立資料庫 - 1986年農業統計資料庫 

- 發起活動 - 免於飢餓運動(1960年)、電視糧食集資
97 (1997年) 

 
參考答案 
其一，形式是推動國際間簽訂相關條約。資料指出聯合國糧農組織推動國際間於

1974年簽訂《世界糧食國際公約》，可見糧農組織推動國際公約的簽訂，以應對
糧食問題。 

 
其二，形式是舉行會議。資料中，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1996年促成了世界糧食首
腦會議，多達 186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以商討解決糧食問題，可見糧農組織在解
決糧食議題上的努力形式是舉行會議。 

 
其三，形式是成立資料庫。聯合國糧農組織建立的「農業統計資料庫開始運轉」

(1986年)，收集了最全面的農業資訊和大量統計資料，有助提高農業產量，可見
形式是成立資料庫。 

 
其四，形式是發起活動。資料中，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起了不同的活動，例如於

1997年發起了「電視糧食集資 97」的活動，觀眾更高達 5億人，可見聯合國糧
農組織透過發起活動以籌集資金，應對糧食問題。 

 
注意事項 
題目規定兩種形式，因此應從上述四個論點中選取其中兩個作答即可。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筆記設有 tricky位/錯誤示範，無上課者請自行留意﹗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2020-21Version-C)                                  41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c) 20世紀下半葉，哪些因素令聯合國糧農組織於解決糧食議題上的努力難以成

功？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從個人所知援引充分/足夠的事例。         [最多 4分] 

L2 答案清楚，能從個人所知援引充分的合理事例。            [最多 8分] 

 

   例： 

- 人口持續不斷上升 

- 經濟因素 

- 部分國家的政局問題 

- 部分國家的法例、監管不足 

- 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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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其一，人口持續不斷上升抵消了糧農組織的努力。於 1950年，世界人口僅有 25.5

億，但至 1999年世界人口已突破 60億，結果導致糧食需求大增，間接抵消了糧

農組織的努力。 

 

其二，經濟因素影響了糧農組織的成效。於糧食問題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較為

貧窮，例如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即使糧農組織提高了糧食產量，但這些國

家的人民也可能因為金錢問題而仍然挨餓，故影響了糧農組織的成效。 

 

其三，部分國家的政局問題也可能削弱了糧農組織的效用。雖然糧農組織有緊急

糧食的救濟計劃，但由於部分國家政局封閉或不穩，例如北韓拒絕外界接觸、中

東地區長期經歷戰亂，結果阻礙了糧農組織的糧食援助行動，減低了其效用。 

 

其四，部分國家的法例、監管不足也會影響糧農組織的成效。中國、越南等地區

對於食物安全的法例欠完善，而且監管亦不足，令到濫用危險化學品生產及加工

的問題嚴重，大大危害食用者的健康。因此，即使糧農組織積極提高糧食安全，

但成效仍然存有不足。 

 

其五，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也是抵消糧農組織成效的原因之一。由於現時工業污染

問題嚴重，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令到農產品容易在耕作過程中受到有毒物

質污染，結果抵消了糧農組織在提高食品安全方面的效用。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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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資料取材自綠色和平的歷史介紹。 

1971年，為了實現抗議核子試驗的使命，綠色和平 12名成員租了一艘長達 24

米的漁船，並集合了不同背景的船員，包括工程師、醫生、音樂家、科學家和

木匠等 12 個來自不同行業的人，啟航見證，也希望這次行動能讓更多人認識

到核子試驗的危險。 

 

綠色和平的成員向阿拉斯加以西近岸的安奇卡島前行時，向新聞媒體發出了多

份報道。此時，美國政府宣佈，核子試驗將被推遲一個月以上，給綠色和平此

次航行埋下了眾多不確定因素。 

 

儘管阻止核子試驗的嘗試最終失敗了，但我們的行動向世人證明了：行動真的

能帶來改變！從這個意思上說，這次航行絕對是成功的——由於民眾強烈反對

安奇卡島核子試驗，尼克森總統在第二年不得不宣佈取消計劃。安奇卡島最終

回歸原本，讓鳥類棲息。 

 
  

DBQ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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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內容是關於綠色和平的船隻「彩虹勇士號」。 

1985 年，對綠色和平與彩虹勇士號來說，是非常不幸的一年。那是「彩虹勇

士號」首次在太平洋海域航行。她正準備駛往穆魯羅亞環礁，抗議法國在那裡

進行地下核子試驗。第一次裝上船帆的「彩虹勇士號」，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

的朗格拉普環礁，成功幫助遭受核污染的人們遷徙到安全的島嶼。成功幫忙島

民遷移之後，「彩虹勇士號」離開，並為接下來的返回法國核子試驗地的航程

做補給準備。 

 

可是一切並沒有歸於寂靜。在 1985年 7月 10日 11點 45分，隨著一道藍色火

花閃過，接連一聲爆炸巨響，「彩虹勇士號」在奧克蘭海港的停靠處開始下沉。

幾分鐘後，發生了第二次爆炸。這次爆炸把船尾撕扯成了碎片。起初，沒有人

懷疑這是一起蓄意破壞的行為，也沒有人相信有人會炸沉一艘和平船隻。但隨

著時間過去，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搜集到的証據令人懷疑整件事是法國政府策

劃的。 

 

事件披露以後，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迫使法國就此展開內部調查。17 天後法

國公佈的「特裡科報告」稱法國特工在紐西蘭只是為了偵查綠色和平，與此次

爆炸事件並無任何關係。隨後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說法卻狠狠地打了法

國政府一個耳光︰報道稱法國總統不僅知道這次爆炸計劃，而且很可能還下了

命令——天大的醜聞開始在法國爆發。9 月 22 日，法國總理在一次電視講話

中不得不承認「彩虹勇士號」是法國特工炸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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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 A，解釋綠色和平如何有助使美國取消安奇卡島的核子試驗計劃。 

(3分) 

 

(b) 比較綠色和平在資料 A和資料 B中所作出的努力的形式。參考資料 A和資料

B，指出一項相同及一項相異之處。                               (4分) 

 

(c) 綠色和平曾遭遇什麼困難？試引用資料 B兩項線索，支持你的答案。  (3分) 

 

(d) 除了(c)題所指出的困難外，還有甚麼因素妨礙了國際社會在環境保護方面取

得成效？試就你直至 1990年代的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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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參考資料 A，解釋綠色和平如何有助使美國取消安奇卡島的核子試驗計劃。 

(3分) 

 

評分參考 

如何有助：                                             [最高 3分] 

- 發出多份報道及透過航行，引起民眾強烈反對 

 

參考答案 

其一，綠色和平透過「向新聞媒體發出了多份報道」，從而喚起人民關注，使美

國政府在人民的反對下取消計劃。 

 

其二，綠色和平指出「這次航行絕對是成功的」，正正因為是次的啟航喚起了「民

眾強烈反對」，結果迫使美國政府最終需要停止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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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較綠色和平在資料 A和資料 B中所作出的努力的形式。參考資料 A，指出

一項相同及一項相異之處。                                      (4分) 

 

評分參考 

相同之處                                                [最多 2分] 

例： - 兩資料都顯示綠色和平使用抗議的形式。 

 

相異之處                                                [最多 2分] 

例： - 資料 A反映綠色和平使用發放報道的方式，但資料 B未有提及。 

     - 資料 B反映綠色和平會協助遷移受害者，但資料 A未有提及。 

 

參考答案 

相同之處為同樣使用抗議的形式。資料 A指出綠色和平「為了實現抗議核子試驗

的使命」而啟航；資料 B指出彩虹勇士「抗議法國在那裡進行地下核子試驗」，

均可見到綠色和平以抗議的方式來反對核試驗，此為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為資料 A顯示綠色和平會「向新聞媒體發出了多份報道」，從而揭示核

試驗的壞處。然而，資料B並未有提及綠色和平會以發放報道的形式以捍衛環境，

可見發放消息的形式是資料 A不同於資料 B之處。 

 

相異之處為資料B顯示綠色和平會「幫助遭受核污染的人們遷徙到安全的島嶼」，

使受害人口遷離當地。然而，資料 A並未有提及此形式，可見協助遷移受害者的

形式是資料 B不同於資料 A之處。 

 

注意事項 

題目規定一項相異之處，因此同學只需從上面兩項相異之處選取一項作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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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綠色和平曾遭遇什麼困難？試引用資料 B兩項線索，支持你的答案。  (3分) 

 

評分參考 

困難：                                                       [1分] 

例： - 政府阻撓 

     

線索：                                                       [2分] 

例： - 「搜集到的証據令人懷疑整件事是法國策劃的」 

- 「法國總理在一次電視講話中不得不承認「彩虹勇士號」是法國特工

炸沉的」 

 

參考答案 

困難是面對著政府的阻撓。 

 

其一，資料中彩虹勇士號被炸毀，而「搜集到的証據令人懷疑整件事是法國政府

策劃的」，反映法國政府希望透過炸毀綠色和平的船隻以阻撓其行動。 

 

其二，資料指「法國總理在一次電視講話中不得不承認「彩虹勇士號」是法國特

工炸沉的」，直接反映了綠色和平面對政府的干預，使其船隻受到炸毀，不能繼

續前往去抗議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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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了(c)題所指出的困難外，還有甚麼因素妨礙了國際社會在環境保護方面取

得成效？試就你直至 1990年代的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5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從個人所知援引充分/足夠的事例。         [最多 2分] 

L2 答案清楚，能從個人所知援引充分的合理事例。            [最多 5分] 

 

   例： 

- 冷戰妨礙了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合作。 

- 經濟因素，欠發達國家的企業缺乏資金安裝排污裝置。 

- 部分國家的政局問題。 

- 部分國家的法例、監管不足。 

- 利益問題使美、澳等國未有簽訂《京都議定書》。 

 

參考答案 

意識形態因素。冷戰時期，由於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互不信任，互相對

抗，令到合作更加困難，例如教科文組織由西方國家把持，其於 1950年代拒絕

中國的加入，令中國未能參與合作，局限了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成效。 

 

傳統因素。雖然聯合國不斷作出努力，呼籲各國進行合作以保護森林資源，但印

尼、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仍然沿用數千年來傳統的火耕方式開闢耕地，令森

林持續受到破壞，局限了國際社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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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因素。雖然聯合國制訂了《京都議定書》以限制各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然

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因利益衝突而難以達到有效的合作，中國、印度等發

展中國家因不願拖慢己國的經濟發展而拒絕強制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美國等

發達國家也為維持經濟發展而不願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年)，結果使不少國

家未有簽訂條約，局限了成效。 

 

政局因素。部分國家的主權問題影響了合作的進行，如台灣因為不被承認主權獨

立而未能加入聯合國，因此也未有簽署《京都議定書》，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應

對全球暖化的問題，也局限了成效。 

 

資金及技術因素。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及技術解決污染問題，如欠缺資金及技術

安裝排污設施，結果使污水及溫室氣體直接排放到大自然中，嚴重損害自然環境，

局限了國際社會的努力的成效。 

 

法例及監管因素。由於部分國家的法例及監管不足，例如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

家對於環境保護的法例不足，而且缺乏監管，使企業可以將污染物直接排放到大

自然。結果，即使國際社會極力合作以保護環境，但環境仍然受到重大的破壞。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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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 

 

資料 A 

下表顯示一些有關世界宣明會的重大事件。 

1950年 世界宣明會成立，是一個國際救援、發展及公共教育機構，致力

幫助世界各地貧困及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關注兒童的成長。 

1953年 為回應韓戰結束後孤兒的需要，第一個「助養兒童計劃」展開，

隨後計劃更擴展至亞洲其他國家、拉丁美洲、非洲、東歐及中東

等地。 

1962年 颱風溫黛吹襲香港，世界宣明會在港派發賑災物資，並隨後正式

成立辨事處。 

1975年 宣明會開始舉行「飢饉」活動，一方面籌款救助有需的人士，另

一方面讓參與者感受飢餓，了解難民之苦。 

1984年 宣明會發起全球性的籌款活動，為非洲十五國的旱災受難者提供

援助。 

1990年代 宣明會開始大規模拓展在中國救災及災後重建的工作，並開設孤

兒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關愛服務。 

1997年 宣明會與中華慈善總會合作，開設「兒童為本區域發展」項目，

透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區域發展項目活動，為受助兒童提供教

育、營養及醫療等各方面的幫助。 

 

(a) 指出世界宣明會在幫助兒童方面的兩種形式。就每一形式，從資料 A引用一

項線索。                                                    (2+2分) 

 

(b) 就反映國際社會在解決貧困及兒童問題所作出的努力的方式而言，資料 A有

何用處及局限？試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6分) 

 
  

DB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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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指出世界宣明會在幫助兒童方面的兩種形式。就每一形式，從資料 A引用一

項線索。                                                    (2+2分) 

 

評分參考 

   L1 能引用相關線索但未能歸納出合理的形式。               [最多 2分] 

   L2 能引用相關線索並能歸納出合理的形式。                 [最多 4分] 

 形式： 線索： 

例：  - 開展計劃  - 1953年第一個「助養兒童計劃」展開 

 - 開設孤兒及有特殊

需要兒童的關愛

服務 

 - 1990年代開設孤兒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

關愛服務 

 - 與其他機構合作推

出兒童發展項目 

 - 1997年與與中華慈善總會合作開設「兒童

為本區域發展」項目 

 

參考答案 

其一，宣明會開展計劃以幫助兒童。如 1953年開展「助養兒童計劃」，並將計劃

擴展至世界各地，以令更多兒童得到助養，改善生活環境。 

 

其二，宣明會開設孤兒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關愛服務。資料中，宣明會於 1990

年代在中國進行救災及災後重建工作時，就同時建立了對「孤兒及有特殊需要兒

童的關愛服務」，以更針對地照顧這些兒童。 

 

其三，宣明會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出兒童發展項目。如 1997年與中華慈善總會合

作開設「兒童為本區域發展」項目，提供教育、健康等的幫助於受助兒童。 

 

注意事項 

題目規定兩種形式，因此應從上述三個論點中選取其中兩個作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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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反映國際社會在解決貧困及兒童問題所作出的努力的方式而言，資料 A有

何用處及局限？試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6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片面：僅討論資料的用處或局限。                     [最多 3分] 

   L2 答案全面：討論資料的用處及局限。                       [最多 6分] 

 

用處： 

例： - 民間通過成立非政府組織(世界宣明會)以援助貧困人口(資料 A) 

     - 民間以合作方式，通過建立合作以救助貧困人士及兒童(資料 A) 

 

局限： 

例： - 資料未有反映聯合國成立的專責機構也是解決貧困及兒童問題的方式

之一，例如 1946年成立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 資料未有提及國際社會以貸款方式協助貧窮國家，例如世界銀行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 

     - 除了世界宣明會外，樂施會也是民間為救助貧困人士而成立的非政府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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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資料 A反映了民間通過成立非政府組織以援助貧困人口，即資料中 1950年宣明

會的成立，幫助各地貧困人口，並尤以關注兒童方面。 

 

資料也反映民間以合作方式，通過建立合作以救助貧困人士及兒童，如 1997年

「宣明會與中華慈善總會合作」以開展計劃，幫助區內兒童。 

 

然而，資料存有頗大局限。 

 

就我所知，資料未有反映聯合國成立的專責機構也是解決貧困及兒童問題的方式

之一，例如 1946年成立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關注及協助改善兒童問題。 

 

此外，資料未有提及國際社會以貸款方式協助貧窮國家，例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批出貸款予貧困國家，使之改善國內貧窮問題。 

 

再者，除了世界宣明會外，樂施會也是民間為救助貧困人士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此也是資料未有提及。 

 

因此，資料雖有用處，但同時存有局限。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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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漫畫出版於 1994年。 

 

 

 

 

 

 

 

 

 

 

 

 

 

 

 

 

 

 

資料 B 

以下資料取材自本地的一本教科書。 

「綠色革命」乃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農業科技改進，糧食產量大增。這些技

術的突破包括發展一些高產量，或具有抗病﹑抗旱特性的農作物；此外，亦透

過利用改良的肥料令產量提高。 

 

「綠色革命」的成功鼓勵了糧農組織及其他科學研究群體更積極合作，藉科技

的改良來增加食物的供應。例如，我國的袁隆平先生便於 20世紀 70年代成功

培育出高產量的「雜交水稻」，國際上稱之為「第二次綠色革命」。在 1979年

國際水稻研究所的學術會上，袁隆平更被推崇為「雜交水稻之父」。 

 
  

DBQ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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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漫畫家對於世界人口增長和世界糧食供應持什麼看法？參考資料 A，解釋你

的答案。                                                     (4分) 

 

(b) 參考資料 B，指出科技增加糧食產量的兩個方法。                 (2分) 

 

(c) 於 20世紀下半葉，國際社會在解決糧食問題取得了多大成效？試參考資料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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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漫畫家對於世界人口增長和世界糧食供應持什麼看法？參考資料 A，解釋你

的答案。                                                     (4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2分] 

   L2 答案清晰，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4分] 

 

   看法： 

   例： - 漫畫家認為世界糧食不能滿足未來世界人口的需求。 

 

   線索： 

   例： - 世界人口於 20世紀急速增長，由約 1900年的少於 25億人劇增至 2050

年估計突破 100億人口 

        - 但世界糧食交付制度則被描繪成一列火車，到 1900年代上斜開始顯

得十分吃力，暗示世界糧食交付制度並不能滿足日後人口的需求 

        - 漫畫的文字「朋友，我真的希望我能做到……」暗示實際世界糧食交

付制度並不能滿足人口需求，故火車只是「希望」自己能做到 

 

參考答案 

漫畫家認為世界糧食不能滿足未來世界人口的需求。 

 

首先，世界人口於 20世紀急速增長，由約 1900年的少於 25億人劇增至 2050

年估計突破 100億人口，可見世界人口增長迅速。 

 

然而，被描繪成火車的世界糧食交付制度到了 1900年代上斜時顯得十分吃力，

冒出大量黑煙，暗示世界糧食交付制度並不能滿足日後人口的需求。 

 

而且，漫畫的文字「朋友，我真的希望我能做到……」暗示實際世界糧食交付制

度並不能滿足人口需求，故火車只是「希望」自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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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考資料 B，指出科技增加糧食產量的兩個方法。                 (2分) 

 

評分參考 

   例： - 發展高產量的農作物                                  [1+1分] 

- 發展抗病、抗旱特性的農作物 

- 改良肥料 

 

參考答案 

其一，發展高產量、抗病和抗旱的農作物。正如資料指農業技術的突破包括了發

展「一些高產量」、「抗病」、「抗旱」的農作物，使糧產量增加。 

 

其二，改良肥料。資料指「利用改良的肥料令產量提高」，可見改良的肥料有助

提高糧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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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20世紀下半葉，國際社會在解決糧食問題取得了多大成效？試參考資料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片面，僅依據資料/引用相關史實                     [最多 4分] 

   L2 答案全面，既依據資料亦引用相關史實                    [最多 8分] 

 

資料 

例： - 糧食供應不足以應付人口增加(資料 A) 

     - 兩次綠色革命增加了糧食產量(資料 B) 

     - 糧農組織及其他科研團體的合作性得到提高(資料 B) 

 

個人所知 

例： - 國際會議等均有引起了社會對糧食問題的關注，如聯合國世界糧食會

議(1974)﹑世界糧食高峰會(1996) 

     - 糧食分配不平均的問題存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 

     - 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營養不良、飢荒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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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國際社會在解決糧食問題上只能取得一般的成效。 

 

雖然資料 B反映綠色革命透過發展高產量、「抗病﹑抗旱特性的農作物」及改良

肥料成功提高了糧食產量，有助緩和糧食短缺的問題。 

 

而且，資料 B指「綠色革命的成功鼓勵了糧農組織及其他科學研究群體更積極合

作」，反映糧農組織及其他科研團體更積極進行合作，有助以更緊密的合作應對

糧食問題，有助提高糧食產量以應對糧食問題。 

 

就我所知，國際社會也召開了國際會議以試圖糧食問題，例如 1996年的世界糧

食高峰會，喚起了各國對於糧食問題的關注。 

 

然而，糧食問題未有得到重大的解決。 

 

其一，資料 A反映世界人口增長迅速，但被描繪成世界糧食交付制度的火車卻未

能滿足世界糧食需求，因此在上斜時顯得份外吃力，可見糧食問題在人口增長迅

速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解決。 

 

其二，儘管世界糧食產量大增，但糧食分配不平均的問題存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之間，因此糧食不能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其三，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著營養不良、飢荒等的問題，例如非洲的

埃塞俄比亞等，因此糧食問題未能完全解決。 

 

總括而言，國際社會雖然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對解決糧食問題有一定的貢獻，

但同時亦有頗多不足，飢荒仍然尚未完全得到解決，因此成效一般。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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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 

 

資料 A 

以下資料取錄自一本關於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的書籍。 

於 1970 年以前，全球每年的天花感染人數超過 1500 萬以上，其中至少 200

萬人死亡，而死者大多來自中低收入國家。儘管天花造成的疾病負擔不斷加

重，但世衛會員國一開始竟對於天花根除行動計劃的提案投下反對票，否決的

理由是認為這個想法不切實際且過於複雜。直到 1958 年，隨著蘇聯境內根除

計劃的成功，這個想法才被證明是可行的。 

 

即使如此，根除天花的時間表，以及如何動員資源來達成目標仍是未知數。當

時世衛總幹事估計撲滅天花必須花費 9,800萬美金，但從 1959到 1966年間，

天花計劃收到經費卻僅有 31.8萬美金。到了 1960年代中期，天花根除計劃終

於獲得更多資源的挹注。 

 

加強版的天花根除計劃始於 1967 年，開展了一個全球疫苗接種計劃。往後感

染天花人數大減，最後一例自然感染病例發現於 1977年。於 1980年，世衛宣

佈天花在地球上完全絕跡。 

 

天花根除的故事後來還衍生一個值得注意的插曲，也就是天花病毒可能被當成

生物武器使用。為了以防萬一，美國政府以此為由保留了天花病毒。世衛在

1996年就已建議各國銷毀庫存的天花病毒，到了 1999年世衛再度重申這項建

議，不過附加了一條病毒可以基於研究用途保存下來的條款。 

 
 
  

DBQ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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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參考資料 A，世衛在應對天花問題上曾作出了哪些努力？           (3分) 

 

(aii) 你在題(ai)所指出的努力在什麼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

答案。                                                     (4分) 

 

(b) 「國與國之間的分歧是妨礙 20 世紀下半葉國際間改善健康的努力取得成功

的主因。」你是否同意此說？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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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i) 參考資料 A，世衛在應對天花問題上曾作出了哪些努力？           (3分) 

 

評分參考 

   L1 參考資料並指出一項努力                               [最多 2分] 

   L2 參考資料並指出兩項或以上努力                         [最多 3分]   

   例： - 使用疫苗，例如 1967年開始的全球疫苗接種計劃。 

  - 提出建議，例如建議各國銷毀庫存的天花病毒。 

 

參考答案 

其一，資料指世衛於 1967年「開展了一個全球疫苗接種計劃」，可見世衛會開展

計劃為人們接種疫苗，對付天花病毒。 

 

其二，資料指「世衛在 1996年就已建議各國銷毀庫存的天花病毒」，可見世衛會

提供建議予部分國家，希望該等國家採取行動消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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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 你在題(ai)所指出的努力在什麼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

答案。                                                     (4分) 

 

評分參考 

   L1 僅指出「有成效」或「無成效」一面；答案含糊，亦未能恰當引用資料                                                 

[最多 2分] 

   L2 能兼顧「有成效」及「無成效」兩面；解釋清楚，亦能恰當引用資料     

[最多 4分] 

   有成效 

   例： 疫苗接種計劃有效減少感染個案，天花於 1980年絕跡。 

        

   沒有成效 

   例： 聯合國未能勸服美國銷毀庫存病毒。 

 

參考答案 

該等努力在大程度上取得成效。 

 

雖然該等努力成效仍然存有局限，例如資料中「美國政府以此為由保留了天花病

毒」，指出美國基於害怕其他國家利用天花作為生物武器而保留了病毒，使天花

未有完全根治。 

 

而且，資料指「附加了一條病毒可以基於研究用途保存下來的條款」，反映即使

世衛多次作出建議銷毀病毒，但最後也允許國家保留天花病毒，使天花病毒尚存

於世。 

 

然而，該等努力成效很大。 

 

資料指出 1970年前每年「有至少 200萬人死亡」是基於天花。但疫苗接種計劃

後，在 1980年「天花在地球上完全絕跡」可反映天花病毒已經得到解決，避免

人們再受天花威脅。 

 

雖然部分國家保留病毒，但天花個案已經絕跡，所以取得了很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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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國與國之間的分歧是妨礙 20世紀下半葉國際間改善健康的努力取得成功

的主因。」你是否同意此說？參考資料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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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與國之間的分歧： 

    例： - 部分國家認為根除天花計劃是「不切實際且過於複雜」，使計劃受到

阻礙。(資料 A) 

         - 美國拒絕銷毀天花病毒以防其他國家用作生物武器。(資料 A) 

         - 蘇聯基於對西方國家的不信任而在 1957年前未有加入世衛。(就我

所知) 

         - 不同國家國內的健康問題不一，使他們在討論優先處理哪些健康問

題時常常難以達成共識。(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經費問題(資料 A) 

         - 部分國家政局封閉或不穩(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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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我同意。 

 

資料A指出世衛會員國一開始認為天花根除行動計劃是「不切實際且過於複雜」，

因此反對計劃。可見部分成員國的想法使根除天花計劃遲遲才得到開展，妨礙了

改善健康的努力進行。 

 

資料 A指出由於「天花病毒可能被當成生物武器使用」，令「美國政府以此為由

保留了天花病毒」。可見美國對其他國家不信任，認為銷毀病毒會損害其國家安

全，故此執意保留，使天花病毒未有完全於世上清除，局限了世衛的成效。 

 

就我所知，除了美國外，在蘇聯基於恐怕資本主義國家會利用天花作為生物武器

而未有完全銷毀天花，同樣是基於分歧而使天花病毒得以保留於世，局限了根除

天花病毒的成效。 

 

此外，蘇聯在 1950年代擁有大規模製造天花疫苗的技術，但蘇聯原本認為世衛

是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把持而在 1957年前未有加入，結果也妨礙了國際社會在天

花問題上的努力。 

 

而且，每個國家的國內疾病問題也不一，例如口腔問題在 1980年代的日本是被

視為首要解決的健康問題，但美國則並非，結果令到這些國家在世衛討論口腔問

題的優先解決次序上出現爭議，難以達成共識以有效應對這些健康問題，局限了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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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其他因素，但不及國與國的分歧重要。 

 

經濟因素也妨礙了該等努力。資料 1960年代初世衛未能全力投入根治天花的其

中原因是基於「天花計劃收到經費卻僅有 31.8萬美金(1959-1966)」，反映因為經

費不足而使根除天花計劃遲遲未能大規模推行，局限了成效。 

 

然而，國與國的分歧更加重要。因果關係上，正正基於部分國家認為天花並非是

首要解決的健康問題，加上認為該計劃過於複雜，結果不願優先投放更多資源到

天花上，才導致經費不足。 

 

就我所知，政治因素也妨礙著國際社會於醫療問題上進行合作。由於部分國家政

局封閉或不穩，例如北韓拒絕外界接觸、中東地區長期經歷戰亂，結果使這些國

家未能與國際社會進行緊密的醫療合作，使合作受到阻礙。 

 

然而，國與國的分歧更加重要。因果關係上，正正基於部分國家與其他國家有分

歧，例如北韓不信任西方國家，認為西方國家可能藉醫療計劃而加強對其國家的

控制，故拒絕與外界合作，結果局限了健康問題上的成效。 

 

因此，我同意題目。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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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資料是中嶋宏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評論。中嵨宏是 1988-98年世界衛生組織
總幹事。 

我們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中處理業務，舉例來說，美國認為口腔衛生是低優

先性的項目，但在今年的世界口腔衛生日——這是其它會員國建議舉辦的——

日本牙醫協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國際口腔大會，這是因為日本老年人口急速的

增加，雖然蛀牙已經減少，但牙齒保健卻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為何美

國認為口腔問題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優先項目呢？我的理解是，也許因為美國

在經濟上無法負擔將牙齒治療納入其新的健康計劃內。同樣地，有些國家會認

為癌症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優先項目，但對我的國家而言，癌症卻是一項優先

項目。 

 
資料 B 
以下是關於抗愛滋病藥物的漫畫。 

 

 

DBQ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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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中嶋宏的意見，為什麼他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中

處理業務」？                                                 (4分) 

 

(b) 參考資料 B，推斷漫畫家想表達的主要訊息。                       (3分) 

 

(c) 「經濟因素是影響國際社會在醫療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最主要因素。」參考資

料 A和 B，並就你所知，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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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根據中嶋宏的意見，為什麼他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中

處理業務」？                                                 (4分) 

 

評分參考 

原因                                                        [1分] 

例： - 各國的意見擁有極大的差異 

 

    解釋                                                        [3分] 

例： - 美國認為口腔衛生不是優先項目，但其它會員國認為是優先項目 

- 部分國家認為癌症不是優先項目，但日本則認為是優先項目 

 

參考答案 

他認為各國的意見有著極大的分歧，令世衛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世界中處理業

務」。 

 

其一，資料指「美國認為口腔衛生是低優先性的項目」，但其它會員國卻視為是

優先項目，日本更視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此巨大的意見差異使他認為

世衛在一個奇怪的世界中處理業務。 

 

其二，資料指「有些國家會認為癌症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優先項目」，但對日本

而言，癌症則是優先解決的項目。可見，種種的分歧都令他認為世衛在一個奇怪

的世界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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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考資料 B，推斷漫畫家想表達的主要訊息。                       (3分) 

 

評分參考 

L1 嘗試指出信息，但欠缺理據。                            [最多 1分] 

L2 能有效指出信息，所提供之理據亦佳。                    [最多 3分] 

 

有效答案 1分，有效解釋 2分 

 

信息： 

例： - 諷刺抗愛滋病藥物的價格高昂，漠視貧窮人口的需求。 

 

解釋： 

例： - 抗愛滋病藥物警告貧窮人士不要服用。 

 

參考答案 

主要訊息是諷刺抗愛滋病藥物的價格高昂，漠視貧窮人口的需求。 

 

資料的抗愛滋病藥物由「藥物國際有限公司」生產，但卻警告「貧窮人士請勿服

用」。可見，漫畫家諷刺藥物公司高價售賣抗愛滋病藥，謀取利益，但卻漠視了

貧窮人口對藥物的需求，使貧窮人口未能獲得適當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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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濟因素是影響國際社會在醫療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最主要因素。」參考資

料 A和 B，並就你所知，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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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因素： 

    例： - 美國無法負擔口腔方面的醫療開支使其未有將牙齒治療納入其新的

健康計劃內(資料 A) 

         - 經濟因素妨礙著國際社會在愛滋病問題上的合作(資料 B) 

         - 藥物專利權問題使藥廠與發展中國家難以建立合作(就我所知) 

         - 非政府組織為幫助貧窮地區而與當地政府合作(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人口老化問題(資料 A) 

         - 部分國家政局封閉或不穩(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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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資料 A顯示，美國和其他會員國家在口腔衛生問題上有分歧的原因是基於「美國

在經濟上無法負擔將牙齒治療納入其新的健康計劃內」，換言之，昂貴的醫療開

支使美國在口腔衛生問題上卻步，結果成為世衛內的分歧，妨礙著世衛的運作。 

 

資料 B中雖然有抗愛滋病藥物，但卻有「貧窮的人士不要服用」，即暗示抗愛滋

病藥物價格昂貴，貧窮人士難以負荷。因此，即使國際社會已成功研發治療愛滋

病的藥物，但基於金錢問題，藥物公司不願意放棄專利權，結果妨礙了國際社會

在醫療上的合作。 

 

就我所知，由於藥廠在開發新藥時成本昂貴，因此藥廠一般不願意放棄藥物專制

權。更甚，經濟因素使藥廠拒絕將藥物以較廉價的價錢出售予發展中國家，使藥

廠與發展中國家難以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經濟因素也有助促成國際合作的出現。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條件較

差，奧比斯等非政府機構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政府合作，進行醫療方面的援助，

例如為貧窮地區提供眼科服務及治療，促成了非政府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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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其他因素，但其他因素不及經濟因素重要。 

 

資料 A指「日本老年人口急速的增加」，更因人口老年問題而令牙齒保健「成為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成為日本在醫療上優先解決的項目，也是日本舉行國際

口腔大會的原因。可見，人口老化問題也影響著國際間在口腔衛生問題上的合

作。 

 

然而，經濟因素較人口老化問題重要。人口老化是全球性的問題，美國也同樣有

人口老化的情況。然而，美國將口腔衛生列為低優先的項目是基於美國「在經濟

上無法負擔將牙齒治療納入其新的健康計劃內」。因此，經濟因素更為重要。 

 

就我所知，政治因素也妨礙著國際社會於醫療問題上進行合作。由於部分國家政

局封閉或不穩，例如北韓拒絕外界接觸、中東地區長期經歷戰亂，結果使這些國

家未能與國際社會進行緊密的醫療合作，使合作受到阻礙。 

 

然而，經濟因素更為重要。在經濟誘因下，即使政局封閉的國家也會作出有限度

的醫療合作，例如世衛提供醫療方面的人道救援的情況底下，北韓也會開展與國

際社會的合作，故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更大。 

 

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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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合作 

細閱資料 A和 B 

 

資料 A 

以下內容取材自一位學者在天花問題上的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67 年開始在全球各範圍消滅天花，展開了「天花根除計

劃」。此計劃由美國提供大部份經費，蘇聯承擔疫苗供應。鑒於天花在南半球

肆虐的情況，而兩個超級大國又都參與到這一項目中來，它的確可被視作是冷

戰時期最重要的「干預第三世界」的行動之一。當時正值美蘇冷戰，天花根除

計劃卻持續依靠美蘇兩國之間的合作得以運行，它因而成為冷戰悖論中的一個

引人注目的例子。由於兩個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不斷增長，冷戰帶來的

利益之爭也促使它們互相合作，並促成了這一項目。 

 

蘇聯衛生部副部長日丹諾夫認為，世界正在不斷一體化，而病原的傳播也逐步

趨於全球化。雖然蘇聯已經在國內消滅了天花，但它仍舊受到從伊朗和阿富汗

這些地方傳入的天花的困擾，每年都有數百人受到這一感染。此外，隨著航空

旅行不斷增多，即便是不與任何感染地接壤的北半球國家，也不得不為防止疾

病入侵而維持昂貴的疫苗支出，以保障本國人口不受侵害。日丹諾夫推測，統

一協調的全球行動，相較於持續的疫苗供應，將為蘇聯這樣的國家節省一半以

上的財力。 

 
  

DBQ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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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內容摘錄自 1995年意大利駐聯合國大使保羅．弗爾茲在聯合國大會上所發

表的講話。 

對於我們組織的未來，我們面對著兩種背道而馳的看法。一種方法是我毫不猶

豫會稱之為精英主義的。另一種是民主的。 

 

就新增德國和日本作為兩個新的常任理事國一事，一個最常被引用原因是這兩

個國家代表了最近 30 年間國際社會的實況。儘管如此，我無法同意這觀點。

這兩個世界強國就像其他世界強國般，從本世紀初就已經存在。最近 30 年的

實況是，約 100個前殖民地已經成為了完整的主權國家。如果他們團結一致，

他們就是聯合國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只有伴隨著國際生活民主化的各種努力，世界上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才具有意

義。在我看來，民主化是勢在必行的，不單單在國家內部，而且也是國家之間

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所有擁有權力的地方應做的事。」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秘

書長布特羅斯加利在去年 10月舉行的不結盟運動*會議上的發言。為了我們組

織和整個國際社會的未來，我們真誠地希望這種國家之間的民主精神能夠在此

佔有主導的地位。 

* 不結盟運動：由一群發展中國家發起，其成員國奉行自主獨立的外交政策，不

與美、蘇任何一個超級強國結盟，憑藉相互間的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 

 

(a) 指出天花根除計劃的一項結構性問題。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3分) 

 

(b) 在對聯合國未來的兩種看法中，你認為保羅．弗爾茲傾向支持精英主義的還

是民主的？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4分) 

 

(c) 「國家利益是影響 1946-2000 年間國際合作的主因。」你是否同意此說？參

考資料 A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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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 

 

(a) 指出天花根除計劃的一項結構性問題。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3分) 

 

評分參考 

    結構性問題                                                  [1分] 

    例：  - 超級大國有過大的影響力 

 

    L1 能引用相關線索，但沒有恰當的解釋。                   [最多 1分] 

    L2 能引用相關線索，並作恰當的解釋。                     [最多 2分] 

    例：  - 「此計劃由美國提供大部份經費，蘇聯承擔疫苗供應」 

          - 「天花根除計劃卻持續依靠美蘇兩國之間的合作得以運行」 

 

參考答案 

結構性問題是過於超級大國有過大的影響力。 

 

資料中，天花根除計劃是「由美國提供大部份經費，蘇聯承擔疫苗供應」，可見

此計劃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擔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資金及生產均由他們提

供，變相令計劃側重由超級大國主導，其他國家缺乏話語權。 

 

資料中，該計劃「持續依靠美蘇兩國之間的合作得以運行」，可見計劃十分依賴

美、蘇的參與和合作，一旦美蘇退出計劃或中止合作，計劃隨即可能夭折，成為

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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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對聯合國未來的兩種看法中，你認為保羅．弗爾茲傾向支持精英主義的還

是民主的？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4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或僅討論支持哪一種看法，卻未能解

釋為何不支持另一種看法。                               [最多 2分]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並同時兼論了支持哪一種看法及不支

持另一種看法。                                         [最多 4分] 

 

   例： - 傾向支持民主的看法。他希望民主精神能夠在聯合國中佔有主導的地

位。 

        - 不支持精英主義的看法。他不認同德國和日本此兩個強國代表著近 30

年間國際社會的實況，反而認為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才是反映了近 30

年的實況。 

 

   * 一般考生會認為保羅．弗爾茲會傾向支持民主的看法。然而，倘若考生持

相反意見，只要言之成理，亦應酌量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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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他會傾向支持民主的看法。 

 

就支持民主的看法而言，他指出「我們真誠地希望這種國家之間的民主精神能夠

在此佔有主導的地位」。反映他希望聯合國的發展能夠更加民主，民主精神能夠

貫徹在聯合國中得到體驗，可見其支持民主發展的看法。 

 

此外，他引用秘書長的言論「民主化是勢在必行的」，而且「只有伴隨著國際生

活民主化的各種努力」，世界進步才有意義。可見，他利用權威性人士的意見以

支持自己的立場，贊同民主極為重要，立場是支持民主的發展方向。 

 

就反對精英主義而言，他反對德、日作為新的常任理事國，不同意「這兩個國家

代表了最近 30年國國際社會的實況」，相反認為近 30年的實況是「約 100個前

殖民地已經成為了完整的主權國家。可見，他不支持強國就有較大話語權的精英

主義，反而支持每個國家均有相等權力的民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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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家利益是影響 1946-2000 年間國際合作的主因。」你是否同意此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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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參考 

   L1 論點含混，未能有效論及資料及相關史實，及/或對影響 1946-2000 年間

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討論不足。                           [最多 2分] 

   L2 討論片面，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及/或片面討論影響 1946-2000

年間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                               [最多 4分] 

   L3 討論有力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及能合理均衡地討論影響

1946-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各項因素。                      [最多 8分] 

 

   國家利益： 

   例： - 美、蘇為爭奪第三世界的利益而在天花根除計劃中合作。(資料 A) 

        - 蘇聯為節省國家開支及保障國民生命安全而參與天花根除計劃。(資

料 A) 

        - 發展中國家發起了不結盟運動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資料 B) 

        - 西歐國家為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58年)、歐

洲自由貿易聯盟(1960年)等組織。(就我所知) 

        - 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起北約(1949

年)和華沙公約組織(1955年)。(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冷戰的形勢阻礙了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合作。(就我所

知) 

        - 部分國家政局封閉或不穩(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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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我同意題目。國家利益即金錢、人命、權力等各方面的滿足國家需求及欲望的事

物。 

 

參考資料 A，天花根除計劃的開展是「由於兩個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不斷

增長，冷戰帶來的利益之爭也促使它們互相合作」。可見，美、蘇同時試圖擴張

和爭奪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結果才造就美、蘇兩個敵對國在天花問題上的合作，

使天花根除計劃出爐，促進了合作。 

 

參考資料 A，蘇聯認為天花在全球性擴張的情況下，天花根除計劃的「統一協調

的全球行動」較「防止疾病入侵而維持昂貴的疫苗支出」有助節省一半的財力。

可見，蘇聯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希望節省開支及避免國內人口受到天花威脅，

才與世衛合作開展天花根除計劃，令合作出現。 

 

資料 B是意大利聯合國代表的發言，其無法同意「新增德國和日本作為兩個新的

常任理事國」，認為德、日能被推舉為常任理事國是基於兩國是強國。可見，作

為非強國的意大利為了自己國家利益，不贊成作為強國的德、日作為常任理事國，

害怕強國在聯合國中的話語權過大，結果構成了反對力量，妨礙合作。 

 

資料B中，發展中國家發起了不結盟運動，「憑藉相互間的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

可見，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加強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會組成合作，共同

發展經濟。 

 

資料 B中，發展中國家組成的不結盟運動是成員國「奉行自主獨立的外交政策，

不與美、蘇任何一個超級強國結盟」。可見，這些國家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不想

捲入美、蘇的鬥爭中，故建立起合作，減低強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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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妨礙合作而言。經濟方面，於 1948年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向歐洲國

家提供 130億經濟援助時，蘇聯恐懼東歐國家加入馬歇爾計劃會使東歐國家脫離

蘇聯的控制，因而禁止東歐國家參與。可見，蘇聯恐懼美國馬歇爾計劃會損害其

利益，結果限制東歐國家與西歐的合作，導致東、西歐經濟分裂出來，妨礙了合

作。 

 

醫療方面，儘管天花個案已經絕跡，但美、蘇恐懼他國會利用天花病毒作為生化

武器以對付自己，令己國安全受損，故堅持保留天花病毒。可見，國家的安全利

益考慮，使天花病毒仍然存在於世，消滅天花病毒的合作也因而受到妨礙。 

 

環境方面，美國、澳洲等發達國家不願為保護環境而強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年)。可見，經濟利益對許多國家而言極為重要，

使之拒絕在環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合作。 

 

促進合作而言。軍事方面，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在柏林危機(1948-49年)時擔

心會受到蘇聯的攻擊而使國家安全受損，因此結成了北約(1949年)。可見，國家

安全的利益考慮也驅使了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方面的合作。 

 

經濟方面，法、西德、意等歐洲國家為促進國家經濟復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於 1958年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加強會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可見，為推動經

濟發展的利益考慮促使了歐洲國家開展經濟合作。 

 

科技方面，美、俄、日及歐洲多國為了加強在物理、生物、氣象等多個範疇的科

技研發，於 1998年建立國際太空站，促使大規模的太空合作計劃出現。可見，

為了國家科技的發展，使國力更加強大，各國願意進行大規模太空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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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其他因素，但不及國家利益重要。 

 

就我所知，冷戰形勢也影響著國際合作。隨著冷戰的出現，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

主義陣營各不合作，甚至於 1950年代初期，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的教科文組織

更拒絕了蘇聯和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加入，可見冷戰的影響使兩大陣營關係交

惡，妨礙了合作。 

 

然而，國家利益更加重要。參考資料 A，儘管有冷戰，但由於美、蘇「在第三世

界的利益不斷增長」，為了爭奪第三國家之利益，結果也促使了美、蘇在天花問

題上進行合作。可見，只要有利可圖，冷戰的形勢也無礙於國家進行合作。 

 

就我所知，政治因素也妨礙著國際社會進行合作。由於部分國家政局封閉或不穩，

例如北韓拒絕外界接觸、中東地區長期經歷戰亂，結果使這些國家未能與國際社

會進行緊密的經濟、醫療等方面的合作，使合作受到阻礙。 

 

然而，國家利益更加重要。國家利益能驅使政局封閉或不穩的國家依舊進行國際

合作，例如天花對北韓的威脅使之參與 1967年開展的全球疫苗接種計劃。可見，

國家利益凌駕於政治因素的考量。 

 

因此，國家利益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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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18-Q4 - 參考答案 

 

(a) 指出 1945年後國際政治的兩項特徵(4分) 

 

特徵是國際政治由蘇、美所主導。蘇、美分別於 1946-70年間及 1971-2000年間

運用得太多否決權的國家，蘇聯在 1946-70年間運用了多達 108次否決權。及後，

雖然蘇聯在 1970年後使用否決權次數下降，但美國的使用次數就隨即急升，於

1971-2000 年間運用多達 71 次。可見，國際政治主要由美、蘇所主導，兩國於

不同時期頻頻使用否決權，次數遠多於其他常任理事國。 

 

特徵是國際政治由二次大戰的戰勝國所壟斷。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的 5名常任理

事國中，即美、蘇、英、法、中全部均是二次大戰貢獻重大的戰勝國，他們在聯

合國中擁有否決權，在 1946-2000年間更是使用了多達 248次，否決了許多方案。

可見，二次大戰的重要戰勝國在聯合國中地位超然，國際政治頗受這些國家的影

響。 

 

特徵是否決權的使用頗能反映冷戰的局面。當 1946年冷戰開始時，隨著資本主

義與共產主義陣營關係緊張，使用否決權的次數也較為頻密，於 1946-60年間多

達 102次，但隨著 1960年代冷戰緩和，否決權使用次數下降至 17次，及後由於

冷戰再次惡化而上升至 122次(1971-90年間)。至冷戰在 1991年結束，否決權使

用次數又下降至僅得 7次。可見，否決權的使用次數隨著冷戰的起伏而增減，頗

能反映冷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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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生答案#1 – 分數：4 /4分 

特徵一，政治主導地位由美蘇壟斷。據資料 G，如 1946-2000 年間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五名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次數，可見「美國的次數有 72，蘇聯為 121，英
法只有 32，18次，中國只有 5次」，由此可見，於二戰後，美蘇較其他國家更
有主事權，成為政治核心。 

 
特徵二為國際政局動盪不穩。據資料 G，於 1946-2000 年間，常任理事國由
1946-50年間的 53，下跌至 1961-70年間的 17個，又於 1981-90年間上升至 71
個，可見常任理事國於 1946-2000年間時常退出或加入暗示國際局勢動盪不安。 

 
2018年考生答案#2 – 分數：4 /4分 

整體而言，二戰後的國際政治鬥爭減少。資料 G指出，五名常任理事國的否決
權運用次數不斷下跌，由 1946-1950的 53次逐步降至 1991-2000年的 7次，下
降 7倍多。雖然當中，如 1971至 1980，1981-90年現正 51次丶 71次否決之多，
但整體鬥爭減少，可由否決權運用減少中覓得規律。 

 
在個別上而言，美蘇主導了二戰後的國際政治。資料 G反映美蘇雙方的否決權
運用高達 72次和 121次，是英丶法丶中三國總計的 3.5倍，反映美蘇主導了國
際政治，多用否決權。 

 
2018年考生答案#3 – 分數：4 /4分 

First, the US and USSR were the main centres of the politic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source G, US and USSR casted 72 votes and 121 votes of veto 
respectively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fter WW2, which were the most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showing that the US and USSR led the world politics. 
 
Also, the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countries led the world and are competing each 
other. Source G show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nclude UK, US, 
PRC and USSR, there were 3 capitalist but only 2 communist countries. Yet, the 
number of votes casted by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126 while that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were 122, showing that both sides were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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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討論聯合國的一項結構性問題(3分) 

 

結構性問題是過於精英主義，欠缺公平。 

 

保羅不同意設立德、日成為聯合國常任聯合國的理由是基於兩國「代表著新近

30 年國際社會的實況」，認為這兩個強國「最少自這個世紀初就已經存在了」。

可見，保羅認為推選德、日為常任理事國是過於精英主義，只是因為兩國是強國

才能獲推選，並不公平。 

 

保羅又指真正代表新近 30年實況的國家是「約 100個前殖民地成為了百分百的

主權國家」。可見，其認為應推舉前殖民地作為常任理事國，而非德、日這些傳

統的強國，反映其認為聯合國過於重視強國權益，有欠公平。 

 

保羅「真誠地希望這種國家之間的民主精神也能在聯合國和整個國際社會佔主導

地位」。可見，其希望民主精神能在聯合國中實現，在推選常任理事國時不應僅

著重強國權益，應由會員國投票而決定，反映聯合國的結構性問題是欠公平及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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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生答案#1 – 分數：3 /3分 

聯合國中出現欠缺民主的結構性問題丶弱國過多，被強國主導。 

 
資料 H指聯合國的未來兼存「精英主義和民主」，因聯合國雖然新設兩國兼任
新常任理事國，但「德日是世界強國」反映聯合國雖有主動，但仍有少數強國

把持，欠民主。 

 
資料 H也指聯合國「有 100個前殖民地國家」，其力量較弱，因此需令「大大
小小國家國際生活民主化」，實指聯合國中國家彼此更有大小差異，仍欠民主。 

 
資料 H也反映出聯合國中，「民主化是急切需要做的事」，反映聯合國在結構上
仍欠民主，故大使才會要求推動民主精神於聯合國中。 

 
2018年考生答案#2 – 分數：3 /3分 

The United Nations is structurally not democratic, meaning biased to the old 
powers and ignored the new countries. 
 
From the Source, “Germany and Japan represent the new reality of the past 30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claimed by some parties and attempted 
to make Germany and Japan permanent member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they are old powers and the structure were biased. 
 
From the source, “The true reality of the past 30 years is that 100 or so former 
colonies have become full-fledged sovereign countries”, but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come permanent member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showing that 
the new countries are being ignored, which is not democratic. 

 
2018年考生答案#3 – 分數：1 /3分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 fairly included all nations, big and small. In source H, ‘For 
creating two new permanent member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that Germany and 
Japan represent the new reality of past 30 yea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hows that only recently Germany and Japan were allowed to enter United Nations. 
This organisation did not involve all nations no matter small or big and somehow 
their opinions are not included and it is unfair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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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家利益是否是一直以來妨礙國際合作的原因？[S+K](8分) 

 

國家利益有妨礙國際合作，但卻非一直以來都是妨礙，在小程度上是有助合作。

因此，我只在大程度上同意題目。 

 

妨礙方面。資料 G顯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頻頻使用否決權，於 1946-2000年間

使用否決權的次數多達 248次，使多個聯合國議案未能通過。可見，這些國家為

了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會使用否決權反對不利自己國家的議案，使合作受到阻

礙。 

 

資料 H是意大利聯合國代表的發言，其無法同意「設立兩國(德、意)新的安全理

事會常任理事國」，認為德、日能被推舉為常任理事國是基於兩國是強國。可見，

作為非強國的意大利為了自己國家利益，不贊成作為強國的德、意作為常任理事

國，害怕強國在聯合國中的話語權過大，結果構成了反對力量，妨礙合作。 

 

就我所知，東歐方面，在 1947年美國馬歇爾計劃的討論階段時，蘇聯恐懼東歐

國家受到馬歇爾計劃的吸引，故禁止東歐國家參與。可見，蘇聯為防自己在共產

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受損，限制了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 

 

西歐方面，英國恐怕自己的國家主權受損而拒絕簽訂廢除邊境關卡管制的《申根

公約》(1985 年)及使用歐羅(1999 年)，更於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要求

加入「緊急煞車」的條款，可以「影響重大國家決策」為由以終止合作項目。可

見，英國在歐洲經濟合作上為了國家利益而多番拒絕參與合作，使合作規模受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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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方面，儘管天花個案已經絕跡，但美、蘇恐懼他國會利用天花病毒作為生化

武器以對付自己，令己國安全受損，故堅持保留天花病毒。可見，國家的安全利

益考慮，使天花病毒仍然存在於世，消滅天花病毒的合作也因而受到妨礙。 

 

環境方面，美國、澳洲等發達國家不願為保護環境而強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年)。可見，經濟利益對許多國家而言極為重要，

使之拒絕在環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合作。 

 

科技方面，北韓為了保障國家國防安全，執意發展核武，於 1985年前拒絕簽訂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至 1985年簽訂後，仍然秘密發展核武。可見，國家安全

利益使北韓拒絕真誠與國際社會合作，使和平使用核科技的議題多次受到挑戰。 

 

國家利益許多時妨礙了國際合作，但有時也會進國際合作。 

 

資料 H中，發展中國家發起了不結盟運動，「促進相互經濟合作的運動」。可見，

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加強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會組成合作，共同發展經

濟。 

 

資料 H 中，發展中國家組成的不結盟運動是成員國「成員國不與任何強國正式

結盟，成員國之間亦不會互相結盟針對任何強國」。可見，這些國家為了保障國

家安全，不想捲入美、蘇的鬥爭中，故建立起合作，減低強國的影響力。 

 

就我所知， 軍事方面，為了避免受到其他國家的攻擊，保障國家安全，資本主

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分別成立了北約(1949年)及華沙公約組織(1955年)。可見，

國家的安全利益驅使兩大陣營的成員國分別進行合作，成立防守性的軍事機構，

促使了國際軍事合作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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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法、西德、意等歐洲國家為促進國家經濟復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於 1958年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加強會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可見，為推動經

濟發展的利益考慮促使了歐洲國家開展經濟合作。 

 

科技方面，美、俄、日及歐洲多國為了加強在物理、生物、氣象等多個範疇的科

技研發，於 1998年建立國際太空站，促使大規模的太空合作計劃出現。可見，

為了國家科技的發展，使國力更加強大，各國願意進行大規模太空科技合作。 

 

整體而言，國家利益在不同時期的多個方面都構成了重大的障礙，使許多合作的

規模受限或被迫終止。然而，在個別的情況底下，國際社會也會因國家利益而尋

求合作。因此，國家利益只是在大程度上妨礙了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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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生答案#1 – 分數：8 /8分 

I agree to a large extent. 
 
From Source G, veto power of USA and USSR were overused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 USSR vetoed up to 51 times within 1946-1950, while USA vetoed 
47 times in 1981-1990. There are unreasonably high number, and would definitely 
harm the function of UN. It shows the veto in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 harm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my own knowledge, Britain was unwilling to further cooperate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she was scared it would harm her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mightiness. For example, she didn’t sign the Schengen Agreement in 1985 and join 
the Eurozone. It shows that the emphasis on national interest of Britain harme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my own knowledge, the worry of US influence get into France made her 
unwilling to accept Britain as member of EC. Since US and Britain were close allies, 
France afraid entry of Britain would brought in US control to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she didn’t want to lose her sovereignty, she refused the entry of Britain for 
three times. National interests hinder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reover, from my own knowledge, US refused to sign the Kyoto Protocol since it 
would harm her national interest. It shows national interest harmed the 
cooperation of countries. 
 
Also, from my own knowledge, since countries such as US was unwilling to share 
their technology such as space technology to other countries, as they want to 
remain superior. National interest hind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o a small extent, national interest can promp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source H,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was ‘a movement in which a group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It shows to pursue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small states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s. 
 
Despite certain small states cooperated for national interests,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as unwilling to cooperate due to national interest. The statement was 
agreed to a larg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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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生答案#2 – 分數：7/8分 

我同意此說法。 

 
在資料 G中，美國和蘇聯的意識形態不同，故在不少議題上有不同利益，因此，
雙方為了維持自己利益而阻止 E座，例如在 1946-1990年，蘇聯運用了 50此否
決權，而且，在 1981-1990年，美國運用了 47此否決權，反映了雙方因利益過
多使用否決權，阻礙了合作成效。 

 
就我所知，在出力波蘭一事上，蘇聯為了維持共產利益，反對美國在波蘭引入

選舉的方案，阻礙了合作。 

 
在資料 H中，‘我們的組織未來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句反映了聯合
國內不同國家因不同利益而有不同看法，阻礙了組織的成效。 

 
在資料 H中，‘要世界各地的經濟和社會有進步。。。大大小小的國家國際生
活民主化。’反映了意大利為例維持資本主義的利益，大大宣揚民主，但這卻

有損共產國家的利益，阻礙了合作。 

 
就我所知，在經濟合作方面，一個在 1961和 1967年兩此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
但卻被法國拒絕，這是因為法國害怕英國加入會使美國加強對其控制，對於自

己利益有所損害，故反對其加入，反映了利益損害經濟合作。 

 
而在政治上，英國在 1990 年代反對歐盟的農業政策，而且也不肯使用歐盟，
更加加入阿姆斯特丹條約，在必要時使用否決權，反映了英國極力保護自己都

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而利益，因此處處反對合作，使合作的成效降低。 

 
而且，在醫療上，世界各地在 1946-2000 年都希望減少天花疾病，但是美蘇為
了防範對方，而不消除天花，使國際的醫療合作成效下降。 

 
此外，在經濟上，蘇聯為了鞏固其共產主義的利益，反對其同盟國加入馬歇爾

計劃，使偶在經濟合作上對立——東歐和西歐不能合作，因此，蘇聯也因利益

阻止合作。 

 
還有，在環境問題上，在 1990 年代的京都協約中，美國因為經濟利益而反對
減少污染物排放，使合作成效下降，反映了利益阻止合作。 

 
由此可見，以上反映反映餓了 1946-1990年代間多國因利益而阻礙合作，我同
意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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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生答案#3 – 分數：4/8分 

我同意。 

 
首先，資料 G顯示聯合國安理會於 46-00年間被強國壟斷，使用否決權，否決可能
對其他國家有利的政策，如美、蘇之間因着與冷戰的對壘及不和形勢，濫用否決權

否決對方提出的議案，並非以國際利益為依歸，反映國家利益阻礙國際和平的合作。 

 
其次，資料 H反映聯合國缺乏小國的參與，大國的壟斷下小國未能促使「國際生活
民主化」，反映大國着重於國家利益犧牲了小國的意見、聲音，阻礙國際合作。  

 
因此，資料 H中的「不結盟運動出現」，使發展中國家不與任何強國合作，反而導致
小國因自身利益而阻礙與強國的國際合作。 

 
就我所知，聯合國安理會一直只得五名常任理事有否決權，對其他小國並不公平，

大國因國家利益濫用否決權，阻礙國際合作。 

 
2018年考生答案#4 – 分數：6/8分 

I agree the statement to a large extent. 
 
From Source G,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frequently 
used the power of veto, up to 248 times in total. These vetoes due to national 
interest may have stop the progress of proposals that can hel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Source H, the “100 or so formed colonized have become full-fledged 
sovereign countries”, but their interest were not emphasized as the global powers 
were trying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 and right as a permanent powers, 
which hindere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the opinion of the weak nations 
can be less likely to be expressed. 
 
From my own knowledge, the nations like Iran may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s keep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 
This shows that national defense interest can hi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power. 
 
However, in some ways c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benefits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my own knowledge, countries have cooperated in the Worl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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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to give and receive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of disease, which 
eventually lead to the elimination of smallpox as they try to improve the nations’ 
own public health interest. Therefore, national interest can benef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metimes. 
 
In conclusion, as in more occasions that national interest was negative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 agree the sentence to a large extent. 

 
2018年考生答案#5 – 分數：5/8分 

I don’t agree. 
 
From source G, there are less and less vetoes among the countries, from 53 in 
1946-50 to 7 in 1991-2000. It shows internal cooperation as it can promote national 
interests, hence was facilitated throughout the years. 
 
From source H, there wa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as aligned alignment with major powers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ly, henc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ilitated them to 
cooperate with large instead of small powers. 
 
From own knowledg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nations caused them to join the 
Marshall Plan by the US with USD 13 billion alliance, which promoted economic 
operation. Although Eastern states didn’t join, it was due to ideology differences 
but not national interests. 
 
From own knowledge, due to national interests North Korea agreed to receive 
humanitarian fund from WHO, it shows that national interests improved 
cooperation. 
 
Although from own knowledge, US and Australia refused to join Kyoto Protocol in 
1997 due to national interests, hindering cooperation. 
 
Also, from own knowledge, big countries held medical patents and made medicine 
expensive, 1/3 of the medicine couldn’t be reached to poor states, it was due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n conclusion, I don’t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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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14-Q4 - 參考答案 

 

(a) 1954年在哪方面是教科文組織的轉捩點(3分) 

 

參考答案 

1954年後意識形態鬥爭的緩和是教科文組織的轉捩點。 

 

1954年前，冷戰的降臨使東西方的科學家難以透過教科文組織以作交流，例如

資料中提及「一個供東西方知識分子交流的會議亦不獲准舉行」，學術交流受到

限制。 

 

然而，至 1954年，隨著蘇聯成功加入教科文組織，意識形態的鬥爭在此時緩和

起來。 

 

在 1954年後，教科文組織內出現了「和平競賽的氣氛」， 例如「南北極探索之

行及第一屆國際地球物理年」，可見 1954年是教科文組織內部意識形態鬥爭的轉

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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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生答案#1 – 分數：2 /3分 

在參與國東歐國家出現，國際交流的轉變。 

 
資料 H中顯示「1954蘇聯終於加入成為會員國」。可見教科文組織歷史一向偏
於西方，更不接納東歐國家作為成員國。然而 1954隨著冷戰的緩和，其於接
納成員國，及其進入國際交流的一個轉捩點。 

 
 
2014年考生答案#2 – 分數：2 /3分 

Firstly, 1955 was a turning point as there was peace but not hostility. From Source 
H, before 1954, there was “persistent hostility of the US”, the Head of UNESCO was 
difficult to choose as each countries refused the others’ suggestion. But after 1954, 
there was “gradual thawing of Cold War hostilities”. Countries were less hostile. 
 
Secondly, new membership was no longer denied easily. From Source H, before 
1954, China was denied to join. But after 1954, USSR was allowed to join, though as 
communists states. 
 
Thirdly, there was mo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Before 1954, “a large part of 
research” was “ excluded fro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ut after 1954, there was 
“peaceful competition” like Polar Expeditions. 

 
 
2014年考生答案#3 – 分數：1 /3分 

1954年在科技研發上是教科文組織在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參考資料 H，指出
隨著冷戰緩和，國際間出現有關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會議，在此之前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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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生答案#4 – 分數：2 /3分 

1954年在國際合作方面是一個轉捩點。在 1954年前，蘇聯一直並未有加入組
織，「部分研究未能在國際間交流」。 

 
但至 1954年，蘇聯「終於加入為成員國」，並使組織出現首位俄羅斯人主管。
以之前是未有的，並使國際間合作變得緊密，有助交流。 

 
 
2014年考生答案#5 – 分數：3 /3分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SSR made 1954 as a turning point. 
 

From Source H, before 1954, owing to the hostilities brought by the Cold War, the 
USSR did not join the UNESCO. Also, the organization was biased to the West. 
 
From Source H, however, in 1954, the USSR finally became a member state of the 
UNESCO. 
 
From Source H, after that, the sense of peaceful competition is nurtured and there 
was voice from the communist bloc in the UNESCO finally showing that it was less 
biased towards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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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意識形態是否影響國際合作的最重要因素[S+K](7分) 

 

參考答案 

意識形態的確是影響 1945-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資料 H指教科文組織「偏袒西方」，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獲接納為成員

國」及「一個供東西方知識分子交流的會議亦不獲准舉行」，反映基於教科文組

織基於由大多資本主義國家把持，結果妨礙了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合作。 

 

此外，資料指冷戰的出現令「強國都將大量資源投放於研究以及由國家統籌的發

展項目」，避免將技術外涉予敵對意識形態陣營的國家，結果減少將研究項目帶

到國際社會中開發，大大妨礙了國際合作。 

 

再者，資料指「冷戰衝突逐漸緩和」後，國際協作能夠成功進行，更出現了和平

競賽的氛圍，包括進行「南北極探索之行」及舉行「第一屆國際地球物理年」，

可見冷戰的緩和有助國際合作的出現。 

 

而且，資料指很多科學家視國際合作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志業」的一種手段，顯

示很多科學家有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思想，拒絕與法西斯團體合作，使國際

合作受到限制。 

 

就我所知，意識形態的差異使惡性軍備競賽出現，妨礙了國際社會在推動和平使

用核科技的努力，如北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猜忌及恐懼，使之不願放棄發展核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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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意識形態也影響著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由於美國恐嚇共產主義會在戰後

惡劣的經濟環境下迅速發展，因此推行「馬歇爾計劃」援助西歐，導致西歐國家

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以分配馬歇爾計劃的貸款，成為西歐經濟統合的開端。 

 

另一方面，蘇聯也因恐懼東歐國家被馬歇爾計劃所吸引，因此開展了「莫洛托夫

計劃」，並且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建立與東歐的經濟合作關係，可見意識形

態塑造了歐洲經濟協作的發展。 

 

再者，冷戰時期，由於資本主義的美國陣營和共產主義的蘇聯陣均猜忌對方會利

用生化武器來攻擊自己，因此不願意完全銷毀國家存庫內的病毒，令天花病毒卻

仍未有完全被銷毀，結果妨礙了國際社會在消滅天花病毒的合作。 

 

至後期，意識形態的鬥爭隨著冷戰結束後減少，前共產主義各國更成功加入了北

約，如捷克、波蘭於 1999年加入，這間接反映出在冷戰結束前，意識形態是國

際合作的阻礙。 

 

雖然有其他影響 1945-2000年間國際合作的因素，但重要性不及意識形態。 

 

實務主義也影響著國際合作。資料指出儘管在冷戰時期，蘇聯仍能於 1954年加

入由西方國家把持的教科文組織，並且一名俄羅斯人在 1959年成為自然科學部

的主管，這反映了國際間會因為實際需求或能力而進行合作。 

 

然而，意識形態較為重要，因意識形態會影響國際社會對實務主義的採取，如蘇

聯於1954-60年間能夠積極參與教科文組織的運作是基於當時冷戰進入緩和時期，

才使蘇聯的參與有所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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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國家利益的考慮也影響著國際合作，例如在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上，

美國等發達國家也為維持經濟發展而不願簽訂《京都議定書》(1997)，反映國家

利益的考慮阻礙了國際協作的進行。 

 

然而，大多國家重視意識形態的考慮多於國家利益，例如儘管美國的馬歇爾計劃

有助振興受助國的經濟發展，但蘇聯也因意識形態的顧慮而禁止東歐國家參與，

可見意識形態的考量最為重要。 

 

因此，意識形態是最重要的因素。 

 
 
 
 
 
 
2014年考生答案#1 – 分數：5 /7分 

是最重要因素。 

 
資料 H 中顯示「一個供東西知識分子交流的重要會議亦不准舉行」。可見意識
形態，阻礙了東西方的國際合作。 

 
另外資料 H指出「隨著冷戰降臨，強國強國都將大量資源投放於研究以及由國
家統籌的發展項目，惟大部分研究未能在國際間交流」可見冷戰期間，因意識

形態的不同，導致了國際合作的阻礙。 

 
就我所知如在經濟合作方面，東、西歐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促使了國家的合

作和交流中斷，可見意識形態對國際合作而言是最重要因素。 

 
然而，利益衡量亦是其原因之一。 

 
就我所知，如西歐進入經濟統合時期，英國便因自己的利益而未能加入歐洲共

同體，轉而發展自由貿易聯盟，進行對抗，可見利益衡量亦是因素之一，但不

及意識形態。 

 
總括而言，意識形態是最重要因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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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生答案#2 – 分數：4 /7分 

就影響 1945-2000年國際合作而言，意識形態是最重要因素。 

 
資料 H 有指基於冷戰令東西歐不能就關於原子能安全用途上展開合作。不過 1945-2000 年多
個國際合作非受意識形態影響，例如從環境方面國際協作而言，發達國家的利益衝突有礙就

改善環境方面的國際合作。例如美國不肯簽署京都議定書，落實減排。 

 
還有，就人口方面的國際協作，主要是天主教國家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分歧使人口政策

進程緩慢，並非受意識形態影響此方面之協作。 

 
可是，資料有指就意識形態問題美國會否決如中國等共產主義加入，東西方知識分子交流的

重要會議不能召開，減少國際協作的機會。 

 
2014年考生答案#3 – 分數：3 /7分 

Ideological facto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gains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Source H,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 China was a communist, was denied membership to 
UNESCO, as it maintaine “a bias to the west”. 
 
Also,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A major 
conference con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as refused and not successful 
to corporate. 
 
Besides,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 the USSR was not given membership until 1954 as in Source 
H, as the USSR was a communist. 
 
From my own knowledge, the Eastern countries like Lithuthina , Eastern Germany and not allowed 
to join the Marshall Plan as the USSR denied due to the Cold War. 
 
Yet,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From my own knowledge, countries were afraid of new membership of Eastern countries as they 
were often poorer, like the EU. 
 
Also, countries were afraid of losing sovereignty, like the UK refused the Euro. 
 
Yet, it was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and Cold War made 
countries suspicious of the others like the US and the 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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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考生答案#4 – 分數：6 /7分 

意識形態是最重要因素。 

 
根據資料 H，科技上的國際合作就被意識形態影響。由於 1948年，中國是共產
主義的國家，因此「中國」不被聯合國的接納成為會員國。 

 
另外，冷戰是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對抗。因此資料指冷戰使「科學

家與政府上間的關係變得複雜」，阻礙國際合作。 

 
就我所知，意識形態會使在人口協作問題上出現困難，例如有些國家信奉伊斯

蘭教，不鼓勵節育，使在人口問題上，這些國家不願合作，影響國際合作。 

 
此外，在軍事合作上，由於資本主義美國為了團結資本主義集團，因此成立北

約，以防止共產主義赤化資本主義國，促進合作。 

 
另外，蘇聯因抗衡美國的資本主戡而成立華沙公約團結共產主義國家，促進了

華沙公約內各國的合作。 

 
然而，經濟因素亦影響國際合作，如西歐國家因希望經濟能在二戰後迅速復

甦，因而提出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但是，1945-2000年經濟合作由意識形態組成，因歐國為防上西歐國家被赤化，
因此為西歐提供 130億美元援助，促進歐洲經濟合作。 

 
因此，意識形態才是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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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O出題分析 

 
A. 因素 
 直述及評估類 

1 討論聯合國在促進國際社會協作一事上面對什麼困難。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單主項) 

2 「意識形態是影響國際社會進行協作的最主要原因。」試參考

1945-2000年間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3 「利益衝突是 20世紀下半葉妨礙國際社會進行合作的最主要因素」
你是否同意此說？ 

4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在什麼程度上妨礙了國際社會進行合

作？試參考 1945-2000年間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B. 情況 
 直述及評估類 

5 國際社會於解決 20世紀人類面對的主要環境問題上作出了什麼努
力？ 

6 討論聯合國在解決人口議題及以環境保育議題中的角色。 

7 追溯並解釋 20世紀下半葉國際社會在人口及糧食問題上的努力。 

 
 兩極化類 

8 試就解決國際衝突和促進國際間文化及社會合作兩個範疇，評論聯合

國在 1945-2000年間是否是一個理想的國際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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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意義 
 直述及評估類 (以下例題同屬於兩極化類) 

9 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上，聯合國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10 聯合國在解決 20世紀下半葉的環境問題一事上取得了多大成效？ 

11 聯合國在促進人口和環保兩個領域的國際合作上有多大成效？ 

12 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在處理人口增長衍生的問題上取得了多大成
效？ 

13 評估世界衛生組織在推動醫療衛生工作上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兩極化類 

14 「聯合國在解決人口增長的問題上未能取得成功；卻在解決環境問題
上取得了成功。」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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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解決 20 世紀下半葉的環境問題一事上取得了多大成

效？ 

 

背景 環境問題於 20世紀期間急速惡化，為應對環境問題，聯合國作出了積

極的努力以保育環境。 // 架構 雖然其未能根治部分環境問題及消除分歧，但

卻成功喚起了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建立起規模化的合作和緩和了部分環

境問題。 // 立場 因此，聯合國在解決環境問題上雖有不足，但亦取得了頗大

的成效，在環境保育一事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主旨句 其一，聯合國成功喚起了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成效顯著。 // 

段落內容 1972年前，國際社會對於環境保育的意識較低，環境問題並非國際社

會討論的焦點議題。然而，至 1972年，聯合國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參

與國家達 113個，會議中承認了環境問題為一嚴重的問題，使環境保育成為往後

國際社會著重解決的議題。此外，會議亦將每年 6月 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

並於每年建立不同的主題，例如是水資源、沙漠化，讓各國政府因應每年的主題

而展開宣傳，有助提高各國人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再者，聯合國繼續作出努力

以提高各國政府及人民的環境保育意識，例如 1987年的《布倫德蘭報告》提出

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平衡社會﹑環境和經濟三方面的發展，成為了各國政

府制訂政策的重要方向，大大喚起了各國對環境保育的關注。 // 小結 可見，

聯合國成功喚起了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使各國開始著手解決問題。 

  

Es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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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聯合國成功建立起規模化的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於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1972年)未成立前，國際間對於解決環境問題所成立的條約及組織規模較

小，作用也相對較小。然而，至 197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後，其開始統籌

環保工作，有系統地召開會議及簽訂條約以解決環境問題，使國際間建立起規模

化的合作以應對環境問。例如，在氣候問題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 1992年召

開了里約地球高峰會，提出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國以自願方式減少

溫室氣體的排放。及後，聯合國於 1997年制定了《京都議定書》，規定已發展國

家在 2010 年的六種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較 1990 年減少 5.2%，使各國的合作由

自願性質逐步轉變至強制性質。可見，聯合國建立起規模化的合作以應對環境問

題，成效顯著。 

 

    其三，聯合國成功緩和了部分環境問題，成效不容忽視。於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成立後，其致力解決環境問題，保育環境。在其不懈的努力下，部分環境問題

已經得到緩和，例如臭氧層問題方面，於承認臭氧層被破壞後，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隨即制訂方案以解決該問題，先於 1985年在維也納舉行會議，簽訂了《保護

臭氧層維也納公約》，限制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品(氟里昂)。及後，又於此基

礎上，提出了《蒙特利爾議定書》(1987年)，要求簽署國進一步限制使用氟里昂，

大大減低了各國使用氟里昂的數量，使臭氧層問題穩定下來。可見，聯合國有助

緩和部分環境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雖然聯合國在解決環境問題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亦未能忽視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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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部分環境問題仍然未能有效解決，故聯合國的努力仍然存有局限。雖

然聯合國於解決環境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部分問題仍然未能完全根

治。例如，在全球暖化的問題上，縱使聯合國已經逐步強制會員國減少溫室氣體

的排放，但直至 2000年時，全球暖化的問題仍然嚴重，全球氣溫仍然不斷上升。

此外，在瀕臨物種的議題上，雖然聯合國已經作出多番努力以保護瀕臨物種，例

如於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要求參與國簽訂《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保護生

物多樣性，但瀕臨物種在人為獵殺及環境破壞的情況下，整體數量仍然下降。可

見，儘管聯合國有助緩和環境問題，但卻未能完全根治此等問題，故存有局限。 

 

    其次，聯合國未能解決各國在發展經濟及保育環境方面的分歧，使成效存有

局限。雖然聯合國雖然已經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試圖平衡環境、經濟

及社會的發展，但國際社會對於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之間仍然存有極大的分歧，

使國際社會未能通力合作以根治環境問題。例如在發展中國家方面，大部分發展

中國家不願犧牲經濟利益以保護環境，積極砍伐森林以開闢土地，使大面積的森

林受到破壞，其中亞馬遜雨林在 1990-2000 年間的 10 年間，受破壞的面積增加

了 41%，令保育森林方面的努力遇到重大的阻礙。此外，已發展國家方面，部分

已發展國家也不願放慢經濟發展的步伐，例如美國、澳洲等國家就於《京都議定

書》(1997年)推出時拒絕加入，聯合國也因需要尊重各國的意願而無計可施。可

見，聯合國未能解決部分國家在發展經濟及保育環境上的分歧，故存有局限。 

 

    總括而言，儘管部分環境問題和分歧仍然存在，局限了聯合國努力的成效。

然而，聯合國已經成功喚起國際社會對於環境保育的關注，以及建立起規模化的

合作及緩和了部分環境問題，取得了頗大的成效，使全球各國共同建立努力以應

對環境問題，是環境保育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意義非凡，取得了頗大的成效。 

 

字數：1,862 

 由於上文論點同時具有「緩和部分問題」和「未能根治部分問題」雙方論點，因

此同學於總結部分應交代清楚衡量成效的方向是依據整體的意義(使全球各國共

同建立努力以應對環境問題，是環境保育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意義非凡)。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筆記設有 tricky位/錯誤示範，無上課者請自行留意﹗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2020-21Version-C)                                  108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上，聯合國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背景 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以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為其宗旨。 // 架構 然

而，聯合國雖然在促進世界合作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包括加強了國際社會在

人口、環境和醫療等方面的合作，但卻在促進世界和平一事上作用有限，未能在

冷戰、以阿和巴爾幹等衝突中發揮其維和的作用。 // 立場 因此，聯合國在促

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成效是毀譽參半。 

 

主旨句 首先，聯合國在緩和冷戰一事上的成效甚微，未能有效促進和平。

// 方法+成效 雖然聯合國在冷戰時期嘗試調停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

敵對關係，但卻成效有限。例如在 1948-49年的柏林危機時，當衝突涉及美、蘇

等霸權國家時，聯合國的功能隨即被架空，未能介入以調停危機。此外，在 1950-53

年的韓戰時，儘管聯合國派遣聯合國軍支援南韓以對抗北韓，但卻導致了戰事的

擴大化，因中國為對抗聯合國軍，也派出軍隊支持北韓，最終導致韓戰激烈化，

戰爭最後只是因雙方僵持不下而宣告停戰。再者，在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時，

雖然聯合國秘書長吳丹作為中介人以斡旋美、蘇的衝突，但危機的解決最終也是

由美、蘇雙方透過秘密談判以解決，聯合國的維和作用也不宜高估。 // 小結 可

見，聯合國面對強國霸權的衝突時表現軟弱，未能在冷戰的衝突中扮演積極的角

色，成效乏善可陳。 

  

Es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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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聯合國在解決以阿衝突一事上也成效有限。為了解決猶太人與巴勒斯

坦阿拉伯人的領土糾紛，聯合國在 1947年通過了「聯合國巴勒斯坦分割方案」，

在巴勒斯坦分別建立猶太國(以色列)和阿拉伯國。然而，聯合國的方案卻成為往

後雙方衝突出現的要因，因方案將巴勒斯坦的 56%土地劃予人口只有約 35%的猶

太人，相反，人口佔約 65%的巴勒斯坦人只獲得 43%的土地，令其十分不滿，不

但否認猶太國的建立，更在獲得鄰近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下對以色列開戰，導致了

1948-49年第一次以阿戰爭的出現。往後，雙方的衝突未有因聯合國的調停而終

結，更於 20世紀結束前再次爆發了四次戰爭。儘管至 20世紀末，阿拉伯人放棄

以戰爭方式對付以色列，但卻轉而至以恐怖主義方式進行，反而令世界陷於恐怖

主義的陰霾中，而聯合國也難以阻止。可見，聯合國的方案不但促使以阿衝突的

出現，其更未能阻止的戰爭的出現，使戰火不斷，成效有限。 

 

再者，聯合國解決 1990年代巴爾幹衝突上也缺乏成效。雖然聯合國於 1990

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嘗試協調衝突國家達成停火協議，又

派遣維持和平部隊到巴爾幹負責監察停火和保護平民。然而，聯合國的成效甚微，

因巴爾幹國家無視聯合國的斡旋，使戰事持續多年。此外，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不

但未能確保衝突雙方停火，甚至於波黑戰爭中被脅持作為人質(1995年)。最終，

正正因為聯合國的無能，美國等大國轉而將制裁行動交由北約進行，於 1995年

轟炸塞族人的聚居地。至 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西方國家甚至架空聯合國，北

約在未有獲得聯合國授權就直接發動空襲，反映聯合國對於調停巴爾幹衝突的成

效極為有限。可見，聯合國未能有效解決 1990年代巴爾幹衝突，對於維持和平

的成效甚微。 

 

儘管聯合國在維持世界和平一事上乏善可陳，然而，其對於促進國際社會在

人口、環境和醫療等方面的合作意義非凡，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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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聯合國對於促進人口方面的合作貢獻重大。於 1945年前，國際社會

對於人口議題的合作鬆散，關注亦不足，忽視了人口劇增對資源和環境造成的巨

大壓力。然而，至 1945年聯合國成立後，聯合國積極促進各國在人口議題上的

合作，例如成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1945年)，增加各國在農業科技方面的交

流，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開創了國際社會在糧食方面建立組織性合作

的先河。再者，聯合國又定期舉行會議以監察及討論人口議題，例如於 1974年

開始舉行了第一屆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往後，聯合國每 10年舉行一次

國際會議，分別於 1984年和 1994年再次舉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聯合國國際人口

與發展會議，確立了國際社會在解決人口議題上的會議體系。可見，聯合國對於

促進各國在人口議題上的合作時取得了重大的成效。 

 

其二，聯合國在推動環境合作一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於 1972年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成立前，國際社會大多只是依靠非政府間的組織，例如國際自然保

育聯盟(1948年)以推動環境保護的工作，缺乏政府間的大規模合作。然而，至

197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後，其成為了政府間負責統籌環境工作的專責機

構，大大促進了國際社會在環境上的合作，包括舉行會議以集合世界各國共同應

對環境議題，例如於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的參與國就多達 172個。此外，聯

合國亦促進了會員國逐步合作以解決環境問題，例如在全球暖化問題上，聯合國

先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992年)，要求各國自行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再到《京

都議定書》(1997年)時規定已發展國家進行減排，建立了規模化的合作。可見，

聯合國為國際社會在環境合作一事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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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聯合國在促進世界醫療合作一事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於 1948年

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前，國際間在醫療上的合作較為鬆散，例如 1918年出現「西

班牙大流感」，大多國家都是各自為政，未有建立系統性的合作。然而，至 1948

年聯合國成立了世界衛生組織，其對於促進各國在醫療方面的合作意義非凡。於

世衛成立後，其統籌國際社會在醫療和衛生方面的合作，例如在 1967年開展全

球疫苗接種計劃以對付天花病毒，最終使天花於 1980年在全球絕跡。此外，各

國以世衛作為中心，互相交流疾病的資訊，例如當 1997年香港出現禽流感時，

世衛隨即向其他國家發出警報，有助遏止傳染病的傳播，反映世衛建立了國際間

良好的通報機制，當一發現病毒時迅速通知其他國家。可見，聯合國大大促進了

國際社會的合作，是醫療及衛生史上的重要轉捩點。 

 

總括而言，雖然世界在 20世紀下半葉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但聯合國在

促進和平一事上的確乏善可陳，對於解決冷戰、以阿和巴爾幹等衝突時均成效不

足。然而，其對於推動國際社會在人口、環境和醫療等方面合作一事上則舉足輕

重。整體衡量之下，聯合國在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成效是一般，功過參半。 

 

字數：2348 

 

該年考生表現 
 表現：令人失望 
 關鍵詞「多大成效」，要求同學均衡地探討成就與局限 
 表現較差的考生： 

 籠統地討論聯合國的局限及問題 
 列舉聯合國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上的措施，但未有評估成效 
 錯誤用例，例如運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史實錯誤，例如指聯合國要求北約轟炸科索沃、聯合國負責奧斯陸協

定 
 「國際和平及合作」是重要課題，同學應熟悉相關機構及措施，並能評估

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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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導致戰爭；國家利益導致合作。」闡釋此句說法。 

 

國家利益即金錢、人命、權力等各方面的滿足國家需求及欲望的事物。國家

利益對於塑造國際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但會驅使國家之間爆發戰爭，

同時也能夠使其互相合作。以下，將以國家利益導致二次大戰爆發和導致歐洲國

家在二次大戰後進行經濟合作為例子，闡釋此說。 

 

國家利益導致了二次大戰的歐洲戰線爆發。一次大戰後，德國在《凡爾賽條

約》的苛刻條款下，被迫賠款 330億美元、損失超過 10%領土和人口，利益大損。

同時，英、法在 1915年倫敦會議中承諾給予阜姆、達爾馬西亞等地予意大利以

引誘意大利倒戈攻打德國，但事後卻只提予提洛爾及伊斯特尼亞，令意大利深感

國家利益受損。德、意兩國在戰後受到不同程度的利益剝削及損失，國民的不滿

成為納粹希特拉和法西斯墨索里尼上台的最佳溫床。上台後，兩人積極實行對外

擴張政策，以奪回國家利益。意大利方面，其於 1924年就迫南斯拉夫交出阜姆

及 1939年侵佔阿爾巴尼亞等，獲得了大量的領土利益。德國方面，希特拉上台

後積極尋求「生存空間」，大幅擴張領土，包括 1938年合併奧地利和 1939年吞

併捷克全境。最終，大戰在德國突襲波蘭的情況下爆發。另一邊廂，英法兩國於

一次大戰及經濟大蕭條後陷入了經濟困窘，為避免再次陷入戰爭以損害國家利益，

兩國對侵略國採取了綏靖政策，例如 1938年在慕尼黑會議中將蘇台德區割讓予

德國，結果助長了侵略者的野心，大戰也在綏靖政策的不斷退讓下爆發。可見，

國家利益導致了歐洲戰線的爆發。 

  

Es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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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導致了亞洲戰線的觸發。於 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世界各國大多

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提高關稅，形成貿易壁壘，日本的出口量受到波及而銳減，

大量工廠因而倒閉，日本在 1930年代初的失業人數更高達 300萬人。在經濟不

景氣的情況下，日本軍人主張以對外擴張方式以攫取別國利益，振興國力。於是，

日本自 1930年代初起頻頻侵略別國，例如於 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

國東北地區和 1932年發動「一二八事變」侵略中國上海一帶。及後，更於 1937

年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略中國，以獲取中國龐大的領土、資源、人力及市

場等，使中日戰爭爆發，點燃起二次大戰的亞洲戰火。除了中國外，日本為取得

更多的資源，將野心染指至東南亞各國，於 1940年提出「大東南共榮圈」，以從

歐美列強手上解放東南亞為藉口，實際是侵略東南亞，視東南亞為日本發展的資

源區，剝削東南亞國家的利益以自肥，包括石油、橡膠等。結果，東南亞的戰火

四起，印度、緬甸、泰國等無一幸免，亞洲戰線因而進一步擴張。可見，日本為

國家利益而挑起二次大戰的亞洲戰線，驅使戰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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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也使美蘇捲入戰爭，觸發起多的戰事。蘇聯方面，蘇聯早於 1939

年 8月，因恐怕自己受到德國攻擊及意圖取得波蘭領土而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

條約》，為保國家利益而解除了德國腹背受敵的憂慮，使德國在無所顧慮的情況

下突襲波蘭，導致大戰的爆發。雖然蘇聯在戰爭初期能夠處之泰然，避免國家利

益受損。然而，隨著蘇聯國力不斷壯大，蘇聯對德國的威脅日增，希特拉在權衡

利害之下，認為共產蘇聯的國力膨脹會令德國往後需要面對更棘手的對手，於是

在 1941年實行「巴巴羅薩作戰計劃」，偷襲蘇聯。最終，由於蘇聯對納粹德國的

國家利益構成威脅，德蘇戰爭因而爆發，蘇聯也無法再置身事外。美國方面，美

國同樣在戰前基於國家利益而拒絕介入戰爭，只是隔岸觀火。但是，隨著美國在

戰爭初期不斷借貸及提供軍事援助予同盟國，加上美國聯同英國停止向日本出口

石油。由於石油是日本持續作戰的重要資源，此舉將對日本的利益構成嚴重打擊。

日本在保障國家利益，爭取最後戰爭勝利的考量下，於 1941年 12月突襲美國珍

珠港。結果，美國也被迫捲入戰事，太平洋戰爭爆發。可見，國家利益使更多二

次大戰的戰事爆發，愈來愈多國家被迫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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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國家利益導致二次大戰的爆發，以下將討論國家利益導致了歐洲國

家在經濟方面相互合作。 

 

國家利益導致了西歐國家在二次大戰後進行經濟合作。二次大戰後，惡劣的

經濟環境成為共產主義滋長的溫床，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構成嚴重的利益威脅，

怕共產主義不斷赤化更多國家，使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市場不斷收縮。因此，為

了阻止共產主義蔓延及恢復經濟，西歐國家向美國借貸[馬歇爾計劃]，並為了分

配馬歇爾計劃的 130億美元貸款而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1948年)，成為了

西歐的經濟合作基礎。此外，為了刺激經濟發展，比、荷、盧三國早於 1948年

也成立了「比荷盧聯盟」，透過降低關稅以刺激相互之間資源互通，推動經濟發

展。比荷盧聯盟的成功使啟示了法國，法國希望仿傚並擴大經濟合作，以刺激區

內經濟發展，聯同比、荷、盧、西德和意大利建立起「內六國」的合作，成立了

「歐洲煤鐵共同體」(1952年)、「歐洲經濟共同體」(1958年)及「歐洲共同體」(1967

年)等持續進行合作。再者，英國雖然在 1960年與奧地利、瑞士等成立了「歐洲

自由貿易聯盟」，組成「外七國」的合作，但由於外七國的經濟成果遠不及歐共

體，結果外七國成員國陸續加入歐共體。往後，西歐國家進一步擴大合作，於

1993年加成立歐盟，歐盟也於 1999年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

可見，國家利益驅使西歐國家進行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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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也促使了東歐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並往後參與西歐的合作。隨著美

國於 1947年提出「馬歇爾計劃」，援助西歐國家以對抗共產主義。蘇聯有感馬歇

爾計劃會對東歐國家產生吸引力，從而動搖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損害蘇聯的

利益。為了對抗馬歇爾計劃，以及促進相互之間的經濟發展，蘇聯於 1947年就

推出莫洛托夫計劃，與東歐國家簽訂一連串的貿易及經濟協定，例如向阿爾巴尼

亞提供 600萬美元的貸款援助，以供其購買農業及輕工業機器；蘇聯向波蘭提供

棉花、鐵礦及石油產品等資源，波蘭則向蘇聯提供紡織品及焦炭等資源，以刺激

經濟發展。往後，為進一步加強東歐的經濟合作以帶來更多的利益，蘇聯與東歐

國家於 1949年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使東歐的合作變得更加緊密。往後，

至 1980年代末東歐開始脫離蘇聯控制後，由於東歐經濟遠落後於西歐，為了獲

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包括外國在東歐的投資、提高貿易額及促進旅遊業等，東歐

國家也開始參與西歐的經濟統合，東歐多國陸續於 1991年後與歐洲共同體簽訂

協議，包括《歐共體—波蘭協定》、《歐共體—匈牙利協定》，獲得加入西歐經濟

統合的候補資格，加強經濟往來，為東、西歐的經濟統合鋪路。可見，國家利益

也締造了東歐國家的經濟合作，並推動往後的歐洲經濟一體化。 

 

總括而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家利益一方面能夠驅使國家之間爆發戰

爭，使世界性戰事出現，同時也能促使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締造緊密互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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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同意 20 世紀的特徵是國際合作較國際衝突更為顯著？試

解釋你的看法。 

 

「衝突」指爭吵、摩擦的情況，甚至有可能動用武力，以致處於戰爭的狀態；

「合作」指聯合起來做共同的項目。 在 20世紀期間，儘管發生了多次的國際衝

突，但事實上，國際合作的意識迅速提高，更令國際社會在不同方面均開始了史

無前例的大規模合作關係，故題目所言確能成立。以下，將從政治、經濟、社會

方面討論。 

 

政治方面，20世紀期間充斥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危機和戰爭。踏入 20世紀，

國際關係已經因民族主義和殖民地爭奪等因素而使關係極為緊張，最終 1914年

因奧匈皇儲被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行刺而發生的塞拉耶佛危機更成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導火線，人類迎來了首次的世界性大戰。戰後，隨著極權

主義的興起，德、意、日等軸心國的侵略，例如日本 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1939

年德國突襲波蘭和意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令人類在一次大戰結束後不足 20 年

的時間就再次陷入另一場世界大戰。二次大戰後，儘管全面性的大戰未有在 20

世紀結束前出現，但零星的衝突和戰爭卻持續不斷，例如柏林危機(1948-49年)、

古巴導彈危機(1962 年)、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形成了資本主

義和共產主義國家分庭抗禮的冷戰形勢。可見，20世紀的國際衝突持續不斷。 

  

Es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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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 世紀更多的是國際合作。為了避免戰爭爆發，世界各國均積極進

行合作以營造出勢力均衡及和平友好的氛圍。在 20 世紀初時，列強以同盟制度

建立防守性的合作，例如德奧意的三國同盟(1882 年)及英法俄的三國協約(1907

年)，防範敵對國的威脅。儘管一次大戰印證了同盟制度的失敗，但戰後由美國

總統威爾遜提倡而成立的國際聯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際維和組織，會員

國多達 63 個。至二次大戰後，國際間亦成立了聯合國以取代國聯，聯合國成功

匯聚了全球大多國家參與，會員國至今更多達 193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維和組織。聯合國透過以經濟制裁及軍事行動等的合作方式以維持和平，例

如於韓戰(1950-53 年)時，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同時得到會員國的軍隊支援

下，援助南韓對抗北韓入侵。除了聯合國外，20 世紀下半葉時資本主義國家和

共產主義國家也分別建立了北約(1949年)和華沙公約(1955年)以組成合防守的同

盟，以防受到敵對陣營的攻擊，其中北約成員國亦於 1983年開展「星戰計劃」，

建立戰略防禦合作以防受到蘇聯的導彈攻擊。可見，國際合作是持續不斷地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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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國際合作較國際衝突更為顯著。就趨勢而言，儘管 20 世紀上半

葉的國際衝突接連不斷，更發生了兩次大戰，但趨勢在二次大戰後得到放緩，資

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進入了冷戰的對抗形勢，卻未有發生直接的大規模熱

戰，僅是出現零星的地區性危機和戰爭，此趨勢更隨著時間而減少，至 1970年

代後已經鮮有大型危機，後來冷戰更於 1980年代中後期的緩和趨勢中落幕。相

反，國際合作的趨勢不斷加強，由同盟制度發展至國際性維和組織，由國聯的失

敗經驗再發展至聯合國的規模性合作，至 20世紀下半葉，國際衝突已經大大減

少，取而代之的是緊密無間的合作關係。因此，20 世紀的特徵是國際合作較國

際衝突更為顯著。 

 

經濟方面，20 世紀期間存在不同形式的經濟衝突。經濟發展是國家利益的

重中之重，各國對經濟利益均十分重視，因而會觸發不少危機或衝突。例如在

20 世紀初，列強為了爭奪殖民地利益而屢生衝突，包括德法為爭奪北非摩洛哥

而導致的兩次摩洛哥危機(1905 年；1911 年)。一次大戰後，儘管殖民地爭奪已

經放緩，但經濟爭端已經不斷，例如法國及比利時基於德國未能償還《凡爾賽條

約》的賠款而派軍進佔德國魯爾區，使魯爾危機(1923年)出現。往後，雖然因經

濟問題而出現的實質衝突減少，但衝突就演變成新的形勢鬥爭 – 貿易戰。其中，

在 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各國大幅提高關稅，掀起了近代最大規模的貿易戰，

國際關係在 1929 年後急劇惡化。二次大戰後，最顯著的貿易戰就是 1980-90 年

代的美日貿易戰。隨著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日在經濟問題上的磨擦

不斷，美國更在1980年代對日本的汽車、電子產品徵收高達100%的懲罰性關稅。

可見，20世紀期間亦有頗多經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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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際合作的發展更為顯著。儘管 20 世紀初，國際經濟合作的概念並

不流行，因各國傾向利用殖民地利益或與殖民地的關係以促進經濟發展，例如英

聯邦國家於 1932年簽訂了《渥太華協議》，降低英國與其殖民地的關稅以消除貿

易壁壘，促進貿易。至二次大戰後，隨著歐洲各國的經濟百業蕭條，加上共產主

義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下迅速蔓延，西歐國家率先進行經濟合作，例如德、法、意

等內六國成立了「歐洲煤礦共同體」(1952年)以加強煤、鐵等資源運用，往後又

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58年)等持續進行合作。另一邊廂，英國為首的外七

國也於 1960年成立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以推動會員國間的貿易發展。至於

東歐方面，蘇聯與東歐國家也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1949年)以強化相互的

合作關係。歐洲經濟合作的成功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仿傚，例如東南亞國家於

1967年成立「東盟」以強化區內的經濟合作；聯合國於 1995年正式成立「世貿」

以促進各國的貿易夥伴關係。可見，國際合作是百花齊放。 

 

相比之下，國際合作較國際衝突更為明顯。就形態及規模而言，經濟衝突由

20 世紀初實質的軍事衝突逐步轉變至往後嚴重性較低的貿易戰層面，國際合作

的意識在二次大戰後迅速崛起並取代了經濟對抗的概念，世界各地為推動經濟發

展而建立區域合作組織，令經濟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百花盛開，開啟了人類

歷史上最繁盛的經濟合作時期。至 20 世紀末，隨著冷戰的局勢緩和及結束，前

東歐國家逐步融入西歐的經濟統合，加上世貿的成立，世界經濟更趨向變得一體

化。可見，經濟上的合作較衝突更為耀目奪眼。 

  



時間勝於金錢，小課就有專人教授，事半功倍﹗ 
筆記設有 tricky位/錯誤示範，無上課者請自行留意﹗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2020-21Version-C)                                  121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社會方面，20 世紀期間不無國際衝突。社會議題上，各國因社會問題而出

現的衝突也屢見不鮮。在人權問題，巴黎和會(1919年)提出了「民族自決」的原

則，允許波蘭、捷克等民族國家建立，但與此同時卻在《凡爾賽條約》中將德國

排除在「民族自決」的原則外。往後，德國在 1938年以「民族自決」為由向捷

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取回蘇台德區，成為了基於人權問題而出現的一大衝突。

此外，在環境議題上，美國、澳洲等已發展國家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在《京

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出現重大的利益衝突，美國及澳洲更因中、印等發展中

國家無需強制進行溫室氣體減排在拒絕簽訂協定，成為了環境議題上的一大衝突。

可見，20世紀期間也存在有國際衝突。 

 

然而，國際合作是前所未有地大規模湧現。於 20 世紀上半葉時，各國已經

開始在社會議題上進行合作，例如國聯在 1920年成立後，就將廢除奴隸制度視

為是申請加入國聯的其中一項必要條件，將推動國際社會合力廢除不符合人權的

奴隸制度。往後，國聯在國際販毒、衛生等議題上促進各國的合作。至二次大戰

後成立的聯合國，國際合作的觀念更加是發光發熱，各個社會議題的合作得到了

充分擴展。在醫療方面，世界衛生組織(1948年)的成立大力推動了各國在疾病及

衛生問題上的合作，例如世衛在 1967年開展全球性的天花根除計劃，全球各國

踴躍參與，為人民接種疫苗，使得天花個案能夠在往後絕跡。在糧食方面，聯合

國糧農組織(1945年)的建立也提供技術及資金援助予發展中國家，協助提高農產

品以消滅飢荒。在環境方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1972年)成為了最大規模的聯合

國環境專責機構，致力促進各國合作以應對各項環境議題，例如在全球暖化的議

題上，促成立了京都議定書(1997年)的簽訂，為規範溫室氣體排放踏出了至關重

要的第一步。可見，國際合作在不同範疇上均得到充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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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國際合作較國際衝突更為顯著。就頻率而言，國際社會衝突的頻

率較低，而且除了 1930年代德國以人權為由的侵略外，大多社會上的國際衝突

均局限於爭執的層面，而未升級至軍事行動。相反，國際合作在 20世紀中葉開

始，各方面的次數均大幅度增加，合作是時時刻刻地進行，而且更是得到了全球

各國在不同範疇的踴躍參與，形式了現今緊密相依、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規模

更加是史無前例。可見，社會上的國際合作百花齊放，遠較國際衝突來得顯著。 

 

總括而言，雖然 20 世紀期間的國際衝突屢見不鮮，更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

兩次世界大戰，但國際合作的概念逐步取代了國際衝突，各國展開各方面的合作，

以營造出和平及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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