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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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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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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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選擇： 
 

免費參與 K.W.Ho Instagram不定時的筆記放送活動，

以獲得總數超過 5000頁之 Unbeatable Notes 
 

每堂$75價錢報讀以課題為重心， 

同時強化課文與修正技巧之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每堂$200價錢報讀 

以技巧/來年趨勢為重心之 

Super Advanc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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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eatable Notes 
(無課)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小課) 

Super Advanced Course 
(Premium) 

費用 Free $75@一堂 
* 4堂之課題學費：$300 

* 6堂之課題學費：$450 

$200@一堂 
* 4堂之課題學費：$800 

 
優惠 不適用  推介新生報讀，新、舊學生每期半價。 

 合共報讀 8期或以上，並考獲 5**者，將獲已報讀課
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 

 換言之，期期帶新生報讀，期期享半價。同時，報讀 8
期或以上而取得 5**，再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
半作獎學金，變相可以免費讀完課程。 

內容  免費使用多達 5000
頁筆記 

 包括課文、史實、題

目、範文、5**考
卷、各類型參考書等 

 在 K.W.HO教導下，使用

Unbeatable Notes 
 深入教授每個課題之考

核重點 

 專為學習答題技巧而設之

課程 
 或專門針對最新年度考試

而設之課程 

適合對象  全部 
 特別是時間極充裕及

理解能力出眾的學生

(筆記多達數千頁，用
法變化多端，加上大

量 tricky位，無補習者
請自行領悟及研習) 

 全部 
 特別是時間不足/基礎一
般之學生 (在 K.W.HO 教
導 下 ， 迅 速 掌 握

Unbeatable Notes 的內容
及用法) 

 目標 5-5** 
 想針對性學習答題技巧 
 想獲得最新考試資訊及技

巧 

專人解答  不會回答任何問題  可解答報讀之課堂及筆記的相關問題 

課程報讀 不適用 [建議順以下次序報讀] 
 第一次世界大戰(4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6堂) 
 冷戰(6堂) 
 國際合作(4堂) 
 日本(6堂) 
 中國(6堂) 
 香港(4堂) 

[自選課程報讀]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論述

題(上)(4堂)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論述

題(下)(4堂)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資料

題(4堂) 
 待續…請留意每年之更新 

改文服務 不設  可加購改文服務 

教材 Free 
(到 K.W.Ho Instagram 
完成活動即可取得) 

 使用 Unbeatable 
Notes(電子版筆記)。 

 同學可選擇加購實體版

筆記。 

 筆記不設電子版筆記，亦

沒有免費版本提供。 
 報讀課程後將派發實體版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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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學習方向： ………………………………………………………………………………………………………. P.4-5 

課文：  

I. 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 P.6-15 

II. 日本的經濟發展 …………………………………………………………………………………… P.16-21 

III. 日本的政治發展 …………………………………………………………………………………… P.22 

IV. 日本的社會發展 …………………………………………………………………………………… P.22 

V. 日本的外交發展 …………………………………………………………………………………… P.23-28 

大事年曆表： …………………………………………………………………………………………………… P.29-30 

出題趨勢： ………………………………………………………………………………………………………. P.31-32 

資料題：  

 DBQ#1 「國內因素是影響 1945-1980 年間日本發展的主要因素。」

你是否同意此說？參考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

案。  …………………………………………………………………………………….. 

 

 

P.33-39 

 DBQ#2 「外國因素是促使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

強國的主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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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40-47 

DBQ#3 

 

20 世紀末，日本在亞洲地區擔當了什麼角色？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 

 

P.48-53 

歷屆試題參考答案： 
 

DSE-2019-Q2 內部因素是否是締造日本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 …………… P.54-58 

DSE-2015-Q3 1945-80 年代的日本經濟發展主要是否受內部因素影響 …. P.59-63 

DSE-2013-Q2 日本成為亞洲強國主要是否基於盟總政府奠定的基礎 …… P.64-69 

DSE-PP-Q1 1945-75 年間日本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否由於外國因素 ……… P.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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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O 出題分析: ……………………………………………………………………………………. P.73-74 

論述題：   

  Essay#1 

  

相對於其他因素，美國的扶助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

經濟復甦一事上有何重要性？ ………………………………………….. 

 

P.75-77 

  Essay#2-4 「美國因素是影響日本在 1945-60 年代發展的主要因素。」

你是否同意此說？試解釋你的答案。 ……………………………….. 

 

P.78-89 

Essay#5-6 

  

「日本在 1952-2000 年間對亞洲各國的外交主要希望為其

戰爭罪責作出補償。」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P.90-96 

  Essay#7 

  

「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禍而

非福。」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P.97-99 

  Essay#8 

  

「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福多

於禍。」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P.100-102 

  Essay#9 你 是 否 同 意 美 國 促 進 多 於 妨 礙 日 本 的 發 展 ？ 試 參 考

1945-2000 年間的日本發展，解釋你的看法。 ………………….. 

 

P.103-106 

  Essay#10 「日本於 1945 年戰敗是因禍得福。」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P.107-109 

  Essay#11 

  

比較軍國主義統治時期(1931-45)及盟總佔領時期(1945-52)

對日本發展的影響。 …………………………………………………………… 

 

P.110-112 

  Essay#12 

  

試以日本為例子，闡述「人禍往往導致新的政策及發展」

此說法。 ………………………………………………………………………………. 

 

P.113-117 

  Essay#13 探討日本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 P.118-121 

  Essay#14 選取一個 20 世紀下半葉的一個「強國」，討論該國家為何

可被視為是「強國」。…………………………………………………………….. 

 

P.122-124 

  Essay#15 

  

討論 1949-2000 年間影響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

和不利因素。 ………………………………………………………………………. 

 

P.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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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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大戰後的重建與增長 
 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 

學生須追溯及解釋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及其政

治及社會發展，並舉例說明日本與其

他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

方面的轉變與延續。 

主要學習內容 

I. 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外在因素：美國的扶助 
 外在因素：二戰後的國際形勢 
 內在因素：日本政府的努力 
 內在因素：日人的民族特質 

 
 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重要

性及局限 
 與其他因素間的相對重要性 

II. 日本的經濟發展： 
 第一階段：復甦期(1945-52) 
 第二階段：黃金期(1952-73) 
 第三階段：放緩及穩定期(1973-90) 
 第四階段：低迷期(1990-99) 

 
 每個時期的概況 
 導致轉變的原因 

III. 日本的政治發展： 
 政治發展 
 特徵 

 
 概況 

 
IV. 日本的社會發展： 
 特徵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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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日本的外交發展： 
 日本的外交政策 
 與亞洲國家於政治﹑經濟﹑社會方

面的狀況 
 有利及不利日本與鄰近國家發展

關係的原因 

 
 

VI. 歷史的背景與發展 – 主要例子： 
1. 日本戰敗，美國為首的盟總佔領日

本(1945 年) 
2. 《企業再建整備法》(1946 年) 
3. 《土地改革法》(1946 年) 
4. 《昭和憲法》(1947 年) 
5. 《禁止壟斷法》(1947 年) 
6. 《教育基本法》(1947 年) 
7. 《學校教育法》(1947 年) 
8. 《穩定經濟九項原則》(1948年) 
9.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 
10. 韓戰(1950-53 年) 
11. 經濟審議廳及通商產業省(1952年) 
12. 《三藩市條約》(1952 年) 
13. 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
界銀行(1952年) 

14. 美國撤出日本(1952年) 
15. 日本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1955年) 
16. 「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55年) 
17.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 

 
18. 越戰(1961-75 年) 
19. 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美元與黃金

脫鉤(1971 年) 
20. 乒乓外交(1971) 
21. 「中日聯合聲明」(1972 年) 
22. 「日本列島改造論」(1972 年) 
23. 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 
24. 日本國民生產總值首次出現負增
長(1974年) 

25.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 
26. 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年) 
27. 「太平洋合作五原則」(1982 年) 
28. 「廣場協議」(1985 年) 
29. 「里庫路特事件」(1989 年) 
30. 泡沫爆破(1990年) 
31. 「日朝會談」(1991 年) 
32. 「佐川急便事件」(1992 年) 
33. 自民黨在大選中失勢(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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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 美國的扶助(外在因素) 

 

1. 美國的扶助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重要性 

A. 政治方面：美國為日本提供有利的國內政治環境以促進經濟發展 

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為日本提供民主改革，如於 1947 年為日本頒布《昭和憲法》，

禁止日本擁有軍隊，節省了軍費開支及確立了以經濟復甦為目標的國策。此外，

美國為由的盟總政府亦剷除軍國主義於日本的勢力，如召開戰爭法庭，審判約

6,000 名軍人及整肅超過 20 萬與日本擴張政策有關的人士，避免了軍國主義再度

崛興以損害日本經濟的發展，最終有助日本於良好的政治環境下發展經濟。 

 

B. 經濟方面：制訂適宜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復甦 

美國為日本國內打造了有利經濟復甦的環境，如解散財閥，美國協助日本推行《禁

止壟斷法》及《企業再建整備法》等，防止壟斷出現以阻礙經濟發展及有助推動

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另外，又於農業方面推行土地改革，如推行《土地改革法》

以限制地主的土地，並且收購地主超過法定面積的農地並以接近零的價格售予佃

農，使大約 80%的耕地面積獲得解放，農民獲得土地後有助提昇生產力。可見，

美國為日本制訂有效的經濟政策，對日本經濟得以復甦實意義重大。 

 

C. 經濟方面：造成特需景氣以刺激日本經濟發展 

韓戰及越戰時，美國選擇日本為其軍需品及補給品的基地，向日本購買大量軍事

物資，同時，美軍及其家屬亦在日本大量消費，均等造成「特需景氣」，促進日

本經濟發展。正正因為美國帶來的外幣，使日本的外匯儲備大大增加，如韓戰期

間，日本外匯儲備由 1949 年約 2 億增至 1952 年的 11.4 億，增幅於短短 3 年內

高達 5 倍，強化了日本政府的經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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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育方面：提高日人的教育水平以帶動經濟發展 

美國於佔領期間繼續加強日本教育水平的發展，如 1947 年為日本推行的《學校

教育法》規定兒童需接受 6 年小學及 3 年初中的 9 年強迫教育，使日人的教育水

平大幅提昇，亦為工﹑商業市場提供優質的勞動力。 

 

E. 軍事方面：減低軍事開支以刺激經濟發展 

美國於 1952 年撤出前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美軍繼續駐

守日本以保護日本國土安全，日本只需保留由少數軍人組成的自衛隊。因此，美

國的軍事援助令日本的軍費開支大為減少，投放於軍事的開支僅不足國家整體開

支的 1%，因此有助投入更多資源到經濟發展及更專注於推動經濟發展。 

 

F. 外交方面：促使日本工業打入外國市場 

美國安排日本與多個同盟國(如緬甸﹑印尼等)簽訂《三藩市條約》(1952 年)作為

賠償條約，允許日本利用商品及勞動力作為賠償，變相有利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

國家的市場，為日本貿易開拓生機，大大有助日本的經濟重建及發展。 

 

2. 美國的扶助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局限 

A. 時間性：美國的影響力限於初期 

美國的影響僅集中於二次大戰後的初期，自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於 1952 年撤

出日本後，美國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大減，美國已無力直接干預日本的經濟政策，

故不應過度高估美國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影響力。 

 

B. 負面影響：美國的懲罰性關稅政策損害日本經濟發展 

自 1965 年起，日本扭轉了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於戰後首次錄得 5.9 億美元的順

差。及後，兩國的貿易差距持續擴大，更成為美國在經濟上的強勁對手，兩國間

的經濟磨擦也因此而生。為了扭轉貿易逆差及避免日貨在美國傾銷，美國先後在

1980 年代開始對日本的半導體產品、彩色電視機及汽車徵收 100%的懲罰性關稅，

導致日本的出口量大幅減少，成為了不利日本經濟發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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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的扶助較其他因素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重要 

A. 美國的扶助 ＞ 戰後的國際形勢 

 從因果關係而言，因美國利用當時的國際形勢扶助日本的發展，使國際形勢

變得有利日本的經濟發展 

 如二戰後，美國協調日本與同盟國的戰爭賠償問題，使日本得以以貨品作為

賠償，令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市場 

 而且，韓戰本來對日本並未帶來有利形勢 

 但正正因為美國選擇日本作為物資供應的場所，使日本的軍需品出口量大增 

 

B. 美國的扶助 ＞ 日本政府的努力 

 美國為日本奠定了有利經濟復甦的基礎，使日本政府能於後盟總時期收割經

濟成果 

 如美國於盟總時期為日本頒布《穩定經濟九項原則》(1948 年)以協助其解決

通貨膨脹及銀行財政困難等問題 

 及後，日本政府才能於此等基礎上繼續發展，如以「貿易立國」及「出口第

一」作為發展策略 

 

C. 美國的扶助政策 ＞ 日人的民族特質 

 就影響力而言，當時日本財閥壟斷日本經濟，即使日人擁有優良的民族特質，

但礙於環境所限，亦難以發揮作用，刺激中﹑小企業的發展 

 但美國正正為日本經濟發展打造有利形勢，解散財閥，使中﹑小型企業能得

以於戰後急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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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 二戰後的國際形勢(外在因素) 

 

1. 二戰後的國際形勢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重要性 

A. 冷戰的有利形勢 

冷戰的有利形勢大大有助日本的經濟發展，因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需要在亞洲尋

找盟友抗衡共產蘇聯的擴張。更甚，中國共產黨於 1949 年成功擊敗國民黨，成

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令共產勢力於亞洲進一步擴大，因此，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

積極扶助日本的經濟發展，如於美國的協調下，日本與東南亞的同盟國簽訂《三

藩市條約》，以勞動力及商品作為戰爭賠償，有助日本改善經濟及與東南亞國家

的關係。 

 

B. 特需景氣的影響 

二戰後，中國﹑朝鮮﹑越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為爭奪政權而爆發多

次戰爭，使日本經濟因而受惠，尤以韓戰(1950-53)及越戰(1961-75)最為明顯。美

國以日本作為補給基地，向日本訂購軍火﹑坦克等軍事物資，因此帶動了日本的

軍事及相關工業的發展。同時，美軍家屬在日本消費也促進了日本的商業發展。

以韓戰為例，日本於韓戰期間的出口量便激增了 3 倍，而且外匯儲備由 1949 年

約 2 億增至 1952 年的 11.4 億，增幅於短短 3 年內高達 5 倍，大大加強了日本政

府的經濟實力。 

 

2. 二戰後的國際形勢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局限 

A. 負面影響：後期的國際形勢不利於日本的經濟發展 

國際形勢不利日本的經濟發展，如 1973年爆發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大幅攀升，

油價於 3個月內漲價超過 3倍，結果使大量工廠因成本上升而倒閉，工人隨之失

業，經濟大受打擊，甚至令日本國內生產總值錄得 1.4%的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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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性質：國際形勢為被動因素 

國際形勢只為一客觀形勢，若缺乏人為因素的影響，對於日本經濟復甦實難以發

揮有效的作用。 

 

3. 二戰後的國際形勢較其他因素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重要 

A. 戰後的國際形勢 ＞ 美國的扶助 

 從因果關係而言，戰後的國際形勢促使美國必須要扶助日本重建國力 

 因共產主義於二戰後的亞洲迅速擴大，中國﹑朝鮮﹑越南等多國均受到共產

主義的威脅 

 使美國需要於亞洲地區尋找戰略伙伴以抗衡共產主義的擴張 

 因此，原本打算嚴懲日本的方案改變為扶助日本 

 

B. 戰後的國際形勢 ＞ 日本政府的努力 

 就影響力而言，戰後的國際形勢較日本政府對日本經濟復甦更為重要 

 因冷戰促使美國需要扶助日本的發展，並且特需景氣也大大增加了日本的進

口量和外匯儲備 

 但日本於戰後初期由盟總政府所領導，日本自身的政府並無實權，對於經濟

發展的影響力甚微 

 

C. 戰後的國際形勢 ＞ 日人的民族特質 

 就影響力而言，戰後的國際形勢較日人的民族特質更具影響力 

 戰後的國際形勢對於日本貨物的出口量影響重大，如韓戰特需令日本的進口

量激增 3 倍 

 雖然日人優越的民族特質有助加強經濟生產力，但若缺乏有利的特需景氣，

日本的出口量實難以在短期內激增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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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 日本政府的努力(內在因素) 

 

1. 日本政府的努力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重要性 

A. 經濟方面：制定經濟為主的國策及計劃 

日本政府於盟總政府撤出後隨即致力發展經濟，確立「貿易立國」、「出口第一」

的國策，並透過通商產業省、經濟審議廳等機構以制定合適的經濟發展策略及為

企業提供技術支援。此外，日本政府又制定及推行宏觀的經濟計劃，如 1955年

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目標實現經濟獨立，並且促進工商業及貿易的發展，

結果 1955-6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 9.1%，遠高於預期的 5%。及後，又

於 1960年推出「所得倍增計劃」，目標 1970年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及國民收入增

加 2.7倍，結果 1970年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及國民收入就上升了 4倍多。 

 

B. 教育及科技方面：提高教育水平以推動經濟發展 

日本政府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不斷增加投放在教育方面的經費，令教育經費由

1950-72 年間增加達 24 倍。重視教育的政策不但使日本實現初中的普及教育，

即使高中入學率在 1976 年也達到 93%。在 1970 年代，以就業人口計算，每 7

個日人當中便有 1 人是大學生，這成為往後日本發展高科技工業的有利基礎。此

外，日本政府也重視科技的發展，例如早於 1953 年已經頒布《理科教育振興法》，

強調加強理工科目的應用以振興該科目的發展，並且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

增加理工科的招生、大量增設工學院等，培養技術人才，成為推動農業革新及工

業技術提升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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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交方面：積極開拓貿易市場 

日本政府積極與外國建立緊密的貿易關係，如於 1957 年與澳洲簽訂《日澳貿易

協定》，以強化雙方的貿易關係及解決貿易爭端。此外，日本政府為打進世界市

場，取得更多的原料及出口市場，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例如於 1952 年加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及後，又於 1955 年簽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及

1964 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使日本的出口市場大增，年均貿易增長率在

1955-70 年間平均增加 16.9%，貿易得到迅速發展。 

 

2. 日本政府的努力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局限 

A. 角色：於早期扮演被動角色 

日本政府於盟總時期扮演被動的角色，因於 1945-52 年被佔領期間，所有主要政

策均由盟總政府制訂，如 1947 年的《昭和憲法》﹑1948 年的《安定經濟九大原

則》等等，日本政府於此時期的貢獻及影響甚微。因此，日本政府於最困難的重

建時期不能作出重大的貢獻，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一事上實存局限，不能過於

被高估。 

 

B. 情況：日本政府內部政權不穩 

隨著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戰敗，日本政府的內部出現重大變化，因原本的軍人政府

倒台，新上台的政府權力未穩，更替頻繁，如首相幣原喜重郎及片山哲的任期均

不足一年，至吉田茂於 1948 年第二次成為首相後，局勢才穩定下來。但是，動

盪的政局就大大局限了日本政府的施政，成為日本政府於戰後初期未能對重建經

濟作出重大貢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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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政府的努力較其他因素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重要 

A. 日本政府的努力 ＞ 美國的扶助 

 就時間性而言，美國的扶助更限於二次大戰後的初期，自以美國為首的盟總

政府於 1952 年撤出日本後，美國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大減 

 然而，1952 年後至今，日本政府對國家的發展有著無可挑戰的主宰性，所

有經濟政策及措施均由日本政府所推行，例如實行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55

年)，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實大於美國 

 

B. 日本政府的努力 ＞ 戰後的國際形勢 

 從條件利用而言，國際形勢只為一客觀及被動的外在條件，並不會主動促使

日本經濟復甦，但日本政府正正能把握此一有利條件，因時制宜，使日本經

濟能成功得以發展 

 如二戰後，軍需品的需求急劇回落，日本工業以非軍事工業的生產為主，但

韓戰於 1950年爆發後，日本政府隨即轉投軍需品生產，使日本經濟能藉「韓

戰特需」而得以急速發展 

 

C. 日本政府的努力 ＞ 日人的民族特質 

 就角色關係而言，日本政府發揮制訂計劃及指導的作用，提供明確以經濟發

展為首要目標的方向，團結全國上下一心專注發展經濟 

 因此，日本政府作為領導者的角色，而日本民眾則作為遵從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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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原因 – 日人的民族特質(內在因素) 

 

1. 日人的民族特質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重要性 

A. 服從方面：具服從性的傳統習性 

日人對上級有著極高的服從性，因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近代的日本教育均強

調絕對服從的思想，如《教育敕語》(1890 年)中向學生灌輸忠君愛國的服從思想。

這種絕對服從的思想植根於日本社會，日人甚至會願意為國犧牲，二次大戰期間

的「神風敢死隊」便是其中例子。戰後，這種習性對於推動日本經濟恢復起了重

要的作用，當政府號召人民全力振興經濟發展時，國民上下一心全程投入，形成

風行草偃之效，使經濟迅速發展。 

 

B. 學習方面：善於吸納新知識 

傳統以來，大和民族都是一個樂於吸收外來知識及文化的民族，如中世紀的「唐

化」是學習中國、近代的明治維新是學習歐美等西方國家。這種兼收並蓄的習性

大大有利於戰後日本經濟改革的進行，由於日本積極學習歐美的工業技術，令日

本在 1950 年代起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技術革新時期，在重工業、化學、合成纖維、

電子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均因新的技術而突飛猛進。技術的革新大大提高了工業的

生產力及質量，對於刺激經濟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C. 儲蓄方面：樂於儲蓄及勇於投資 

克己節約是傳統武士道精神及近代日本教育強調的美德。二次大戰後，儘管日人

的收入大增，但大部分日人都不會過度消費，反而是將錢儲蓄在銀行，此舉一方

面令到存款者可以收取少許利息，同時使銀行擁有更多的資本貸款予企業，從而

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受貸款的日本企業勇於投資，相對於全球多個工

業國家，日本把較高的國民生產總值花在投資上，例如在 1961 年時民營企業的

設備投資就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23%。不斷的投資擴大了企業規模及設備，形成

雪球效應，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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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制度方面：具日本特色的管理制度 

日本擁有特獨的企業管理制度，強調和諧的人際關係及員工對於上級的忠誠，因

此，對日人而言，公司猶如一個大家庭，管理層就像父母一樣肩負起照顧員工的

責任，而員工也樂於為公司工作，歸屬感得到提高。此外，大多日本企業實行終

身僱用制度，即使面對經濟不景氣，企業也只會以調整薪酬、福利等方式以削減

開支，因此令日本的失業率一直偏低，充分運用了人力資源以建設國家經濟，並

且維持一定的人均消費力，使經濟發展保持繁榮。  

 

2. 日人的民族特質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的局限 

A. 性質：民眾力量的鬆散 

民族特質不應被高估，因民眾力量的本質是鬆散的，必須有明確的指導及方向才

能團結一致，實踐目標。加上，風行草偃，人民受著上層統治者的影響及指導，

如二次大戰前，當權的軍國主義者主張四出侵略，煽動國內極端民族主義，以致

日人走上戰爭之路，經濟生產以戰爭需求為主，結果拖垮了經濟的發展。因此，

民族特質必須依靠能幹的領導及周詳的計劃才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否則民眾力

量只會如一盤散沙，不足以推動經濟迅速復甦。 

 

3. 日人的民族特質較其他因素對於日本成功復甦經濟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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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發展 

 

日本於 1945-99 年間的經濟發展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復甦期(1945-52) 

 第二階段：黃金期(1952-73) 

 第三階段：放緩及穩定期(1973-90) 

 第四階段：低迷期(1990-99) 

 

1. 第一階段(1945-52) 

A. 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復甦期 

日本於 1945-52 年由盟總政府管治，經濟發展處於復甦及重建的階段，在國民生

產總值及工業生產指數方面均由戰後的低位開始回升。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

由 1946 年的 17 美元升至 1950 年的 132 美元。同時，在工業生產指數方面，亦

由 1948 年的 55 增至 1950 年的 84。可見，日本的經濟於此一階段在谷底反彈，

逐漸回復到接近戰前水平。 

 

B. 造成該階段發展的原因： 

BI. 美國的扶助 

美國為抗衡共產主義於亞洲的擴張，故積極扶助日本復甦經濟，於佔領日本期間

為為日本推行了全面的改革措施以助日本重建經濟，如於 1947 年頒布《昭和憲

法》，建立穩定的政治環境以發展經濟；於 1948 年推行《安定經濟九大原則》以

穩定國內經濟狀況。而且，美國更於 1945-52 年間為日本提供 20 多億美元的貸

款，多虧美國的扶助，日本得以於短時期內迅速復甦經濟。 

 

BII. 戰後的國際形勢 

戰後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日本的經濟復甦，因資本主義的美國為了抗衡共產主義

的擴張，改變了對待日本的態度，由打算嚴懲日本轉為扶助日本，使美國積極扶

助日本的發展。更甚，由於韓戰(1950-53 年)的爆發，日本作為美軍於補給基地，

為美軍提供軍火及糧食補給，加上美軍家屬於日本的消費，使日本經濟大大受惠

於「韓戰特需」，經濟復甦迅速。 

第一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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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1952-73) 

A. 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黃金期 

日本於 1952 年開始重獲自主，經濟發展進入另一急速增長的階段，出現了多次

經濟景氣，而且人民生活水平亦大幅提高。在經濟景氣方面，日本於 1954 年就

開始進入神武景氣(1954-57 年)、岩戶景氣(1958-61 年)及伊奘諾景氣(1966-70 年)，

日本經濟發展極度蓬勃，國民生產總值於 56-73 年更以平均 9.1%的幅度增長，增

長幅度十分大。至 1968 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更成功超越西德，成為全球第

二經濟大國。此外，日人生活水平方面，日本普遍家庭擁有的「三大件」亦由

1960 年代初的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和雪櫃升級至 1960 年代末的汽車、冷氣機及

彩色電視機，生活十分富裕。可見，此時期乃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經濟發展

極為迅速，更被譽為「經濟奇跡」。 

 

B. 造成該階段發展的原因： 

BI. 美國的扶助 

雖然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於 1952 年撤離日本，但美國則繼續扶助日本的經濟發

展，如於撤出日本前與日本簽訂《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美軍繼續駐守日本，

以減低日本的軍事開支，更專注發展經濟。此外，在美國的安排下，日本於 1952

年與多個盟國簽訂《三藩市條約》(1952 年)作為賠償條約，但條約准許日本以勞

動力和商品作為賠償，此舉有助日本打入東南亞市場，使日本經濟得以迅速發

展。 

 

BII. 國際形勢 

冷戰的形勢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十分有利，如越戰(1961-75 年)的爆發締造了「特

需景氣」，美國在越戰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遠遠超過韓戰，使日本再之充當美軍

的補給基地，為美軍提供補給品及軍火，令日本的外匯收入大幅增加。因此，有

利的國際形勢為日本帶來鉅大的利益，使日本成為最受惠於冷戰的國家。 

 
  

第二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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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I. 日本政府的努力 

日本政府於 1952 年盟總政府撤走後隨即專注發展經濟，不但提出以經濟發展掛

帥的基本方針，於 1952 年成立經濟審議廳及通商產業省以統籌全國經濟發展策

略，更制定宏觀的經濟計劃並定期檢討，如 1955 年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等，

以規劃經濟的發展。此外，為提高貿易出口量，日本政府也於 1952 年加入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以及於 1955 年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刺激出

口量，最終，於日本政府的積極努力下，日本成功創造「經濟奇跡」。 

 

BIV. 日人的民族特質 

日人的民族特質對於經濟復甦亦具重要性，因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近代強調忠君

愛國的服從思想使日人願意遵從政府決策，上下一心專注發展經濟。而且，具東

方特色的管理制度營造了穩定的就業率及和諧的工作環境，均有助令日本經濟能

於谷底迅速反彈。 

 

3. 第三階段(1973-90) 

A. 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放緩及穩定期 

日本經濟於第二階段時期的急速增長後進入了放緩及穩定期，經濟出現隱憂，但

經濟於此階段仍然有所發展。在隱憂方面，1976-90 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僅

只有平均 4%的增長幅度。於 1980 年代，日本經濟更出現資產泡沫，股價市場逐

步脫離實際經濟發展，日本經濟暗藏隱憂。然而，在增長方面，儘管日本經濟開

始放緩，但日本經濟仍然持續增長，例如人均國民收入於 1987 年已成功超越美

國，其外匯儲備於當年也超越西德，居於世界首位。可見，此時期的日本經濟進

入放緩的階段，經濟問題也開始浮現，但經濟仍然有穩定的增長。 

 

  

第三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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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造成該階段發展的原因： 

BI. 石油危機(減慢經濟發展) 

於 1970 年代發生兩次石油危機，分別是 1973 年及 1979 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尤

以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止了日本急速的經濟增長，因當時日本有 78.1%

的進口石油均來自中東地區，由於中東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宣佈暫停石油出口，令

到日本經濟受到直接的打擊，不少企業因石油價格上升而受到波及，甚至倒閉，

因而令經濟發展被迫放緩下來。 

 

BII. 「尼克遜衝擊」(減慢經濟發展) 

由於 1971 年時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日本政府採取了擴張

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應對。至 1973 年，擴張性政策使通貨膨脹率急升，日本政

府被迫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而緊縮政策則使經濟增長驟然降低，更成為 1974

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出現負增長的成因，可見，「尼克遜衝擊」對於日本經濟的

確帶來一定的影響。 

 

BIII. 「日本列島改造論」(減慢經濟發展) 

「日本列島改造論」(1972 年)是田中角榮任內提出的方案，建議利用高速鐵路串

連起日本各地，以發展全國經濟。然而，計劃於社會引起重大的回響，凡是被視

為實行計劃的地區均出現土地搶購熱潮，造成土地價格攀升，繼而影響物價及造

成通貨膨脹。 

 

BIV. 日本政府的努力(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因) 

為減少石油危機對日本帶來的衝擊，日本政府積極開發新能源，如 1974 年，通

產省鼓勵日本企業開發太陽能﹑地熱能及合成天然氣等新能源，有助日本經濟安

穩渡過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此外，政府也大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如

能源消耗較少的知識密集型和尖端技術型工業，包括半導體及家用電器等，為商

人提供貸款及稅務優惠，為日本經濟開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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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階段(1990-99) 

A. 日本經濟發展的第四階段：低迷期 

日本於 1980 年代末出現資產泡沫，並於 1990 年代初的爆破，股票及房地產市場

雙雙跌至谷底，經濟陷入長期的低迷狀態，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保持低位。在股票

方面，日經股價從 1989 年末的 38,891 日元跌至 1992 年秋的不足 10,000 日元。

而且，在土地價格方面，商業用地價格僅跌至巔峰時期的 1/3，住宅用地的價地

也跌至不足 60%，經濟嚴重衰退。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1992-1999 年間的年均

增長率只有 0.9%，其中 1998 年更錄得 2%的負增長，反映經濟長期不景。可見，

20 世紀末日本經濟發展陷入低迷，90 年代的經濟發展更被稱為「失落的十年」。 

 

B. 造成該階段發展的原因： 

BI. 過度的投資風氣 

隨著經濟的急速發展，普遍日本民眾及企業對於未來經濟前景持樂觀的態度，因

此積極投資股票及房地產市場，令到股價及土地價格不斷飆升，例如日經股價於

1985-89 年間便由 12556 點劇增至 34059 點，升幅高達 2.7 倍；全國土地價格總

額也在 1985-90 年間由 1000 多兆日元倍增至 2300 多兆日元。與此同時，許多企

業也向銀行借貸以擴建業務，大幅增加生產線以提高產量。結果，過度的投資風

氣使股票及房地產市場的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實際的經濟增長，企業的生產量也遠

高於需求，形成了泡沫經濟。最終，泡沫於 1990 年代初爆破，很多企業因股價

及房地產劇跌而破產，使日本陷入了 1990 年代的經濟倒退。 

 

BII. 日本政府的應對失策 

美元匯率過高造成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為改善此情況，美國與日本﹑德等經濟強

國達成「廣場協議」(1985 年)，介入匯率市場。然而，此舉導致日元大幅升值，

出口量下降，日本政府因而採取低利率政策應對，但則掀起了熾熱的投機氣氛，

造成泡沫經濟。日本政府為抑制泡沫膨脹，於 1990 年初制定一系列強硬措施，

包括將官定利率由 2.5%大幅提高至 6%，並且加強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限制，結

果刺破經濟泡沫，使股價急速受挫，經濟陷入低迷。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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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I. 美日之間的經濟磨擦 

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隨著日本經濟的急速發展而不斷擴大，自 1965 年起，日本

扭轉了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於戰後首次錄得 5.9 億美元的順差。及後，兩國的貿

易差距持續擴大，更成為美國在經濟上的強勁對手，兩國間的經濟磨擦也因此而

生。為了扭轉貿易逆差及避免日貨在美國傾銷，美國先後在 1980 年代開始對日

本的半導體產品、彩色電視機及汽車徵收 100%的懲罰性關稅，導致日本的出口

量大幅減少，日本企業也因減產而關閉生產線，使經濟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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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治發展 

 

1. 政治發展 

日本於 1945-99 年間的政治發展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盟總時期(1945-52) 
 第二階段：政黨林立的自治時期(1952-55) 
 第三階段：「五五體制」時期(1955-93) 
 第四階段：「政界重組」時期(1993-99) 

 

2. 特徵 

A. 民主制度的確立 
B. 政黨政治的復興 
C. 一黨獨大的兩黨政治 
D. 貪污舞弊醜聞不斷 

 

日本的社會發展 

1. 社會發展的特徵 

A. 自由平等化的社會 
B. 物質生活的改善 
C. 工農生活的改善 
D. 女性地位的提高 
E. 多元文化共存 
F. 教育的民主化及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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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外交發展 

 

1. 日本的外交政策發展 

A. 1950-70 年代初：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 

在 1950-70 年代初，日本的外交政策大體上是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儘管以美國

為首的盟總政府於 1952 年撤出日本，但由於當時日本的經濟狀況並未能完全復

甦，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日本與周遭國家關係甚為惡劣，因此日本需要依賴

美國作為中介人的角色，協助改善與鄰近國家的關係。 

 

B. 1970 年代：重建外交自主 

到了 1970 年代中葉，由於日本經濟已經成功恢復過來，於 1968 年更成為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日本對美國在經濟上的依賴大大減少。同時，日﹑美因經濟事務而

出現的磨擦日益增多，日本希望擺脫美國在外交及經濟上的影響力，以有利於其

重建外交和經濟自主。 

 

C. 1980-90 年代：致力恢復日本的大國地位 

隨著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漸強大，日本希望進一步強化日本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

色。加上，隨著美國的貿易赤字擴大及蘇聯的內部不穩，兩國在東亞及東南亞的

影響力已大大退卻。因此，日本希望藉填補此一勢力真空以提高其國際地位及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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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亞洲國家於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狀況 

A. 政治方面 

AI. 維護地區和平 

日本對於維護地區和平起了積極的作用，其以軟硬兼施的方法以促進解決北韓的

核問題。在談判方面，日本於 1990 年代初以糧食援助作為契機，打開與北韓對

話的大門，與北韓進行「日朝會談」。儘管「日朝會談」未能取得即時的成效，

但卻有助下啟 21 世紀的「六方會談」出現，對於維護地區和平起了不可忽視的

作用。至於制裁方面，北韓於 1998 年試射導彈飛越日本領空後，日本隨即對北

韓進行制裁，禁止北韓船隻進入日本港口，以抗議北韓的挑釁性行為，試圖維持

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AII. 挑起地區衝突 

在促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同時，日本也在領土、外交及教育等範疇與鄰國屢生糾

紛。在領土方面，日本與中國有關釣魚台及與南韓有關獨島的問題懸而未決，雙

方多次發生衝突，更成為了 21 世紀亞太地區最尖銳、複雜的議題之一。在外交

方面，自 1980 年代起，日本首相多次官式參拜供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也引起了鄰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恐懼，結果引起了鄰國的強烈譴責。在

教科書方面，日本文部省於 1982 年允許書商篡改教科書上有關日軍在二次大戰

中的行為，指日軍只是進入而非侵略亞洲國家，也掀起了被侵略過的國家的抗議，

不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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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濟方面 

BI. 良好合作夥伴的關係 

為了促進日本的經濟發展，日本積極與鄰國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為此，日

本首相大平正芳於 1978 年就提出了「環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構想，建立太平洋

國家的緊密經濟合作關係。及後，鈴木首相在 1982 年再提出「太平洋合作五原

則」，提倡太平洋成為「和平之海﹑自由之海﹑多樣之海﹑互惠之海和開放之海」，

促進各國的和平合作關係。此外，日本也積極加入國際合作組織以強化與鄰國的

合作，例如在 1981 年成立「東盟日本開發中心」，加強與東盟各國及亞洲四小龍

的經濟關係。 

 

BII. 提供官方的經濟援助 

自日本經濟於 1960 年代起飛後，日本開始增加對外援助的金額，希望藉此加強

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同時建立與受助國的互惠互利關係，開拓日本的海

外市場及原料供應地。例如在 1984 年，日本宣佈提供高達 4,700 億日元的長期

貸款予中國，以打開中國的市場及獲取煤礦資源。此外，在東南亞方面，泰國、

印尼等也廣受惠於日本的援助。至 1991 年，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援助國，積

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有助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C. 文化方面：作為文化輸出國的角色 

隨著日本經濟的急速發展，社會開始逐漸變得富裕，於滿足基本生活後，日人對

消遣娛樂的需求不斷提高，大大刺激了國內漫畫﹑電影﹑音樂等流行文化的發展，

更風靡亞洲，以至世界各地。例如在漫畫方面，儘管漫畫並非日本首創，但日本

的動漫基本上成為全球動漫迷追捧的對象之一，例如《足球小將》及《叮噹》等

為人所熟悉。在影視方面，日本的電視劇也廣受亞洲各國歡迎，例如《同一屋簷

下》在多國播放，是 20 世紀末最著名的亞洲電視劇之一。在飲食方面，日本的

壽司、拉麵等飲食文化不但在亞洲各國紮根，甚至在全球各大城市也能輕易找到。

可見，日本作為文化輸出國的角色，影響著各國的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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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利及不利日本與鄰近國家發展關係的原因 

A. 有利日本與鄰近國家發展關係的因素 

AI. 經濟方面：經濟利益及貿易所需 

貿易能促進貿易雙方的經濟發展，因此成為日本改善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有利契機。

例如與東南亞國家方面，日本簽訂的戰敗條約《三藩市條約》就允許日本以商品

及勞動力作為賠款，結果有助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互惠互利的貿易關係，大大

促進了雙方的關係發展。此外，與中國方面，儘管 1950 年代時中日關係惡劣，

但由於兩國必須互相進口生活必需品，故兩國需要建立民間的貿易關係，以各取

所需，結果分別於 1952 年及 1953 年簽訂定了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有助

拉近兩國關係的距離。及後，中、日更於 1978 年及 1995 年兩次簽訂了《中日長

期貿易協定》，在促進貿易往來的同時，也大大推動了兩國關係的發展。 

 

AII. 社會方面：民間興趣 

民間興趣也促進了日本與鄰近國家的關係發展，例如早於 1950 年代時，雖然中

日關係交惡，但民間的文化、藝術交流就成為改善兩國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其

中日本於 1956 年成立了中日文化交流協會，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國京

劇大師梅蘭芳率團訪問日本(1956 年)﹑長崎舉辦中國郵票展(1958 年)等。民間的

交流有利於中、日政府往後建立的半官方，以至官方式的接觸，是兩國發展關係

的重要基礎。 

 

AIII. 外交方面：國際形勢 

國際形勢大大影響著日本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發展，尤以在冷戰的形勢中，相同意

識形態陣營的國家會容易靠近以抵抗敵對意識形態陣營。例如，台灣及南韓雖然

曾因日本的侵略而仇視日本，但由於共產主義在亞洲迅速蔓延，因此三國也願意

改善關係及加強合作，以圍堵共產主義，其中台灣與日本於 1952 年已簽訂《中

日和約》，承認結束戰爭狀態及開展經濟、社會等的交流。另一方面，在冷戰的

低盪時期，日本與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也會有所改善，例如 1970 年進入冷

戰的低盪時期，當時美國與中國因「乒乓外交」(1972 年)而有所改善，日本就跟

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更於同年正式建交，令中日關係得到了

重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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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利日本與鄰近國家發展關係的因素 

BI. 歷史方面：否認侵略歷史及篡改歷史教科書 

日本的侵略令大部分鄰近的國家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永久傷害，然而，部分日本人

或團體，甚至是政府官員均認為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軍事行動並非侵略，例如辯

稱南京大屠殺是因中國國民激烈反抗才導致大規模的死傷，佔領東南亞國家也只

是為了將該等國家從西方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更甚，自 1982 年起，日本文

部省容許上述的言論出現在教科書內，因此導致亞洲國家的強烈譴責及抗議。雖

然最終迫使文部省重新修訂內容，但其後文部省每隔數年就容許修改教科書的行

為就持續損害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成為日本與鄰國的紛爭之一。 

 

BII. 歷史方面：領土糾紛 

領土糾紛嚴重破壞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雖然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需要歸還

曾經侵略的所有領土，但基於複雜的歷史問題，日本與鄰國的邊界問題一直未能

得到確定及解決，尤其是與中國的釣魚台問題及南韓的獨島糾紛。領土上的爭議

持續損害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如日本右翼極端份子於 1996 在釣魚台列島的其

中一個島嶼興建燈塔，就導致了中國官方的強烈譴責及民間的大規模反日示威。

更甚，尚未得到解決的領土爭議成為 21 世紀損害亞洲地區和平及穩定的重要因

素，使日本與鄰近國家關係緊張。 

 

BIII. 歷史方面：參拜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是供奉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多名

戰犯。曾經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均對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極之反感，

因參拜神社的行為被視為是支持軍國主義的行為。雖然在二次大戰後也有個別首

相參拜神社，但他們均以私人身分參拜，因此國際社會的反對聲音相對較小。然

而，至 1978 年，靖國神社開始供奉東條英機在內的 14 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甲級

戰犯，而日本首相其後更肆無忌憚地以官式參拜，如 1985 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

身份率內閣成員集體參拜，就導致亞洲鄰國的強烈反對及譴責，恐怕日本軍國主

義死灰復燃，最終大大損害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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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V. 歷史方面：拒絕亞洲人民索取戰爭賠償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勞役亞洲人民，許多人被迫從事苦力或被搜括財產，甚至有超

過 20 萬的婦女被逼成為日軍的慰安婦，造成無可修補的創傷。雖然日本的戰責

及賠償在《舊金山條約》(1952 年)中確立，但各國政府的承認及放棄索償並不等

同於民間社會也承認及放棄。鄰近亞洲國家的部分人民及團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

道歉及賠償，但日本政府的拒絕及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推翻受害者的索償要求就

引起亞洲人民的不滿，成為了妨礙日本與鄰近國家關係走向友好的原因。 

 

BV. 軍事方面：日本不斷強大的軍力 

隨著日本經濟於二次大戰後成功復甦起來，更成為經濟強國，日本投入更多的開

支在軍事方面，更成為世界軍費開支最高的國家之一，如日本的軍事開支於 1983

年開始已超越英、法、德，成為世界上第二軍費開支大國。而且，雖然日本的自

衛隊只有約 20-30萬人，但於質量上，自衛隊裝備精良，科技先進，軍事實力足

以雄霸亞洲。因此，不斷增加的軍費開支及軍事力量，加上日本過往的侵略歷史，

使鄰近國家恐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發動侵略，成為鄰近國家的重大憂慮。 

 

BVI. 外交方面：國際形勢 

冷戰的緩和有助日本改善與鄰近共產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但冷戰的發展變得緊張

時，日本與鄰近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也變得惡劣，例如 1950 年代初由於美國銳

意將日本打造成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重要屏障，因此令到中日關係保持惡

劣，只有非官方式的接觸。此外，韓戰(1950-53 年)中，日本作為參戰美軍的補

給基地，結果也使日本與北韓關係更加惡化，戰後難以建立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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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945 年  日本戰敗，美國為首的盟總佔領日本 

1946 年  《企業再建整備法》 

 《土地改革法》 

 《勞動關係調整法》 

1947 年  《昭和憲法》 

 《禁止壟斷法》 

 《教育基本法》 

 《學校教育法》 

 《勞動基準法》 

1948年  《穩定經濟九項原則》 

1949年  《勞動組合法》 

1951 年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1950-53 年  韓戰 

1952年  成立經濟審議廳及通商產業省 

《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1953 年 《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三藩市條約》 

 美國撤出日本 

 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 

《理科教育振興法》 

1955年  日本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經濟自立五年計劃」 

「五五體制」的開始 

1954-57 年  神武景氣 

1956 年  梅蘭芳率團訪問日本 

1957 年 《日澳貿易協定》 

1958 年  長崎舉辦中國郵票展 

1958-61 年  岩戶景氣 

1960年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961-75 年  越戰 

1962-64 年  奧林匹克景氣 

1966-70 年  伊奘諾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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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 

 乒乓外交 

1972 年  「中日聯合聲明」 

 「日本列島改造論」 

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4年  日本國民生產總值首次出現負增長 

1978 年  首相太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構想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1979年  第二次石油危機 

1982 年  首相鈴木善幸提出「太平洋合作五原則」 

 日本文部省容許篡改高中歷史教科書 

1984 年  日本宣佈向中國提供高達 4,700 億日元的長期貸款 

1985 年  「廣場協議」 

《男女就業機會均等法》 

1989 年  「里庫路特事件」 

1990 年  經濟泡沫爆破 

1991 年 

 

 「日朝會談」 

 「佐川急便事件」 

 日本向南亞國家提出「三方針」 

 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援助國 

1992 年 《育兒休假法》 

1993 年  自民黨在大選中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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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趨勢 

 

 資料題 論述題 

SP \ Q7. 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例，討論第二

次世界大戰在哪些方面是該國家

或地區於 20 世紀期間的一個轉捩

點。 

PP 第 1 題：日本下半葉(戰後經濟發展) 

【一果多因題】1945-75 年間日本

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否由於外國因素 

Q7. 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例，討論該國

家或地區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

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12 \ Q7. 選取一個 20 世紀下半葉的一個「強

國」，討論該國家為何可被視為是

「強國」。 

13 第 2 題：日本下半葉(戰後發展) 

【一果多因題】日本成為亞洲強國

主要是否基於盟總政府奠定的基礎 

\ 

 

14 \ Q3. 討論 1949-2000 年間影響中國與日

本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

素。 

15 第 3 題：日本(戰後經濟發展) 

【一果多因題】1945-80 年代的日

本經濟發展主要是否受內部因素影

響 

\ 

 

 

16 \ Q7. 選取課程內任何一個人禍的例

子，闡述「人禍往往導致新的政策

及發展。」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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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Q3. 「日本在 1952-2000 年間對亞洲各

國的外交主要希望為其戰爭罪責

作出補償。」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18 \ Q3. 「美國因素是影響日本在 1945-60

年代發展的主要因素。」你是否同

意此說？試解釋你的答案。 

19 第 2 題：日本下半葉(戰後發展) 

【一果多因題】內部因素是否是締

造日本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 

\ 

20 \ 

 

Q3. 你是否同意美國促進多於妨礙日

本的發展？試參考 1945-2000 年間

的日本發展，解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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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的發展 

細閱資料 A 和 B 

 

資料 A 

以下歌詞是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於 2008 年改名為 Panasonic)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一首社歌《與時並進》。 

現在就去開拓 

為了振興新生的日本而去拼命地工作 

在充滿笑容的今天 

我們士氣高昂地再次集合在一起，松下電器 

 

啊~ 自從成立以來 

松下電器與時並進 

為這個世代和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福 

我們引以為傲 

堅守傳統的崇高理想，松下電器 

 

起來吧﹗躍進的時代來了 

高舉起樂聲牌的商標 

越過海洋，一路上聚沙成塔 

團結就是力量，松下電器 

 
  

DB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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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內容取材自一本日本的書籍。 

盟軍的佔領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加速戰後日本的某些轉變而言，它

是重要的。它對於建立現存在日本制度的某些細節而言，也是重要的。然而，

它對於創造出現時我們普遍愛好和平、通商世界、富裕、平等、文化上大眾化

的日本而言，重要性卻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大。這樣的日本是日本人的技能

和經驗結合普遍世界狀況而成的結果，多於是盟軍在佔領期間或之後規劃的產

物。 

 

(a) 指出松下電器的目標。參考資料 A 的一項線索，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b) 在盟軍對日本戰後發展的貢獻一事上，作者持什麼態度？參考資料 B，解釋

你的答案。                                                    (4 分) 

 

(c) 「國內因素是影響 1945-1980 年間日本發展的主要因素。」你是否同意此說？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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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松下電器的目標。參考資料 A 的一項線索，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評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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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振興日本經濟(「為了振興新生的日本而去拼命地工作」) 

         - 為人民帶來更佳的電器化生活(「為這個世代和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

福」) 

         - 將品牌打入外國市場(「高舉起樂聲牌的商標，越過海洋，一路上聚

沙成塔」) 

 

參考答案#1 

松下電器的目標是振興日本的經濟。 

 

松下電器的社歌高呼社員「為了振興新生的日本」而「拼命地工作」，可見松下

電器希望為日本經濟盡一分力，振興日本經濟。 

 

參考答案#2 

松下電器的目標是為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福。 

 

資料指「為這個世代和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福」是松下電器引以為倣及堅持的「崇

高理想」，希望透過與時並進，令人們得到更佳的電器化生活。 

 

參考答案#3 

松下電器的目標是打入外國市場。 

 

資料指「高舉起樂聲牌的商標，越過海洋，一路上聚沙成塔」，可見其希望將樂

聲版的產品越過海洋，到外國逐步建立基地，打入外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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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盟軍對日本戰後發展的貢獻一事上，作者持什麼態度？參考資料 B，解釋

你的答案。                                                    (4 分) 

 

評分參考 

    態度                                                        [1 分] 

    例：  - 有保留的稱許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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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盟軍的佔領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 「[盟軍的] 重要性卻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大」。 

 

參考答案 

作者在肯定盟軍在某些方面對日本有貢獻的同時，持有保留的稱許態度。 

 

首先，作者指「盟軍的佔領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包括加速某些轉變和

建立現存的日本制度。可見，作者對盟軍在某些方面對日本的貢獻持肯定的態度，

讚揚盟軍的重要性。 

 

然而，作者指盟軍對於創造現今的日本的「重要性卻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大」。

可見，作者在讚許盟軍貢獻的同時，態度有所保留，認為不應高估盟軍的重要性。 

 

再者，作者指現今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締造的結果「多於是盟軍在佔領期間或之

後規劃的產物」。可見，就塑造日本的發展而言，作者對盟軍的貢獻持有保留的

稱許態度，認為日人的貢獻較盟軍的貢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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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內因素是影響 1945-1980 年間日本發展的主要因素。」你是否同意此說？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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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1980 年間

日本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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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片面討影響 1945-1980

年間日本發展的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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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1980 年間日本發展的各項因素。                      [最多 8 分] 

 

   國內因素： 

   例： - 日本人勤奮、團結的民族特質。(資料 A) 

        - 現時的日本是日本人技能和經驗的結果。(資料 B) 

        - 日本政府大力刺激日本經濟和教育的發展。(就我所知) 

        - 日本的民族特質和武士道精神。(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盟軍的貢獻。(資料 B) 

        - 冷戰的形勢。(就我所知) 

        - 有利的國際形勢。(就我所知) 

 

參考答案 

我同意題目。 

 

資料 A 反映了日本企業的特質。資料顯示了日本企業的士氣高昂，擁有社歌，歌

詞中更鼓勵員工「振興新生的日本」而「拼命地工作」，積極推助日本的經濟發

展，可見企業特質有助振興日本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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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A 也反映了日本企業的遠大目標。歌詞中要求員工「起來吧」，並且「越過

海洋，一路上聚沙成塔」，目標指向海外市場，反映日本企業銳意打進國際市場，

振興日本出口，這也推動了日本的貿易發展。 

 

資料 A 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歌詞中「集合在一起」和「團結就是力量」

均能顯示日本人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日本經濟，使日本經濟能在較小阻力的情況

下迅速發展。 

 

資料 B 也反映了日本人塑造出日本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發展。其指「普遍愛好

和平、通商世界、富裕、平等、文化上大眾化的日本是日本人的技能和經驗結合

普遍世界狀況而成的結果」。可見，日人人自身的學習和創造能力是影響戰後日

本在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發展的要因，塑造出現時日本的狀況。 

 

就我所知，日本政府對經濟發展也有重大貢獻，因日本政府制定及推行宏觀的經

濟計劃，如 1955 年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目標實現經濟獨立，結果 1955-60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 9.1%，大大有助經濟發展。 

 

而且，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教育發展，不斷增加投放在教育方面的經費，令教育經

費由 1950-72 年間增加達 24 倍，造就出日本在 1970 年代每 7 個日人當中便有 1

人是大學生的教育水平。可見，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教育的發展，大大提高了日本

人的教育水平，使之成為一教育強國。 

 

再者，日本的民族特質也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因日本人樂於儲蓄及勇於投資，例

如在 1961 年時民營企業的設備投資就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23%，結果不斷的投

資擴大了企業規模及設備，推動經濟增長。可見，日本人積極投資，有助形成雪

球效應，使企業規模迅速擴大，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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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外因也驅使日本的發展，但重要性不及內部因素。 

 

參考資料 B，盟軍的佔領也塑造了日本的發展。資料指盟軍就「加速戰後日本的

某些轉變」和「建立現存在日本制度的某些細節」是重要的。可見，盟軍的佔領

使日本國內出現改變，更塑造現時尚存的日本制度，長遠影響著日本的發展。 

 

然而，國內因素更重要。就資料 B 顯示，日本的狀況是日本人塑造的結果「多於

是盟軍在佔領期間或之後規劃的產物」。可見，盟軍的佔領不無重要性，但明顯

地，日本的內在因素才是影響其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就我所知，國際形勢也有利日本的經濟發展，因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地區性戰爭為日本帶來特需景氣，美國不但大量購買日本的軍需品，美軍

及其家屬於日本消費亦促進了日本的商業發展。可見，鄰近地區的戰爭造就了有

利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需景氣，結果有助日本經濟發展。 

 

然而，內在因素較為重要。因日本政府因時制宜，因應國際形勢而制訂合適策略，

才使經濟迅速發展，如日本政府於韓戰爆發後隨即轉而增加生產軍需品，使日本

經濟能藉「韓戰特需」而得以急速發展。 

 

因此，內在因素是影響日本發展的主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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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的發展 

細閱資料 A 和 B 

 

資料 A 

以下內容摘錄自日本《朝日新聞》在 1951 年所刊登的一篇社論。 

自戰爭結束以來，我們與麥克亞瑟將軍共同生活。對日本人來說，佔領日本的

盟軍最高領袖就是麥克阿瑟將軍。我們以為與將軍的關係將會維持到簽訂和平

條約為止。不管麥克阿瑟將軍解職的理由是什麼，日本人都會對他離任司令一

職感到極度遺憾。 

 

當日本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戰敗及處於完全崩潰的時候，正正是麥克阿瑟將

軍教導我們民主與和平，並溫婉地帶領了日本人走上光明的道路。正正是麥克

阿瑟將軍，他像家長般看見子女成長而高興，欣喜地看著曾經與他為敵的日本

人在民主道路上前進，並沿途不斷鼓勵他們。 

 
  

DB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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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內容摘錄自《時代雜誌》於 1955 年刊登的一篇文章。 

盟軍將日本人趕回了他們那個如同鳥籠般貧瘠的小島，並禁止他們擁有武器，

已經有十年了。西方同情日本，給予日本人獨立，並讓他們重新武裝起來，加

入防衛共產主義的陣營，也已經有三年了。 

 

美國佔領後十年的日本留下了佔領時不可磨滅的痕跡。土地改革打破了戰前只

有 30%農民擁有耕地的不均衡現象；到了去年，只有 1,200,000 英畝的耕地由

佃農承耕，但 1945 年則有 6,000,000 英畝。清除提倡帝國主義的教科書和擴大

公共教育有助改善了教育制度，即使這個教育制度在戰前已經締造出 97%的識

字率。婦女擁有投票權，並行使了這項權力。 

 

「如果在經濟壓力下，日本被迫與共產主義大陸達成政治安排，」美國國務卿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兩星期前在曼谷表示，「這肯定會對整個亞洲的自由世

界地位帶來嚴重的影響。……如果國際共產主義在任何時候結合了蘇俄在亞

洲、共產主義中國及日本工業的力量，若三股力量合而為一，那麼我認為，我

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處境會變得極為危險。」 

 

(a) 資料 A 作者對麥克阿瑟持什麼態度？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b) 指出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對日本政策的兩項轉變。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c) 「外國因素是促使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強國的主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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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A 作者對麥克阿瑟持什麼態度？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評分參考 

    態度                                                        [1 分] 

    例：  - 敬重、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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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他離任司令一職感到極度遺憾。」 

          - 「他像家長般看見子女成長而高興，欣喜地看著曾經與他為敵的日

本人在民主道路上前進，並沿途不斷鼓勵他們。」 

 

參考答案 

作者對麥克阿瑟持敬重、讚美、稱許的正面態度。 

 

作者指「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領袖就是麥克阿瑟將軍」，但「對他離任司令一職

感到極度遺憾」。可見，作者認為麥克阿瑟是領袖，並且對他的離職感到十分不

捨，反映作者十分敬重麥克阿瑟。 

 

作者又指麥克阿瑟在日人艱苦的時候「教導我們民主與和平」，帶領日人「走上

光明的道路」。可見，作者表揚麥克阿瑟的貢獻，認為他幫助日本重新發展起來，

走過難關。 

 

作者又日本雖然曾經是麥克阿瑟的敵人，但他卻「像家長般看見子女成長而高興」，

並且「沿途不斷鼓勵他們」。可見，作者認為麥克阿瑟十分偉大，對日本人有所

恩惠，稱讚其對日本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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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出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對日本政策的兩項轉變。參考資料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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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佔領改變准許日本獨立。 

         - 由禁止擁有軍備改變為讓日本重新武裝。 

 

參考答案 

其一，盟軍對日本的政策由佔領改為給予日本獨立。資料指「美國佔領後十年的

日本」，即日本於二戰後曾被盟軍所佔領。但往後，由於「西方同情日本」，因此

「給予日本人獨立」，令日本由十年前被盟軍所佔領變為可以獲得自治。 

 

其二，盟軍對日本的政策由限制日本軍備轉為允許日本重新發展軍備。資料指盟

軍「禁止他們擁有武器」已經有十年時間。但後來，盟軍允許日本人「重新武裝

起來」，令日本可以發展軍備，可見由限制軍備的政策轉為允許發展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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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外國因素是促使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強國的主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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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促使日本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強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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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片面討論促使日本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強國的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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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成為亞洲強國的各項因素。     [最多 8 分] 

 

   外國因素： 

   例： - 盟軍為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資料 A) 

        - 美國的佔領有助為日本解放土地，同時改善經濟。(資料 B) 

        - 美國為日本推行了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的改革。(就我所知) 

        - 冷戰的形勢有助製造戰爭的特需景氣。(就我所知) 

 

   其他因素： 

   例： - 日本政府於 1952 年後重掌政權。(資料 B) 

        - 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樂於接受新知識、儲蓄等的民族特質也有助

日本復甦。(就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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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我同意題目。 

 

政治方面，資料 A 指出日本在戰敗後，是盟軍的麥克亞瑟「教導我們民主與和平，

並溫婉地帶領了日本人走上光明的道路」。可見，盟軍的佔領有助日本建立民主

體制，同時有助日本迅速恢復實力，走向民主強盛。 

 

經濟方面，資料 B 所示，美國佔領日本後為日本帶來了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打

破了「戰前只有 30%農民擁有耕地的不均衡現象」，更令佃農承耕作的土地由 1945

年的 6,000,000 英畝減至 1954 年只有 1,200,000 英畝。可見，美國解放日本的農

地，令更多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刺激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經濟方面，資料 B 亦指出盟軍讓日本「加入防衛共產主義的陣營」，美國國務卿

更指出若然日本基於經濟壓力而與共產主義交好則令美國「的處境會變得極為危

險」。可見，為避免日本與共產主義國家靠攏，美國積極援助日本的經濟發展，

令日本經濟發展迅速。 

 

就我所知，經濟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制定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如《禁止壟斷

法》等，防止壟斷出現以阻礙經濟發展及有助推動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可見，

盟總政府為日本推行的經濟政策有助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有助日本經濟復甦，

成為強國。 

 

經濟方面，因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地區性戰爭為日本帶來特需

景氣，美國不但大量購買日本的軍需品，美軍及其家屬於日本消費亦促進了日本

的商業發展。可見，鄰近地區的戰爭造就了有利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需景氣，結果

有助日本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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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盟總政府於佔領期間繼續加強日本教育水平的發展，如 1947 年為日

本推行《學校教育法》，將義務教育提高至 9 年。可見，盟總政府的教育改革有

助使日人的教育水平大為提昇，亦為工﹑商業市場提供優質的勞動力，奠定成為

強國不可或缺的條件。 

 

軍事方面，美國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美軍繼續駐守日本

以保護日本國土安全，使日本的軍費開支大為減少，有助投入更多資源到經濟發

展。可見，美國減低了日本的軍費開支，有助日本的經濟迅速復甦，奠定了強國

的重要基礎。 

 

雖然有其他因素，但不及外國因素重要。 

 

資料 B 指盟軍於 1952 年「讓日本人獨立」，換言之，日本政府在 1952 年後重新

掌握日本的權力，塑造了日本往後的發展。可見，日本政府於自治後積極加強日

本國力，有助日本重新發展成亞洲強國。 

 

然而，就我所知，外因更為重要。就因果關係，美國為日本政府打造了有利復甦

的有利形勢，包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大大減低軍費開支，才使日本政

府能夠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成為一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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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質也有助日本復甦成為強國。因日人節儉且有儲蓄習慣，資金存放於銀行

或用以投資，有助刺激小型企業及日本股市的發展。可見，日人樂於儲蓄，勇於

投資，有助使企業規模迅速擴大，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然而，外因更加重要。就因果關係，日本經濟原本操控於少數財閥、地主之手，

令日本的經濟發展大受限制。正正是盟總政府解散財閥、解放土地，才令日本經

濟能夠自由發展，迅速復甦成為強國。 

 

因此，外因才是主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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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 和 B。 

 

資料 A 

以下是一本歷史書籍有關於日本和平憲法與「放棄戰爭」條款的內容。 

根據日本國憲法第 2 章〈放棄戰爭〉這條的規定，日本只可以組織「自衛隊」，

而不可以擁有國防軍；軍費的開支及軍隊的規模及裝備，也受到限制；同時，不

可以對外派兵，不可以對外宣戰。 

 

1990 年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引發的波斯灣戰爭期間，日本承擔了大筆軍費，

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拒絕日本派兵參與這場戰爭，以免日本藉機突破

和平憲法的約束。日本政客積極爭取派出自衛隊支援，為美軍提供軍用物資和醫

療救護，目的是謀求突破「和平憲法」限制，以達到眾所周知的政治圖謀。 

 

1992 年聯合國向柬埔寨派遣維持和平部隊，在日本一再要求下，聯合國准許日

本自衛隊派兵參加這次行動，但是只限於執行運輸、通訊、醫療等後勤任務。其

後，聯合國向非洲莫桑比克、盧旺達、東歐科索沃派出部隊，都按照柬埔寨模式，

有條件地讓日本參與。 

 
  

DB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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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以下資料顯示 1999 年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主要對象國的比例。 

排序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比重 

(%) 

1 

2 

3 

4 

5 

6 

7 

8 

9 

10 

印尼 

中國 

泰國 

越南 

印度 

菲律賓 

秘魯 

巴基斯坦 

巴西 

敘利亞 

1,607 

1,226 

880 

680 

634 

413 

189 

170 

149 

136 

15.3 

11.7 

8.4 

6.5 

6.0 

3.9 

1.8 

1.6 

1.4 

1.3 

合計 上述 10 國合計 

發展中國家合計 

6,083 

10,498 

58.0 

100.0 

 

(a) 根據資料 A，日本如何逐步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               (3 分) 

 

(b) 指出 1999 年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兩項特徵。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c) 20 世紀末，日本在亞洲地區擔當了什麼角色？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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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a) 根據資料 A，日本如何逐步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               (3 分) 

 

評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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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解釋清晰，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多 3 分]  

 

   例： - 日本先於波斯灣戰爭中承擔大筆軍費開支。 

        - 隨後積極爭取派出自衛隊為美軍提供軍用物資和醫療救護。 

        - 於 1992 年聯合國對柬埔寨的行動中，日本成功爭取其自衛隊參與有

關運輸、通訊及醫療等後勤任務。 

 

參考答案 

首先，日本於 1990 年波斯灣戰爭時「承擔了大筆軍費」，爭取國際社會給予日本

參與維和事務的機會。 

 

及後，日本積極爭取「為美軍提供軍用物資和醫療救護」，進一步擴大日本對於

維和事務上的參與。 

 

至 1992 年聯合國對柬埔寨的行動中，在日本的多次要求下，聯合國准許日本自

衛隊「執行運輸、通訊、醫療等後勤任務」，使日本自衛隊以協助維和的名義突

破了禁止對外派兵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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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出 1999 年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兩項特徵。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評分參考 

   L1 僅指出一項特徵，能夠有效利用資料線索；或兩項特徵，未能有效以資料

支持。                                               [最多 2 分] 

   L2 指出兩項特徵，能夠有效利用資料線索。                   [最多 4 分] 

       

   例： - 對象國以亞洲國家為主。 

        - 全部對象國均為發展中國家。 

 

參考答案 

其一，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對象國以亞洲國家為主。資料中，日本援助的 10 個

主要國家當中就有 8 個是亞洲國家，只有秘魯及巴西並非屬於亞洲國家。而且，

單單是印尼、中國、泰國此三個亞洲國家就佔了援助金額的約 35%，反映日本援

助的對象國以亞洲國家為主。 

 

其二，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全部對象國均為發展中國家。資料顯示發展中國家合

計佔的比重為 100%，換言之，日本所有政府開發援助均是提供予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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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b) 20 世紀末，日本在亞洲地區擔當了什麼角色？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評分參考 

   L1 論點含混，未能有效論及資料及相關史實。                 [最多 2 分] 

   L2 討論欠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               [最多 4 分] 

   L3 討論有力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             [最多 8 分] 

 

   資料 A： 

   例： - 政治方面：日本協助維持地區和平，派自衛隊參與柬埔寨的行動。 

 

   資料 B： 

   例： - 經濟方面：日本是經濟援助國，為亞洲國家提供政府開發援助。 

 

   就我所知： 

   例： - 政治方面：日本是紛爭的挑起者，在教科書、領土主權及參拜靖國神

社等問題上挑起了鄰國的糾紛。 

        - 經濟方面：日本是亞洲國家緊密的經濟合作夥伴。 

        - 社會方面：日本是文化輸出國，影視、飲食、娛樂等文化深受亞洲國

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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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資料 A 反映了日本在政治方面作為地區和平的維持者，因日本自衛隊參與了 1992

年聯合國在柬埔寨的行動，負責「執行運輸、通訊、醫療等後勤任務」，有助維

持地區和平。 

 

資料 B 反映了日本是經濟援助國，其於 1999 年為印尼、中國等亞洲國家提供政

府開發援助(中國及印尼的援助合共多達 2,800 百萬美元)，促進受助國發展經濟

及改善人民的生活。 

 

就我所知，資料未有提及日本於 1990 年代以糧食援助為契機，與北韓進行「日

朝會談」，希望就北韓的核問題進行討論，有助維持地區和平，擔當了維和者的

角色。 

 

日本於 1991 年已經成為了全國第一大援助國，而其於 1990 年代更將 65%對外經

濟援助集中提供予東南亞國家，使許多亞洲國家受惠於日本的經濟援助。 

 

日本除了作為維和者及經濟援助者外，亦有在亞洲地區擔當其他角色。 

 

日本在政治上同是紛爭的挑起者，因日本文部省多次准許書商篡改教科書內容，

企圖掩飾二次大戰的侵略歷史，加上日本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均引起了其他

亞洲國家的不滿。 

 

此外，日本亦是亞洲國家在經濟上的緊密合作夥伴，例如日本於 1978 年提出「環

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構思，以促進太平洋附近的國家(大多為亞洲國家)的經濟合

作，令日本與鄰近國家的經濟關係日愈緊密。 

 

再者，日本是文化輸出國，影視、娛樂、飲食等文化在亞洲地區大受歡迎，例如

日本的漫畫《叮噹》、《蠟筆小新》等膾炙人口，亞洲許多國家的文化均受到日本

文化的影響。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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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19-Q2 - 參考答案 

 

(a) 指出一個妨礙日本發展的問題。(3 分) 

 

參考答案 

古舊思想是妨礙日本發展的問題。 

 

資料指「我們要快點從『戰後』意識中脫離出來，專注展望未來，將戰敗的傷痕

埋藏於心底，繼續活下去」。可見作者勉勵日人擺脫舊有有關戰爭的思想，積極

迎接未來，反映古舊思想會妨礙日本前進。 

 

資料指「要開展下一個十年，我們不能僅抱著復興舊日本的心態」。可見作者認

復興舊日本的思想會妨礙日本前進，日人應發展出新的日本。 

 

資料指「古舊的迷夢啊，永別了﹗」。可見作者鼓勵日人放棄舊有思想，故古舊

思想是妨礙日本發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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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 C 作者會否與資料 D 作者一樣支持日本舉辦奧運會？(4 分) 

 

參考答案 

會贊成。 

 

從人民生活而言，資料 D 指受東京奧運會影響，「為改善未來十年東京市民生活

的計劃已經推行」。可見舉辦奧運會會使政府更積極去改善人民生活質素。 

 

資料 C 作者讚揚北歐三國是一等國家是因為「北歐三國等小國就建構了遠超我們

的高質素生活」。可見，由於舉行奧運會有助政府推行改善人民生活的計劃，有

助提高人民生活質素，故作者會支持。 

 

從擺脫舊有思想而言，資料 D 指東京奧運會是「在亞洲舉行的第一次奧林匹克

運動會」，而且會建造許多新的運動場、旅館及其他私人建築。可見，舉辦奧運

會對日本而言是新的嘗試，而且帶來許多新的建築。 

 

資料 C 作者指「要開展下一個十年，我們不能僅抱著復興舊日本的心態」，鼓勵

日人擺脫「古舊的迷夢」。因此，可推測作者會支持日本舉行奧運會，以開展新

的未來，引入更多新的嘗試和事物。 

 

從國家榮譽而言，資料 D 指出舉辦過奧運會的城市能夠「享受著某種法以其他

途徑獲得的榮耀」。反映主辦奧運會能夠為日本帶來新的殊榮，有助成為運動強

國。 

 

資料 C 作者指日本雖然過往是強國，但其實「除了軍事實力外就什麼都不是」。

因此，可推斷作者會支持日本主辦奧運會，促進多元發展和成為運動強國，從不

同方面推動日本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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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部因素是否是締造日本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S+K](8 分) 

 

參考答案 

內部因素是最重要。 

 

雖然內部因素也會妨礙日本締造經濟奇蹟。資料 C 指出部分人主張「征韓論」，

在國會中提出「今天日本若征韓，將不會戰敗」。然而，這些封建的思想會驅使

外國對日本抱有恐懼，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妨礙日本與鄰國建交，令日

本貿易出口量減少，不利於經濟發展。 

 

然而，內部因素對締造日本經濟奇蹟是極為重要。 

 

資料 C 指出「要開展下一個十年，我們不能僅抱著復興舊日本的心態」，並且認

為戰前的日本「除了軍事實力外就什麼都不是」。可見，日本人的思想進步，主

動承認自己的不足，並主張積極建設新日本，這有助日本脫胎換骨，迅速發展經

濟，締造出經濟奇蹟。 

 

資料 D 中日本成功申辦奧運會，奧委會主席指出「大筆款項已經投放於興建新

旅館及其他私人建築」，並揚言「奧運之後東京的吸引力和效率均會大大提高」。

可見，日本政府主動申辦國際性活動，推動國內各項建設，有助重工業及旅遊業

等的發展，締造出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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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D 中指出「舉辦過奧運會的城市受到與眾不同的對待」，所以即使「困難多，

開支大，仍會有多達十七個城市申辦奧運會」。可見，日本政府排除萬難，成功

申辦和舉辦奧運會，有助提高日本的國際聲威，從而吸引更多的遊客和外資進入，

有助實現經濟奇蹟。 

 

就我所知，日本政府對於締造經濟奇蹟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日本政府制定及推

行宏觀的經濟計劃，如 1955 年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目標實現經濟獨立，結

果 1955-60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 9.1%，大大有助經濟發展。 

 

此外，日本政府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例如於 1952 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及世界銀行及 1964 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使日本的出口市場大增，貿易

得到迅速發展，成功締造出經濟奇蹟。 

 

而且，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教育發展，不斷增加投放在教育方面的經費，令教育經

費由 1950-72 年間增加達 24 倍，造就出日本在 1970 年代每 7 個日人當中便有 1

人是大學生的教育水平。可見，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教育的發展，大大提高了日本

人的教育水平，使之成為一教育強國。 

 

再者，日本的民族特質也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因日本人樂於儲蓄及勇於投資，把

較高的國民生產總值花在投資上，例如在 1961 年時民營企業的設備投資就佔了

國民生產總值的 23%。不斷的投資擴大了企業規模及設備，形成雪球效應，日本

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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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外因也驅使日本經濟增長，但重要性不及內部因素。 

 

美國的援助使日本經濟發展，因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於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為

日本推行改革，包括頒布《禁止壟斷法》解散財閥，《土地改革法》解放土地，

使日本經濟迅速復甦。 

 

然而，內部因素較為重要。因美國的協助局限於二次大戰後的初期，於 1952 年

盟總政府撤出日本後，美國的影響力大減，往後反而是靠日本政府與民眾齊力協

力，以建設日本經濟。因此，以持續性分析，內部因素更為重要。 

 

國際形勢也有利日本的經濟發展，因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地區

性戰爭為日本帶來特需景象，美國不但大量購買日本的軍需品，美軍及其家屬於

日本消費亦促進了日本的商業發展。 

 

然而，內部因素較為重要。因日本政府因時制宜，因應國際形勢而制訂合適策略，

才使經濟迅速發展，如日本政府於韓戰爆發後隨即轉而增加生產軍需品，使日本

經濟能藉「韓戰特需」而得以急速發展。 

 

因此，內部因素是締造戰後日本經濟奇蹟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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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15-Q3 - 參考答案 

 

(a) 引用一項線索，指出日本夢是什麼(3 分) 

 

參考答案 A 

松下電器的日本夢是為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福。 

 

資料指「為這個世代和人們帶來電器化的幸福」是松下電器引以為倣及堅持的「崇

高理想」，希望透過與時並進，令人們得到更佳的電器化生活。 

 

參考答案 B 

松下電器的日本夢是振興日本的經濟。 

 

松下電器的社歌高呼社員「為了振興新生的日本」而「拼命地工作」，可見松下

電器希望為日本經濟盡一分力，振興日本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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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45-80 年代的日本經濟發展主要是否受內部因素影響[S+K](3+5 分) 

 

參考答案 

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其一，資料 A 反映了日本企業的特質。資料顯示了日本企業的士氣高昂，擁有社

歌，歌詞中更鼓勵員工「振興新生的日本」而「拼命地工作」，積極推助日本的

經濟發展，可見企業特質有助振興日本的經濟發展。 

 

其二，資料 A 也反映了日本企業的遠大目標。歌詞中要求員工「起來吧」，並且

「越過海洋，一路上聚沙成塔」，目標指向海外市場，反映日本企業銳意打進國

際市場，振興日本出口，這也推動了日本的貿易發展。 

 

其三，資料 A 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歌詞中「集合在一起」和「團結就是

力量」均能顯示日本人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日本經濟，使日本經濟能在較小阻力

的情況下迅速發展。 

 

就我所知，日本政府對經濟發展也有重大貢獻，因日本政府制定及推行宏觀的經

濟計劃，如 1955 年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目標實現經濟獨立，結果 1955-60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 9.1%，大大有助經濟發展。 

 

而且，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教育發展，不斷增加投放在教育方面的經費，令教育經

費由 1950-72 年間增加達 24 倍，使日本於 1970 年代每 7 個日人當中便有 1 人是

大學生，這成為日本發展高科技工業的有利基礎，有助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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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政府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例如於 1952 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及世界銀行及 1964 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使日本的出口市場大增，貿易

得到迅速發展。 

 

再者，日本的民族特質也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因日本人樂於儲蓄及勇於投資，把

較高的國民生產總值花在投資上，例如在 1961 年時民營企業的設備投資就佔了

國民生產總值的 23%。不斷的投資擴大了企業規模及設備，形成雪球效應，日本

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 

 

雖然外因也驅使日本經濟增長，但重要性不及內部因素。 

 

美國的援助使日本經濟發展，因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於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為

日本推行改革，包括頒布《禁止壟斷法》解散財閥，《土地改革法》解放土地，

使日本經濟迅速復甦。 

 

然而，內部因素較為重要。因美國的協助局限於二次大戰後的初期，於 1952 年

盟總政府撤出日本後，美國的影響力大減，往後反而是靠日本政府與民眾齊力協

力，以建設日本經濟。因此，以持續性分析，內部因素更為重要。 

 

國際形勢也有利日本的經濟發展，因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地區

性戰爭為日本帶來特需景象，美國不但大量購買日本的軍需品，美軍及其家屬於

日本消費亦促進了日本的商業發展。 

 

然而，內部因素較為重要。因日本政府因時制宜，因應國際形勢而制訂合適策略，

才使經濟迅速發展，如日本政府於韓戰爆發後隨即轉而增加生產軍需品，使日本

經濟能藉「韓戰特需」而得以急速發展。 

 

因此，內部因素是影響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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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題考生答案#1 – 分數：6 /8 分 

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其一，資料 E 中指出日本松下電器的社歌中出現了「拼命地工作」的字樣，反映日本

企業內部的工作效率及先進管理及生產方式使日本經濟效率十分高，促進了日本經濟

發展。 

 
其二，就我所知，日本內部的教育十分成功，例如有 7 個日本人中有 1 個是大學生，

為日本企業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技術人才，推動日本企業進步及創新，有利日本經濟發

展。 

 
其三，就我所知，日本政府的努力使日本經濟發展迅速。例如於 50 年代提出「質易立

國，經濟第一」的口號，又制定「經濟自主五年計劃」、「宏觀經濟計劃」、「國民收入

倍增計劃」，又設立通產省(1952)。以上措施有利日本經濟在良好的規劃下高速增長。 

 
然而，外部因素不及內部因素重要。 

 
外部因素的確有利日本經濟發展。例如三藩市條約(1952)為日本提供了廣大市場，有利

日本工業出口。此外，越戰(1961-75)出現使日本出現「軍需景氣」，刺激日本工業發展，

有利日本經濟增長。 

 
然而，從因果關係而言，日本之所以能夠充分利用外部優勢，刺激出口，首先有賴於

日本國內的工業良好基礎及高效的生產效率。例如日本政府於 50 年代加入「關稅貿易

協定」，方使日本商品以低稅率出口。可見，是日本內部先打下了堅實的工業基礎，才

讓日本有能力利用外部優勢。故內部因素更重要。 

 
 
b 題考生答案#2 – 分數：8 /8 分 

To a large extent, such view was agreed. 
 
Source E showed the unity of Japanese. In Source E, “Unity is strength”. This showed that 
unity of Japanese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conomic miracles after WW2. 
 
Source E showed the Japanese’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ource, “We’re proud of ourselves for 
upholding the traditional noble aspirations, Matsushita”. This showed that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led to its success.  
 
Source E showed the loyalty of Japanese to their country. In Source E, “Hold Hi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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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 of National”.This showed their pride and loyalty to Japan, leading to its economic 
miracle. 
 
In Source E, “let’s work to exhaustion to revitalile the new Japan”. It showed that Japanese 
were hardworking, leading to the economic miracle. 
 
To my own knowledg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ganized the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Independent in 1955. This helped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and halted inflation. It made the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businesses. 
 
To my own knowledg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ganized 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in 1952. This helped trading and export, leading to its economic miracle. 
 
However, other factors led to Japan’s development after WW2, that was less important by 
internal factor. 
 
To my own knowledge, the economic assistance of US led to such development, but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internal factors. The US introduced the Japan-US Security Pact in 1951, 
which the military expenses of Japan kept to under 1%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Japan 
could thus focused on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o my own knowledge, this factor was less important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epended on the coordination of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in order to be succeed. The help of US made the environment 
favourable to Japan. But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still depended on herself. Hence i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US assistance. 
 
Secondly, to my own knowledge, favourabl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were less 
important to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ere were war in Asia like Korean War (1950-53), 
Vietnam War (1960-75). It created a special procurement for Japan to export military 
supplies. This boost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my own knowledge,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were a passive factor. It 
depended on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to boo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 
factor were on the other hand active factor, so internal factors were more importanr. 
 
Hence, such view was to a large extent a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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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2013-Q2 - 參考答案 

 

(a) 引用一項線索，指出角色(2 分) 

 

參考答案 A 

麥帥在日本擔當了領袖的角色。 

 

資料指出在日本人心中，「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領袖」便是麥克亞瑟，故可直接

推斷出麥帥在日本扮演領袖的角色，負責制定日本的主要政策。 

 

參考答案 B 

麥帥在日本擔當了指導者的角色。 

 

資料指出麥克亞瑟教導日本人「民主與和平」，帶領日本走向「康莊大道」，可見

麥帥在日本扮演指導者的角色。 

 
2013 年 a 題考生答案#1 – 分數：2 /2 分 

他擔當了最高領導者的角色。 

 
從資料 C 中，「對日本人來說，估領日本的盟軍領袖，是麥帥」，可見，麥克亞

瑟於日本是最高的領導者，帶領日本發展。 

 
2013 年 a 題考生答案#2 – 分數：2 /2 分 

在盟軍估領日本時期，麥克亞瑟將軍在日本擔當著統治者，改革者的角色。 

 
其一，如資料 C 所示。麥克亞瑟「教導我們日本民主與和平」，並帶領日本人

走上康莊大道，反映麥帥在日本推行了民主化、非軍事化的改革，為一改革者

的角色，也作為統治者，分時間改革，故麥克亞瑟在日本實為一改革者及統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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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兩資料的意見是否相同(4 分) 

 

參考答案 

雖然兩資料在部分方面持相同看法，但本質上則大有不同。 

 

對於日人確立日本民主制度而言，兩資料持相同看法，因資料 C 認為日本的民主

是美國教導下的產物，而資料 D 則指出美國對於「建立屹立仍存的日本制度的

某些細節而言」是重要的，而當時屹立仍存的正正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可見兩資

料均認為日本的民主制度由美國所確立，日人於此方面的重要性不大。 

 

然而，兩資料對於日人整體上的貢獻的看法是不同的。 

 

資料 C 認為在日本戰後重建一事上，日本人好像子女一樣，受教於美國，而當時

盟總政府的領袖麥克亞瑟就好像父親一樣指導日本，故認為日人對於重建的重要

性較小。 

 

但資料 D 則認為日人在戰後重建一事上極具重要性，因作者指出現時的日本是

「日本人的技能和經驗結合世界整體狀況而成的結果」，反而美國的重要性不宜

高估，可見作者認為日本人對於日本戰後重建極具重要性。 

 

因此，兩資料對於日人的貢獻的看法並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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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b 題考生答案#1 – 分數：4 /4 分 

在日本戰後重建一事上日本自己的重要性，資料 C 指外來力量的重要性最大，

而資料 D 則指日本人本身的重要性最大，兩者看法不同。 

 
其一，資料 C 指盟總奠定了建立在日本重建有最高之重要性，指在日本處於戰

敗，是其「帶領了日本人走上康莊大道」，指日本人只是服從其帶領，才能走

上重建之路，故有最大的重要性。 

 
其二，資料 C 指麥克亞瑟教導日本人「民主與和平」，有著無可替代的領導者

角色，而日本人只是跟從其政策而行，故其重要性最高。 

 
然而，資料 D 的看法和資料 C 並不相同。 

 
另一方面，資料 D 指盟軍的佔領對日本重建的重要性「並非人們往往所認為」，

即盟軍佔領的重要性不高，有更重要的因素使日本重建。 

 
最後，資料 D 亦指日本重建的成功是因為日本人的才能和經驗結合世界整體而

成的結果」，即日本人本身的優點及世界形勢為日本重建成功有最大的重要性。 

 
可見，兩項資料對日本戰後重建一事上日本人自己的重要性而言，兩項資料的

看法不同。 

 
2013 年 b 題考生答案#2 – 分數：2 /4 分 

資料 C、D 的看法持不相同的看法。 

 
資料 C 中指出當日本戰敗並面臨崩潰的時候，「正是麥帥教導我們民主與和

平」，並溫婉地帶領了日本人走上康莊大道。可見資料 C 作者認為盟軍的扶助

為日本帶來更好、正面的影響，救濟了日本。 

 
相反，資料 D 指出美國的重要性不及日本人的特點重要。如「與其說佔領期間

或之後美國任何具體規劃的產物，倒不如說是日本人的技能和經驗結合世界整

體。」可見 D 作者認為日本戰後重建日本人的技能、經驗遠比美國援助重要。 

 
因此、兩者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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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本成為亞洲強國主要是否基於盟總政府奠定的基礎[S+K](7 分) 

 

參考答案 

我同意題目所言。 

 

政治方面，資料 C 指出盟總政府的麥克亞瑟教導日人「民主與和平」，更好像父

親一樣「沿途不斷鼓勵他們」，令到日本迅速恢復實力，走向民主強盛。 

 

而且，資料 D 亦指出盟總時期對於「建立屹立仍存的日本制度的某些細節而言」

是重要的，而此即為盟總時期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往後此一制度對於打造日本成

為民主強國的一員極具意義。 

 

就我所知，經濟方面，美國為日本制定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如《禁止壟斷法》

等，防止壟斷出現以阻礙經濟發展及有助推動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令日本經濟

於短期內成功復甦。 

 

教育方面，美國於佔領期間繼續加強日本教育水平的發展，如 1947 年為日本推

行《教育基本法》，使日人的教育水平大為提昇，亦為工﹑商業市場提供優質的

勞動力，奠定成為強國不可或缺的條件。 

 

軍事方面，美國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美軍繼續駐守日本

以保護日本國土安全。因此，日本的軍費開支大為減少，有助投入更多資源到經

濟發展，使日本經濟迅速復甦，奠定了強國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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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其他因素令日本復甦並成為強國，但重要性不及盟總時期的基礎。 

 

資料 D 指出日本於戰後的發展是日人的「技能和經濟結合世界整體狀況而成的

結果」，令日本能重新崛起並成為強國。 

 

然而，戰後初期的日本面對許多阻礙發展的障礙，如財閥壟斷日本經濟等，多虧

美國解散財閥，才能使中﹑小型企業能得以於戰後急促發展，故盟總時期的基礎

較為重要。 

 

就我所知，日本政府對於戰後崛起亦具重要性，因日本政府制訂以經濟掛帥的發

展策略，提出「貿易立國」﹑「出口第一」的基本國策，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出了

明確的目標。 

 

然而，日本政府亦是沿用於總盟時期的方針，於美國奠定了有利經濟復甦的基礎

上繼續發展，故重要性亦不及盟總時期的基礎。 

 

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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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c 題考生答案#1 – 分數：7 /7 分 

我同意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發展成為亞洲強國，主要是基於盟軍佔領時期所奠定

的基礎。 

 
其一，從資料 A 可見，盟軍佔領時期使日本走向和平，進行非軍事化，減低軍

費之開支，對於日本日後能集中力量改善經濟及成為世界強國，更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 

 
其二，資料 A 也可以指出盟軍佔領時期奠定了日本民主的基礎。使日本人走向

民主道路上前進。不再受軍國主義者所影響。而能改善經濟，成為強國，正是

基於盟總時期所定立的基礎。 

 
其三，資料 B 指出盟軍的佔領對日本「建立屹今仍在的日本制度的一些細節...
是重要的，有助日本建立完善的制度，以奮力的達至政治經濟上的現代化，成

為亞洲強國。 

 
其四，就我所知，盟軍在日佔時期為日本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如訂立昭和憲法、

企業再建整合法，使日本可以進行民主化及解散財閥，使日本可以在此基礎上

變為強國，此實得著於盟總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特質是世界形勢有助日本成為強國，但重要性不及盟軍的

基礎。 

 
其一，日本人勤奮、具服從性的特質使日本能上下一心，進行建設，從而成為

亞洲強國。然而，若無盟軍時期消除軍國主義的殘餘，日人的特質也無法得以

善用，只令再次走向戰爭，而不能建設為亞洲強國。 

 
其二，世界形勢也有助日本成為亞洲強國，世界形勢如韓戰特需(1950-1953)為
使日本經濟增長，成為強國。然而，若非盟軍於 1950 年選擇日本會物為生產

地，日人也無法善用這一形勢，以建立經濟成為強國。而日本之能打入東南亞

市場，也是得著於美國安排三藩市條約才成為亞洲經濟大國。 

 
故此，日本於戰後成為亞洲強國，確實主要基於盟軍佔領時期所奠定的基礎，

故我同意題目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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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PP-Q1 - 參考答案 

 

(a) 描述經濟發展(3 分) 

 

參考答案 

日本於 1955-75 年間的經濟發展迅速，國民生產總值近乎每 5 年增長一倍。 

 

據資料 A 所示，1955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 240 億美元，但至 1960 年已達 430

億美元，及至 1965 年已達 880 億美元，每 5 年就有近 1 倍的增長。 

 

經濟的發展到 1970-1975 年間增長更為迅速，國民生產總值由 1970 年的 2030 億

美元倍增至 4840 億美元，增長達 2810 億美元，可見經濟發展極為蓬勃。 

 

(b) 指出兩項轉變(4 分) 

 

參考答案 

其一，盟軍對日本的政策由佔領改為給予日本獨立。資料指「美國佔領後十年的

日本」，即日本於二戰後曾被盟軍所佔領。但往後，由於「西方同情日本」，因此

「讓日本人獨立」，令日本由十年前被盟軍所佔領變為可以獲得自治。 

 

其二，盟軍對日本的政策由限制日本軍備轉為允許日本重新發展軍備。資料指盟

軍「禁止他們(日本)不再擁有武器」已經有十年時間。但後來，盟軍允許日本人

「重新武裝」，令日本可以發展軍備，可見由限制軍備的政策轉為允許發展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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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本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否由於外國因素[S+K](8 分) 

 

參考答案 

我同意 1945-75 年間日本的經濟發展主要由外國因素所影響。 

 

資料 A 所示，日本經濟於 1955-75 年間大幅增長，國民生產總值於 1955 至 1975

年間由 240 億美元劇增至 4840 億美元，外國因素對於此迅速的經濟增長作用甚

大，因外國因素營造了有利的環境予日本，令日本經濟能大力發展，從以下資料

B 及就我所知的認知中均可印證此一點。 

 

資料 B 所示，美國佔領日本後為日本帶來了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打破了「戰前

只有 30%農民擁有耕地」這種情況，更令佃農承耕作的土地由 1945 年的 6,000,000

英畝減至 1954 年只有 1,200,000 英畝。美國解放日本的農地，令更多農民擁有自

己的土地，刺激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另外，資料 B 亦指出盟軍讓日本「加入對共產主義的防衛」，美國國務卿更指出

若然日本基於經濟壓力而與共產主義交好則令美國「的地位會變得極為不穩」，

亦基於此一因素，令美國積極援助日本的經濟發展，令日本經濟發展迅速。 

 

就我所知，美國於盟軍時期積極介入日本經濟，如為日本推行《禁止壟斷法》及

《企業再建整備法》，解散財閥，有助經濟自由發展，又頒布《九項經濟穩定原

則》(1948)以協助日本解決通貨膨脹及銀行財政困難等問題，大大推動了日本的

經濟發展。 

 

此外，美國安排日本與二戰的戰勝國簽訂《三藩市條約》(1951)，允許日本利用

商品及勞動力作為賠償，變相有利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國家的市場，為日本貿易

開拓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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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韓戰(1950-53)及越戰(1961-75)均為日本帶來特需景象，美國不但大量購買

日本的軍需品，美軍及其家屬於日本消費亦促進了日本的商業發展。 

 

因此，日本經濟的確主要受外國因素所影響，即使有其他因素，但亦非主因。 

 

資料 B 可見，盟軍於 1952 年「讓日本人獨立」，日本政府於自治後積極推動發展

經濟，令經濟於規劃底下迅速發展。 

 

但此亦非主因，因美國早於盟總時期已為日本奠定了有利經濟復甦的基礎，使日

本政府能於後盟總時期收割經濟成果。 

 

就我所知，日人的民族特質亦有助經濟復甦，因日人節儉且有儲蓄習慣，資金存

放於銀行或用以投資，有助刺激小型企業及日本股市的發展。 

 

但此亦非主因，因經濟原本操控於少數財閥之手，令日本的經濟發展大受限制，

多虧美國推行散解散財閥的政策，才令經濟自由發展。 

 

因此，外國因素的確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主因。 

 

  

格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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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O 論述題出題分析 

 
A. 因素 
 直述及評估類 

1 討論 1949-2000 年間影響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

素。 

2 探討各個塑造日本經濟於 1945-2000 年間發展的主要因素。 

3 討論 1945-2000 年間日本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及不利因素。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單主項) 

4 美國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 1945-2000 年間日本的經濟發展？ 

5 相對於其他因素，美國的扶助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的復甦

一事上有何重要性？ 

6 內在因素對於日本經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功復甦一事上有多大

重要性？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雙主項) 

7 討論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在塑造 1945-80 年間日本經濟發展一事上的

相對重要性。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多主項) 

8 評估各個主要因素在推動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復甦一事上的相對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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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情況 
 直述及評估類 

9 討論日本為何在 20 世紀下半葉可被視為一個「強國」。 

10 追溯並解釋 1945-2000 年間日本的經濟發展。 

11 追溯並解釋 1945-2000 年間日本的外交政策。 

12 追溯並解釋 1937-2000 年間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 

13 追溯並解釋 1945-2000 年間中﹑日兩國的關係。 

14 指出並解釋日本於 1980-2000 年間於亞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 

 
 兩極化類 

15 「日本於 1945 年戰敗是因禍得福。」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16 討論日本在 20 世紀下半葉在什麼程度上達致現代化。 

 
 比較類 

17 探討日本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C. 意義 
 比較類 

18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哪些方面是 20 世紀日本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19 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的影響。 

20 比較軍國主義統治時期(1931-45)及盟總佔領時期(1945-52)對日本發

展的影響。 

21 「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福多於禍。」評

論此說能否成立。 

 
 兩極化類 

22 「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禍而非福。」評

論此說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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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因素，美國的扶助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復

甦一事上有何重要性？ 

 

    立場及架構 美國於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方面的扶助對於日本經濟得

以迅速復甦意義重大，其重要性實遠較其他因素，包括戰後的國際形勢﹑日本政

府的努力﹑日人的民族特質重要。以下將先述美國的扶助的重要性。 

 

    主旨句 政治方面，美國為日本提供有利的國內政治環境，大大促進日本的

經濟發展。 // 主項重要性 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為日本提供民主改革，如於 1947

年為日本頒布《昭和憲法》，禁止日本擁有軍隊，節省了軍費開支及確立了以經

濟復甦為目標的國策。此外，美國為由的盟總政府亦剷除軍國主義於日本的勢力，

如召開戰爭法庭，審判約 6000 名軍人及整肅超過 20 萬與日本擴張政策有關的人

士，避免了軍國主義再度崛興以損害日本經濟的發展，最終有助日本於良好的政

治環境下發展經濟。 // 小結 可見，美國為日本打造了有利的國內政治環境，

大大有助日本的經濟發展。 

 

    經濟方面，美國於佔領日本期間制訂了適宜的經濟政策，對日本經濟得以復

甦極具重要性。美國為日本國內打造了有利經濟復甦的環境，如解散財閥，美國

協助日本推行《禁止壟斷法》及《企業再建整備法》等，防止壟斷出現以阻礙經

濟發展及有助推動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另外，又於農業方面推行土地改革，如

推行《土地改革法》以限制地主的土地，並且收購地主超過法定面積的農地並以

接近零的價格售予佃農，使大約 80%的耕地面積獲得解放，農民獲得土地後有助

提昇生產力。可見，美國為日本制訂有效的經濟政策，對日本經濟得以復甦實意

義重大。 

 
  

Es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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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及外交方面，美國打造了有利的環境，使日本經濟得以迅速復甦。美國

於 1952 年撤出日本前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美軍繼續駐

守日本以保護日本國土安全，日本只需保留由少數軍人組成的自衛隊。因此，美

國的軍事援助令日本的軍費開支大為減少，有助投入更多資源到經濟發展及更專

注於推動經濟發展。同時，美國安排日本與多個同盟國(如緬甸﹑印尼等)簽訂《三

藩市條約》(1952 年)作為賠償條約，允許日本利用商品及勞工作為賠償，變相有

利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國家的市場，為日本貿易開拓生機，大大有助日本的經濟

重建及發展。可見，美國於軍事及外交方面的努力為日本經濟打造了安穩的環

境。 

 

    美國的扶助對日本經濟復甦實功不可沒，其重要性遠較其他因素大。 

 

    主旨句 戰後的國際形勢雖有利於日本的經濟復甦，但重要性不及美國的扶

助。 // 他項重要性 戰後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日本的經濟復甦，因共產主義與

資本主義的抗爭使多場亞洲戰場出現，如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等，

為日本帶來「特需景氣」，藉出口軍火及補給品而獲利甚深，大大有助經濟的復

甦。 // 駁論 然而，從因果關係而言，韓戰及越戰本來對日本並未有帶來直接

的利益，但由於美國選擇日本作為物資供應的場所，使日本的出口量大增，為日

本帶來了特需景氣。 // 小結 因此，美國的扶助較戰後國際形勢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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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日本經濟得以復甦，美國的扶助較日人的民族特質重要。日人的民族

特質對於經濟復甦亦具重要性，因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近代強調忠君愛國的服從

思想使日人願意遵從政府決策，全國上下一心專注發展經濟。而且，日人具有儲

蓄的習慣及勇於投資均有助快速經濟的發展，加上具東方特色的管理制度營造了

穩定的就業率及和諧的工作環境，使日本經濟能於谷底迅速反彈。然而，就影響

力而言，當時日本財閥壟斷日本經濟，即使日人擁有優良的民族特質，但礙於環

境所限，亦難以發揮作用，刺激中﹑小企業的發展，但美國正正為日本經濟發展

打造有利形勢，解散財閥，使中﹑小型企業能得以於戰後急促發展。可見，美國

消除了限制經濟發展的因素，使日人能發揮其優越的民族特質，故美國扶助的重

要性較大。 

 

    日本政府的貢獻對於經濟復甦亦具重要性，但也不及美國的扶助。日本政府

於 1952 年盟總政府撤走後隨即專注發展經濟，不但提出以經濟發展掛帥的基本

方針，於 1952 年成立經濟審議廳及通商產業省以統籌全國經濟發展策略。此外，

為提高貿易出口量，日本政府也於 1952 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

並且推出「經濟自立五年計劃」以規劃經濟發展。最終，於日本政府的積極努力

下，日本成功創造「經濟奇跡」。然而，美國的重要性較大，因美國為日本奠定

了有利經濟復甦的基礎，使日本政府能於後盟總時期收割經濟成果，如美國於盟

總時期為日本頒布《九項經濟穩定原則》(1948年)以協助其解決通貨膨脹及銀行

財政困難等問題，及後，日本政府才能於此等基礎上繼續發展，如以「貿易立國」

及「出口第一」作為發展策略。因此，美國的貢獻較日本政府為大。 

 

    總括而言，美國扶助的確是日本經濟得以迅速復甦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

的重要性實不及之。 

 

字數：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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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素是影響日本在 1945-60 年代發展的主要因素。」你是

否同意此說？試解釋你的答案。 

 

背景 日本於 1945 年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隨即被以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

為首的盟總接管，全面受到美國的控制。 // 架構 儘管美國在1952 年撤出日本，

但美國在佔領期間及撤離後均對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有著至關重

要的重要性，相反，國際因素、日本政府、民族因素均不及美國因素重要。 // 立

場 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主旨句 政治方面，美國短期令日本政治失去自主權，但長遠卻為日本奠定

了民主化發展。 // 主項的重要性 短期而言，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佔領了日

本，使日本政府直至 1952 年為止受到盟總政府的操控而失去自主權，例如被迫

實行非軍事化的措施，審判東條英機等前政府的主要官員，此乃美國因素為日本

政治帶來的短期負面影響。然而，長遠而言，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使民主得到

在日本確立。在非軍事化方面，盟總政府召開了遠東戰爭法庭，審判了 6,000 名

軍人及整肅了 20 萬右翼分子，有助剷除軍國主義思想，為植根民主思想提供了

良好的環境。在民主化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頒布了《昭和憲法》(1947 年)，廢

除天皇權力﹑提高下議院權力，並開展全民選舉的年代，使日本的民主制度能夠

確立至今。 // 小結 可見，美國短暫地為日本帶來負面影響，但長遠則帶來了

莫大的裨益。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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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美國在破壞日本原有經濟體系的同時，也協助重建了日本的經濟

發展。在破壞方面，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強迫頒布了《禁止壟斷法》(1947 年)

解散了財閥，又推行《土地改革法》(1946 年)以解放農地，破壞了原有日本的經

濟體系，使日本頓時失去了過往穩定的收入來源，帶來了短暫的經濟不穩。然而，

在建設方面，美國不僅提供了 20 億美元的貸款以協助日本，重新推動日本經濟

發展。同時，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大刀闊斧為日本推行改革，其中解散財閥的措

施防止了財閥壟斷經濟，令中、小企業能夠在公平、自由的情況下茁壯成長。同

時，收購地主超過法定面積的農地並以接近零的價格售予佃農，使大約 80%的耕

地面積獲得解放，農民獲得土地後有助提昇生產力。在美國的致力協助下，日本

經濟迅速復甦，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於 1946-51 年間就達到 9.9%。可見，美國

在為日本經濟帶來破壞的同時，也建設了日本的經濟復甦。 

 

軍事方面，美國在短暫限制日本軍事發展的同時，但長遠卻令日本軍費開支

大幅度減少。短暫而言，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在 1945 年佔領了日本，為了避免

日本再次發動戰爭，於是解除了日本的武裝，同時禁止日本擁有軍隊，使日本只

能保留約 10 萬人的自衛隊和少數的軍艦，令日本軍事力量大大受到限制，沒有

能力再次發動戰爭。然而，長遠而言，由於盟總政府在撤出日本前，美國於 1951

年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軍會駐守日本，承擔保護日本的重任。

結果，日本的軍事開支大幅減少，於 1952-69 年間每年只需投放少於 1%的國民

生產總值至軍事方面，有助日本政府能夠投放更多開支於經濟、教育等方面，為

日本長遠的整體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條件。可見，美國短期限制日本軍事發展

的措施，卻有利於日本往後的整體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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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美國在協助日本重建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的同時，也驅使了日本

與共產主義國家關係長期交惡。戰後的日本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的支配，

日本跟隨美國歸屬到資本主義陣營，外交長期受到美國影響。在重建關係方面，

美國作為中間人的角色，召開了三藩市會議(1951 年)，協調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

戰爭賠償議題，使日本在往後能夠陸續與鄰國建交，例如與馬來西亞於 1957 年

建交、與印尼於 1958 年建交。此外，美國希望團結日本與南韓以共同圍堵亞洲

的共產主義擴張，於是自 1951 年起開始協調兩國的關係，使日、韓展開了長達

13 年零 8 個月的七輪會談，最終也實現了日、韓於 1965 年的建交，日本與資本

主義國家間的關係逐步建立。在破壞方面，由於美國視日本為對抗亞洲共產主義

擴張的重要基地，例如在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中，美國利用日本

作為在兩次戰爭中的補給基地，以對抗共產主義派別，驅使日本與北韓、北越及

中國的關係交惡，在 1970 年代前未能建交，保持敵對。可見，美國重建了日本

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卻破壞了與共產主義國家間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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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戰後發展亦受其他因素的影響，但重要性不及美國因素。 

 

主旨句 儘管國際因素也塑造了日本的戰後發展，但重要性不及美國因素。

// 他項重要性 經濟方面，戰後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日本的經濟復甦，因共產

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抗爭使多場亞洲戰場出現，如韓戰(1950-53 年)及越戰

(1961-75 年)等，為日本帶來「特需景氣」，藉出口軍火及補給品而獲利甚深，

大大有助經濟的復甦。同時，外交方面，隨著冷戰降臨，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

主義國家關係交惡，令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長期未能與共產主義的中國、蘇聯

等建立外交關係，維持了長時期的敵對關係，限制了日本的外交發展。 // 駁

論 然而，從因果關係而言，因美國利用當時的國際形勢扶助日本的發展，才

使國際形勢變得有利日本的經濟發展，例如韓戰及越戰本來對日本並未有帶來

直接的利益，但由於美國選擇日本作為物資供應的場所，使日本的出口量大增，

為日本帶來了特需景氣。此外，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佔領了日本，才令日本歸

屬資本主義陣營，成為了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重要棋子，令日本捲入冷戰，限

制了共產主義國家間的關係。 // 小結 可見，美國因素較國際因素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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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政府也是影響日本發展的重要因素，但重要性亦不及美國。經濟方

面，日本政府於盟總政府撤出後隨即致力發展經濟，確立「貿易立國」、「出口第

一」的國策，並透過通商產業省、經濟審議廳等機構以制定合適的經濟發展策略

及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援，推動經濟建設。此外，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十分重視

教育的發展，不斷增加投放在教育方面的經費，令教育經費由 1950-72 年間增加

達 24 倍。重視教育的政策不但使日本實現初中的普及教育，更使日本在 1960

年代末的高中入學率達到近 9 成，大大推動了日本的教育發展。然而，就因果關

係，美國為日本奠定了有利經濟復甦的基礎，使日本政府能於後盟總時期收割經

濟成果。例如美國於盟總時期為日本頒布《穩定經濟九項原則》(1948年)以協助

其解決通貨膨脹及銀行財政困難等問題，及後，日本政府才能於此等基礎上繼續

發展，如以「貿易立國」及「出口第一」作為發展策略。可見，美國因素對於日

本戰後發展的重要性較日本政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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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因素也影響了日本的戰後發展，但美國因素的重要性更大。經濟方面，

日人的民族特質對於經濟復甦亦具重要性，因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近代強調忠君

愛國的服從思想使日人願意遵從政府決策，全國上下一心專注發展經濟。而且，

日人具有儲蓄的習慣及勇於投資均有助快速經濟的發展，加上具東方特色的管理

制度營造了穩定的就業率及和諧的工作環境，使日本經濟能於谷底迅速反彈。然

而，就影響力而言，當時日本財閥壟斷日本經濟，即使日人擁有優良的民族特質，

但礙於環境所限，亦難以發揮作用，刺激中﹑小企業的發展，但美國正正為日本

經濟發展打造有利形勢，頒布《禁止壟斷法》以解散財閥，使中﹑小型企業能得

以於戰後急促發展。可見，美國消除了限制經濟發展的因素，使日人能發揮其優

越的民族特質，故美國因素的重要性較大。 

 

總括而言，美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各方面均有著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不論是長期、短期，還是正面、負面，影響力均是舉足輕重，對於塑造 1945-60

年代的日本發展影響力最大，是最重要因素。 

 
字數：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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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答卷示範 (一) 

分數：23/25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 US 
factor,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diplomatic aspect. 
 
Firstly, politically, the US l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leading to a 
democratized society. SCAP government was set up in 1946, hence US took control 
of Japan politics. For instances, the Showa Constitution was introduced in 1947, 
which provide a constitution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Japan. Also, military 
Tribunal was introduced, the militarists up to 6,000 men and related 200,000 
people were persecuted to eliminate the militarism in Japan with elections to 
choose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flourish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Japan. 
 
Secondly, economically, US also led to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For 
instance, the SCAP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Anti-Monopoly Act to dissolve 
Zaibatsu such as Sumitomo and eliminate the monopolized economy by them. Also, 
US carried out the Land Reform Act and to distribute land equally to the farmers, 
hence improved Japan’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1960s, Japan annual growth of 
GDP went up to 9.1%. What’s more, the US signed the Mutual Security Pact in 1951 
with Japan, reducing Japan’s military expenses to 1% only. This greatly saved Japan 
expenses and more resources can be allocated to develop her economy. Hence, 
Japan had awesome economic growth and recovery from the end of WW2 to the 
end of 1960s. 
 
Also, in educational aspect, the education level of Japan greatly enhanced due to 
US, as the US started the Basic Education Law in 1947, providing compulsory basic 
education to the people, the educational level rose greatly. Universal education was 
achiev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senior high school ~99% enrollment rate was 
achieved. It show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Japanese raised to a very high level. 
More students can attain universities’ degrees. For instance, Tokyo University, 
Kyoto University etc. At the end of 1960s, around 1 in 7 Japanese were university 
graduates, it shows the high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level of Japanese thanks to 
the US. 
 
Also, for diplomatic aspect,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had clos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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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Japan thanks to the US. For instance, US helped Japan to sign th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which allowed Japan to repay her debts in kind and labour. Hence Japan 
could have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ike Philippines, 
as she could enter their markets. It shows that the diplomatic ties made by Japan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s due to US effort. 
 
There are also other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s of Japan after WW2 to 
the end of 1960s, but they were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US factor. 
 
Firstly, it wa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fforts, for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 carried our expedient policies like in 1952 she joined 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ch improved Japan economic status globally. Also, 
she joined the GATT in 1955 to boost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However, US factor was more important. In terms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it 
was the US that formed the stabiliz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by Military Tribunal to 
eliminate the Zaibatsu,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uld have a good foundation of 
economy before carrying out her economic plans, hence she was following US 
footsteps. Hence US factor facilitated the Japanese policies to be more effective 
after SCAP occupation ended. 
 
Also, the global circumstances also led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 As for economic, due to the Korean War in 1950-53 and Vietnam War in 
1965, it led to the increased military production of Japan to supply munitions to the 
two countries with wars. This special procurement helped Japan to revive her 
economy quickly with more military exports. Also, approaching the end of WW2, in 
1945, Japan lost,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disarmament conferences and 
peace conferences caused her to abandon the militarism in Japan, facilitating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erms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it was US 
factor more significant. As US was the head of the capitalist bloc, s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Korean War and sent 3 million soldiers to Vietnam War against 
communism. It was US that chose Japan as the country for supplying military 
munitions for them US created the special procurement. Also, Japan surrendered 
because US threw two atomic bombs in Nagasaki and Hiroshima. Hence the 
downfall of militarism after WW2 to late 1960s was also due to US effort to 
eliminate militarism and set up the Showa Constitution hence US more important. 
 
Also, the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also led to the Japanese improved economy and 
educational standard. As Japanese was very obedient and good at saving i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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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listened to the SCAP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to reconstruct their 
economy. For instance, they worked very hard in the companies to increase 
Japanese exports, goods like Japanese TV and cars were exported to US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lso, due to the saving nature, Japanese saved money in 
the bank and the Japanese bank could give more debts to companies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as, Japanese was willing to learn and hence many 
attended tertiary or overseas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mselves. However, US factor 
was more important in terms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Japanese characteristic 
existed long before that, it was the US that carried our expedient policies like the 
Anti-Monopoly Act, Land Reform Act and also provide basic education, then 
Japanese can fully express their national features for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in all, US facto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mong all factors in causing 
development during end of WW2 up to 1960s end. 
 

Words: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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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答卷示範 (二) 

分數：20/25 

 
在 1945 年至 1969 年期間，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上的發展發展主要

由美國基於美國因素。事實上，美國在二戰後隨即在日本建立盟總政府，因此，

對於日本在不同層面都有重大影響。 

 
在政治上，美國使日本再次建立政黨政治。在 1945 年，由於日本的軍國主義

勢力依然存在，因此美國透過審判處罰不少軍國主義者，并在日本建立昭和憲

法，使日本成為一民主國家，而且也不能再稱天皇為神，而只能把其當為一精

神領袖，而且，美國也在日本引入更先進的選舉，例如對於眾議院作出改革，

而且也廢除了較專制的貴族院，使日本真正地引入選舉制度，與二戰前日本的

象征式選舉十分不同，例如當時日本有自民黨，也有不少政黨成立，紛紛透過

選舉制度上國際舞台。由此可見，如本之所以可以在 1945 年後成立政黨政治，

全靠美國的因素，因為美國一方面使天皇和軍國主義勢力下降，另一方面也推

行措施促使其政黨運作，因此，在政治上，日本的發展有賴于美國。 

 
在經濟上，美國使日本在二戰後迅速恢復經濟。在 1948 年盟總政府在日本後，

隨即確立了土地改革法，使日本的農地更自由買賣，而不是由一大班地主擁

有，此措施使日本的農產量上升，而且生產量也上升。而且，美國也在日本確

立了禁止壟斷法，使昔日三井，三菱等財閥勢力減退，令他們不能全力控制日

本的銀行和金融，這促使了更多中、小企業在日本發展，並提高了日本的工業

和商業發展。此外，美國更在日本確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使日本的軍

事開支只有 1%，令日本專注地發展經濟。還有，美國也有助日本建立穩定的

政府，使日本不會像 1930 年代一樣因軍國主義而忽視經濟生產。因此，在美

國的努力下，日本經濟在 1945-1969 年迅速上升，而且，在 1952-1973 年日本

GDP 更以雙位數增長，造就了「黃金時期」。可見，在經濟上，美國對日本的

發展十分重要。 

 
在外交上，美國使日本發展多邊外交關係。在 1945 年，由於日本在早前入侵

中國，又以「大亞細亞主義」作為藉口，在東南亞大肆擴張勢力，例如在越南

擴張，所以日本在二戰後與外國關係十分差，在政、經上都中斷了來往。可是，

美國在 1950 年代促使了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簽訂<<三藩市條約>>，使日本透過

經濟賠款與東南亞國家改善關係，以促使日本與其發展。而且，日本在

1945-1969 年致力於資本國家發展關係，例如在韓戰中支持南韓，而且又與中

國保持距離，此方式的外交是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所以日本的外交有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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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而且，日本也因為美國影響下與英和法等國建立經濟關係，促使了其多邊

外交。事實上，日本於 1945-1969 年的外交有兩大特色：第一是致力與受其入

侵國改善關係，第二是與資本國關係較好。而這也是建基於美國因素。 

 
第四，在軍事上，美國使日本軍事擴張廢除。由於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加上

美國也想防止日本在短期內提升軍備，以復仇，故使日本全面非軍事化，日本

安全工作由美國所保障，例如確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日本駐軍，并使日

本的軍費開支下降至 1%，而且，美國也不准日本擁有坦克等武器，使 1945-1969
年日本的軍事發展停頓，而武器也不先進，例如中國和英國相繼在 1960 年代

和 1950 年代擁有核武，但日本卻沒有。因此，日本在軍事上的停頓也是因為

美國因素。 

 
事實上，日本自身的因素也對於其 1945-1969 年的發展有十分大影響，例如日

本在 1952 年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在 1950 年代成立通產省，

使日本在工業和農業上更有方向地發展，此外，日本政府也致力加大教育經

費，使日本的教育發展上升，加上日本政府也制定所得倍增計劃，使日本 GDP
上升不少，因此可以反映日本政府對於經濟發展和教育有十分大影響。可是，

在因果關係上，日本大部分的發展也是基於美國因素，例如美國在日本提出了

教育改革，日本的教育經費才大大上升。加上美國主力扶助日本的工業發展，

才使日本政府也就工業上有不少措施。而且，在時間性上，1949-1952 年間日

本政府全部聽從于美國，因此，美國政府為其后日本發展作了鋪墊。因此，美

國因素主導了日本的發展方向，而日本只是跟從，故美國因素更重要。 

 
而且，日本人自身特質也有重要性，例如日本人有儲錢的習慣，而且善於仿效

西方，例如在 1950 年代積極仿效西方，例如英法在 1950 年代積極仿效英法的

工業，加上日本人的服從性也高，例如日本人十分服從企業安排，也多來在同

一企業工作，不會跳槽，使企業生產力提升，故日本力量是建基於政府的，例

如在 1930 年代不少日本人也支持軍國主義，而且放任經濟，這反映了日本人

之所以在 1945-1969 年有好的貢獻是出於美國的協助，假若美國沒有設立禁止

壟斷法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即使民眾多好也是沒有用的，因此，在因果關係對

比下，美國更重要。 

 
此外，有人也指出國際形勢十分重要。例如在 1950-1952 年間有韓戰，在 1960
年代有越戰，才促使了戰爭特需的條件，使日本可以加以利用，提升經濟。可

是，正正因為美國因素，日本才有機會利用這些特需，因為美國視日本作為資

本主義在亞洲的勢力，以抗衡中國，因此日本才能利用國際形勢。事實上，日

本戰後的破壞慘重，加上日本也有軍國主義成分，所以沒有美國的援助，日本

絕對不可能在韓戰和越戰有如此大的作為，因此，美國因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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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日本于 1945-1969 年的發展建基於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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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1952-2000年間對亞洲各國的外交主要希望為其戰爭罪

責作出補償。」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架構及立場 二次大戰後，雖然為戰爭罪責作為補償是影響日本對亞洲諸國

的外交的考量之一，但此卻其非最重要的因素。因日本多次否認歷史，而且堅拒

交還部分透過侵略得來的領土，此可證實為戰爭罪責作為補償並非是最主要的考

量。相反，經濟因素和冷戰因素更為重要。因此，題目所言不能成立。 

 

主旨句 為戰爭罪責作出補償也是影響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外交的因素之一。

// 主項重要性 基於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戰爭，大肆侵略亞洲各國，包括 1937 年

發動「七七事變」，全面入侵中國，而且及後又藉「大東亞共榮圈」及「大亞細

亞主義」為藉口，將其侵占擴展至亞洲各國。加上，日本於戰時殘害亞洲人民，

例如 1938 年的「南京大屠殺」等。因此，日本於戰後希望為其戰爭罪責作出補

償，從而影響了其對亞洲各國的外交。例如其在 1952 年與亞洲多個戰勝國簽訂

了《三藩市條約》，放棄朝鮮、台灣、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等領土的主權，並且

進一步與多國商討賠償問題。往後，日本為補償亞洲各國，在經濟恢復後亦不斷

批出大量經濟援助予亞洲各國，例如在 1965 年提供 3 億美元的無償產品予南韓；

1984 年為中國提供 4,700 億日元的長期貸款，希望修補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 小

結 可見，為戰爭罪責作出補償是塑造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外交的其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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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交並非主要旨在為其戰爭罪責作出補償。 

 

主旨句 首先，從日本否認歷史及多次允許篡改歷史的行徑可以反映其不是

旨在為戰爭罪責作出補償。 // 主項局限 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及戰爭的屠殺

行為已經是無可否定之事實，然而，日本並未有完全承認其戰爭責任，更甚，日

本文部省自 1982 年起更允許一些傷害亞洲各國人民的言論出現在教科書內，包

括辯稱南京大屠殺是因中國國民激烈反抗才導致大規模的死傷，佔領東南亞國家

也只是為了將該等國家從西方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結果導致日本與亞洲各國

時不時就出現外交風波，持續損害關係的發展。此外，日本首相肆無忌憚地以官

式參拜供奉了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如 1985 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率內閣成

員集體參拜，惹來了亞洲鄰國的強烈反對及譴責，同樣反映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

交政策未有以補償戰爭罪責為優先考慮，更加是無視亞洲各國的訴求及譴責。 // 

小結 可見，此並非是最主要的考慮。 

 

再者，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領土問題也能顯示其並非旨在為戰爭罪責作出補償。

日本自 19 世紀末開始侵略亞洲各國，包括於對中國的甲午戰爭(1894-95 年)，迫

使了中國簽訂《馬關條約》，攫取了台灣及附近島嶼，包括佔據了釣魚台。儘管

二次大戰後，日本在戰敗後被迫要歸還曾經侵略的領土，但卻未有將部分具有複

雜歷史問題的領土交還予原有的宗主國，包括與中國的釣魚台問題及南韓的獨島

等。日本政府一直堅稱擁有該等透過侵略而得來的領土的主權，更縱容日人作出

挑釁性的行為，例如於 1996 年放縱右翼極端份子在釣魚台列島的其中一個島嶼

興建燈塔，就導致了中國官方的強烈譴責及民間的大規模反日示威。日本未有將

透過侵略而得來的領土全數歸還，更不惜為此等領土而與鄰國經常性產生磨擦，

持續損害了雙方的關係。可見，為戰爭罪責作出補償並非是影響日本對亞洲諸國

政策的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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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經濟因素及冷戰因素更加影響了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交。 

 

主旨句 經濟因素方面，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交旨在獲取經濟利益。 // 他

項重要性 日本於二次大戰後經濟千瘡百孔，民不聊生，1946 年時人均國民生產

總值只得 17 美元。日本為復甦經濟，增加貿易，故積極改善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例如於 1952 年與亞洲多國簽訂《三藩市條約》作為戰敗條約，有助重新建立日

本與亞洲各國的貿易關係。而且，日本希望東南亞能成為日本穩定的資源來源，

同時也開發東南亞市場，因此積極援助東南亞國家，例如 1967 年與馬來西亞達

成無條件技術援助及贈款等協定。 // 小結 此等均可反映經濟因素是影響日本

對亞洲諸國外交的重要因素。 

 

主旨句 事實上，經濟因素較戰責因素更加重要。 // 駁論 就因果關係而言，

日本承認戰爭罪責是為了重新建立與亞洲強國的外交關係。由於戰後的日本與亞

洲各國關係差劣，缺乏出口市場，故日本在美國的協調下，簽訂了《三藩市條約》

以承認其對亞洲各國的戰爭責任。然而，至日本經濟至 1970 年恢復並重新崛起

成為經濟強國後，日本就無視過往的戰爭責任，例如在 1978 年將二次大戰甲級

戰犯的靈位和骨灰另安置於靖國神社，日本首相更不時參拜；文部省於 1982 年

多次允許篡改歷史責任的言論出現於教科書內。 // 小結 可見，戰責因素並非

主要考慮，反之，經濟因素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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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因素方面，冷戰的發展大大影響了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交政策。二次大

戰後，共產主義於亞洲迅速滋長，包括 1949 年共產中國建立、1950-53 年韓戰

出現等。由於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積極參與對抗共產主義國家，例如於

1952 年與中華民國簽訂《中日和約》，承認中華民國，但卻未有與共產中國建交。

然而，至 1970 年代冷戰進入緩和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關係有所緩和，

日本就開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於 1972 年建交，其後又於 1978 年簽訂《中日友

好和平條約》，確立雙方友好關係。可見，冷戰的形勢也塑造了日本與亞洲各國

的外交發展。 

 

事實上，冷戰因素較戰責因素更加重要。比較影響力而言，儘管中國是過往

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國，但日本並未有於二次大戰後即時補償予中國，但懷抱敵

意，在戰後尚未建交，反映戰責因素的影響力有限，並非是影響日本政府與中國

的主要考慮。相反，冷戰因素的影響力遠大於戰責因素。隨著冷戰出現，資本主

義的日本未有與共產主義的中國建交，但至 1970 年代冷戰緩和後，雙方才正式

建交。可見冷戰因素是影響日本外交的更重要考量。 

 

總括而言，就影響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外交而言，戰責因素的重要性並不及經

濟因素和冷戰因素重要。因此，題目所言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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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答卷示範 

分數：10/15 

 

In the period 1952-2000, Japan regained its autonomy since the end of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rule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It then 
developed h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I do not 
agree that the diplomacy of Japan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aimed primarily at 
compensating its war guilt. Japan aimed primarily at gain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instead. It c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in Japanese and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Japanese-Korean relation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irst, in Japanese and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Japan had made certain attempts in 
compensating its war guilt. For example, in 1952 th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demanded Japan to pay reparations in kind and services. Later on, Japan sent 
goods and services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help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e.g. build infrastructure imports good quality Japanese-made products 
etc. Since Japan once invaded almost whole Southeast Asia in 1930s and exploited 
resources from colonies like Malaysia, Burma, Taiwan, etc., the Treaty was a 
reparation to help improve their economy and society, thu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compensating its war guilt. Moreover, the Fukuda Doctrine in 1977 promised that 
Japan could not revive militarism gain and their relations were in equal basis. This 
also showed the attempts of Japan in developing equal,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hence compensate the top-down relations and exploitation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1930s. 
 
However, the diplomatic tactic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actually aimed 
primarily at gain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Japan. For 
instance, th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was to pay reparations in kind and services but 
not in money form. This allowed Japan to get into Southeast Asian market and 
gained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cheap resources and large overseas market, 
thus leading to the economic miracle in Japan but no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1950s-1960s. Moreover, the First Oil Crisis in 1973 and the Second Oil Crisis 
afterwards drew Japan to exploit oil resources from Southeast Asia instead of 
Middle East. Though Southeast Asia benefited from economic trade, Japan enjoyed 
much greater benefits and hence rising status.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instead suffered from environment destructions. The assistance to ASEAN wa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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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imed at developing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Japan’s interests. Therefore, the 
aim of compensating war guilt was just a name. It was exploiting for own benefits 
in nature. 
 
In terms of Japanese-Korean relationship, certain aims at compensating war guilt 
was seen. For example, in 1965 Japan and South Korea was normalized i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mediated by the US, as well as the Six Party Talks. This 
marked the compensation of Japan to her annexation in Korea and took it as colony 
for 36 years. This showed good attempts of compensating war guilt of Japan in 
developing normalized relationship with Koreans. 
 
However, it was to a clearer stance that Japan aimed at gain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nefits from South Korea instead of compensating its war guilt. For 
example, the official visits of Prime Minister to Korea and the jointly held World 
Cup Football Match together was to develop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 world 
extent also enhanced Jap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especially after the declining 
status in post-WWII. Therefore, economic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were a 
more crucial consideration in the period 1952-2000. Even though there was the 
normalization of Japanese-Korean relationship, it was due to Japan under influence 
of the US in Cold War, thus joining allies with South Korea in against communists. 
Japan did not put much efforts in North Korea to resolve their tensions in Cold War, 
Korean War 1950-53 as well. Therefore, Japan’s diplomacy with Korea was just 
aimed a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benefits, but not for the sake of 
compensation. Even wors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Dokdo further showed that 
Japan had no real aim to compensate, but only strive for nation’s interests with 
South Korea. 
 
In term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t was also only be seen in fewer places where 
Japan aimed at compensating its war guilt to China. For example, the 1972 
Sino-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1978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also showed Japanese’s willingness to rebuild peace and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as to step backward and compensate the war 
guilt of invasion in China in 1930s.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1984 also 
compensated her unfair, humiliating Twenty One Demands, as well as exploiting 
Chinese Shandong interests and the destructions caused by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Thus, money compensation were seen in developing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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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t was also that Japan aimed at gain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her 
influence in Asia instead of real compensation attitude. For example, Japan put 
more efforts in develo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1970s,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Chin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sinc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in 1978. In 1960s, Japan accepted visits of Mei Lanfang of 
Chinese opera to Japan was also for her good image in cultural exchange but not 
compensating or showing any reservation to her guilt. Moreover, Japan showed no 
sincerity in apologize for her war guilt. The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textbook and 
denial of past invasion history, e.g. changing Nanjing Massacre to “entering” 
Nanjing only. Also, the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to worship the first class war 
criminals arouse people’s fear of the revival of militarism. Japan even refused to 
compensate money to the comfort women as well. Japan and China also had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Diaoyu Islands but Japan showed no attempts in 
compensation. Therefore, Japan did not aim at compensating or apologizing but 
develop a clos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just to obtain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benefits. 
 
As seen from the above, Japan diplomatic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e.g. 
Southeast Asia, Korea and China was not aim primarily at compensating war guilt, 
but to obtain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nterests for herself in 1952-2000. Therefore 
I don’t agree the statement. 

 
Words: 995 

 
 
  

明顯可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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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禍而非福。」

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日本的戰敗，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佔領了日

本，為日本各方面帶來了明顯的改變。 // 架構 然而，佔盟總政府的佔領對日

本而言並非一面倒是禍或福，因在盟總在軍事、外交方面為日本帶來了禍，但卻

於政治、經濟、教育方面帶來了福。// 立場 因此，題目所言不能完全成立。 

 

    主旨句 軍事方面，盟總政府限制了日本的軍力，對日本而言是一禍。 // 贊

成核心 A 的理據 二次大戰後，為防止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盟總政府為大肆整肅

右翼分子，同時禁止日本政府擁有軍隊，只允許少許保衛日本國土的自衛隊，並

且限制武備，禁止研發核武等科技。雖然盟總政府的措施有助減低日本的軍費開

支，同時盟總政府於撤出日本前，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由美軍保護日本，彌補了日本國防空洞的問題。然而，日本的軍事實力大

大受到壓抑，如戰前日本是繼英、美之後的第三大海軍強國，但戰後受盟總政府

制訂的《昭和憲法》(1947 年)所限，規定日本的軍事實力只能維持在自衛所需的

水平，使日本只能擁有不多於 30 艘的軍艦。此外，在軍隊人數方面，日本的自

衛隊人數也被限制至 10 萬人，軍事實力被大幅規限。 // 小結 可見，盟總政府

的佔領大大限制了日本的軍事實力，為一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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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使日本被迫捲入冷戰的漩渦，為一禍害。佔領日

本的盟總政府是由以美國為首，其中駐日盟軍的總司令就是美國軍事將領麥克亞

瑟。然而，由於冷戰於二次大戰後緊接出現，當時的盟總政府希望透過重振日本

的國力，以圍堵共產主義於亞洲的擴張，因此使日本被迫牽涉入冷戰的鬥爭之中。

例如在韓戰時期(1950-53 年)，美國利用日本作為在韓戰中的補給基地，以對抗

北韓及中國的軍隊，此舉雖然有助為日本締造「戰爭特需」，帶動經濟的發展，

但卻使日本與中國、北韓等共產主義國家交惡，使日本與鄰近共產主義國家保持

了數十年的對立，嚴重威脅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同時，由於日本被迫捲入冷

戰的漩渦，在盟總政府的支配下，日本成為資本主義陣營，外交上大大受到美國

的主導，減低了日本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性，此亦限制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發展。可

見，盟總政府的佔領導致日本捲入了冷戰的鬥爭，為一弊處。 

 

    雖然盟總政府的佔領對日本在軍事及外交方面帶來禍害，但在政治、經濟及

教育方面則帶來了利。 

 

    主旨句 政治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帶來了民主，對日本而言是福。 // 反

對核心 B 的理據 日本政治於 1945 年前被軍國主義者操控，缺乏民主，如「大

政翼贊會」於 1940 年成立，取締了各個政黨，日本陷入獨裁統治的時代。但戰

後，盟總政府為日本實行了非軍事化及民主化的措施，使民主得到在日本確立，

為日本政治帶來頗大的好處。在非軍事化方面，召開了遠東戰爭法庭，審判了

6,000 名軍人及整肅了 20 萬右翼分子，有助剷除軍國主義思想。此外，在民主化

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頒布了《昭和憲法》(1947 年)，廢除天皇權力﹑提高下議

院權力，並開展全民選舉的年代。因此，盟總政府的佔領的確有助使軍國主義及

獨裁統治不再出現於日本，民主也得以真正開始在日本萌芽。 // 小結 可見，

盟總政府為日本帶來民主，對日本而言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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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大大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復甦及發展，為一福。日

本經濟受二次大戰的拖累而陷入嚴重的困難，百業蕭條，經濟衰退疲弱。然而，

盟總政府的佔領不但未有壓抑日本經濟的發展，反而協助日本重建經濟，例如在

工商業方面，為防財閥壟斷經濟，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盟總政府頒布了《企

業再建整備法》(1946 年)及《禁止壟斷法》(1947 年)以解散財閥，推動經濟的發

展。此外，在農業方面亦頒布了《土地改革法》(1946 年)以解放農地，提高生產

力。在盟總政府的致力推動底下，日本經濟迅速復甦，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於

1946-51 年間就達到 9.9%；外匯儲備亦由 1949 年的二億美元劇增至 1952 年的

11 億美元，反映日本經濟已經迅速復甦。可見，盟總政府大大推動了日本經濟

的復甦，為一正面影響。 

 

    教育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有助推動日本教育的發展，為一福。日本的教育

於 1945 年前受到嚴格的思想控制，於 1890 年的《教育敕語》為日本教育方針的

基石，強調忠君愛國的奉獻精神，並提供嚴格的思想及品格準則。但 1945 年日

本戰敗，雖然日本被盟總政府所佔領，但卻因而因禍得福，因盟總政府為了徹底

剷除軍國主義思想，便從教育著手，刪除教科書內歌頌軍國主義的內容，又於

1947 年頒布《教育基本法》，不但確立以培養全人發展為教育的目標，更將義務

教育由 6 年提高至 9 年。因此，日本教育在盟總政府的佔領下不但因走向了自由

化，更因而進一步提高了教育的水平，有助日後高等教育的發展。可見，日本的

教育因盟總政府的佔領而得到解放，實為一正面影響。 

 

    總括而言，盟總政府對日本的佔領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帶來正面影響

的同時，在軍事及外交方面也產生了明顯的弊處，故題目所言不能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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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總政府的佔領是福多於禍。」

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架構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對日本的佔領同時帶來了正面和負

面影響，但相較之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帶來的影響是福多於禍，但於

外交方面則是禍多於福。 // 立場 因此，題目所言在大程度上能夠成立。 

 

    主旨句 政治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為日本帶來了民主，是福多於禍。 // 項

目 B(禍) 二次大戰後，盟總政府佔領了日本，日本的政治由盟總政府操控，失去

自主權，例如被迫實行非軍事化的措施，審判東條英機等前政府的主要官員，日

本以戰敗國的身份受到外國勢力的管治，此乃盟總政府佔領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 項目 A(福) 然而，盟總政府使民主得到在日本確立，為日本政治帶來頗大的

好處。在非軍事化方面，召開了遠東戰爭法庭，審判了 6,000 名軍人及整肅了 20

萬右翼分子，有助剷除軍國主義思想。此外，在民主化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頒

布了《昭和憲法》(1947 年)，廢除天皇權力﹑提高下議院權力，並開展全民選舉

的年代，帶來了極大的好處。 // 對比 ( ~ 20%) 相比之下，雖然盟總政府的佔

領使日本在短期內失去自主權，但卻為日本剷除了軍國主義，使獨裁統治不再出

現於日本，更令民主得以真正開始在日本萌芽，故是福多於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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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大大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是福多於禍。雖然

盟總政府的佔領使日本在經濟上失去主導權，例如盟總政府強迫解散財閥及解放

農地，破壞了原有日本的經濟體系，此為一負面影響。然而，盟總政府的佔領對

經濟發展而言是福多於禍，因盟總政府積極協助日本重建經濟，例如在工商業方

面，為防財閥壟斷經濟，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盟總政府頒布了《禁止壟斷

法》(1947 年)以解散財閥，推動經濟的發展。此外，在農業方面亦頒布了《土地

改革法》(1946 年)以解放農地，提高生產力。在盟總政府的致力推動底下，日本

經濟迅速復甦，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於 1946-51 年間就達到 9.9%；外匯儲備亦

由 1949 年的二億美元劇增至 1952 年的 11 億美元，反映日本經濟已經迅速復甦。

相比之下，雖然盟總政府的佔領使日本在經濟上失去自主權，但就打破了過往不

利經濟發展的經濟體系，使經濟獲得煥然一新的發展機會，大大有助日後的經濟

發展，故是福多於禍。 

 

    軍事方面，盟總政府的佔領對往後日本的軍事發展是福多於禍。雖然受著盟

總政府的佔領影響，日本的軍事發展受到大大壓抑，因盟總政府大肆整肅右翼分

子，同時禁止日本政府擁有軍隊，使日本軍力大減。然而，就長期而言，盟總政

府的佔領對日本軍事帶來了更多的好處。因在盟總政府禁止日本擁有軍隊的同時，

美國就於 1952 年撤出日本前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由美

軍保護日本，日本的軍事開支大幅減少，每年只需投放少於 1%的國民生產總值

至軍事方面，有助經濟迅速復甦。雖然此舉令日本軍事早期力弱，但美國軍隊保

護日本則可彌補此一缺陷，至後期，充裕的經濟實力令日本得以重新發展軍事，

更於 1983 年開始成為世界上第二軍費開支大國。至 20世紀末，日本的海軍已名

列世界首幾位，軍力得以煥然一新。相比之下，雖然盟總政府的佔領使日本的軍

事發展受到限制，帶來了短期的不利影響，但長遠則有助平衡日本的軍事及各方

面的整體發展，使日本於 20世紀末再次崛起成為強國，故是福多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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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雖然盟總政府的佔領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均為日本帶來的福是多於禍，

然而，在外交方面則是帶來禍多於福。 

 

    外交方面，盟總政府使日本被迫捲入冷戰的漩渦，是禍多於福。儘管以美國

為首的盟總政府協助日本改善與鄰近國家的關係，例如於 1951 年召開了三藩市

會議，協調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償議題，改善了外交上的關係。然而，盟

總政府的佔領在外交上是禍多於福，因盟總政府利用日本以圍堵共產主義於亞洲

的擴張，使日本被迫牽涉入冷戰的鬥爭之中。例如在韓戰時期(1950-53)，美國利

用日本作為在韓戰中的補給基地以對抗北韓及中國的軍隊，但導致了日本與中國、

北韓等共產主義國家交惡，嚴重威脅亞洲地區的和平。同時，由於日本被迫捲入

冷戰的漩渦，在盟總政府的支配下，日本成為資本主義陣營，外交上大大受到美

國的主導，減低了日本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性，此亦限制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發展。

相比之下，雖然盟總政府的佔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但卻使

日本失去外交上的自主權，更被迫捲入冷戰的漩渦，使日本的外交一面倒傾向資

本主義陣營，大大限制了日本外交的發展，故是禍多於福。 

 

    總括而言，盟總政府對日本的佔領在大程度上帶來了福是多於禍。儘管日本

在外交上被迫捲入了冷戰的鬥爭中，但卻使日本在各方面均得到蛻變，日後再次

於 20 世紀末崛起成為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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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同意美國促進多於妨礙日本的發展？試參考 1945-2000 年

間的日本發展，解釋你的看法。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佔領了日本。往後，美國就與日本結下

了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在促進日本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許多障礙。仔細比較

下，美國促進多於妨礙日本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發展，但卻在外交方面恰恰相反

帶來了妨礙多於促進的效果。因此，題目所言在大程度上成立。 

 

政治方面，美國雖然短暫令日本失去自主權，但長遠卻為日本奠定了民主化

發展，是促進多於妨礙日本政治發展。就妨礙而言，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佔領

了日本，使日本政府直至 1952 年為止受到盟總政府的操控而失去自主權，例如

被迫實行非軍事化的措施，審判東條英機等前政府的主要官員，妨礙了日本的政

治自主性。就促進而言，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使民主得到在日本確立。在非軍

事化方面，盟總政府召開了遠東戰爭法庭，審判了 6,000 名軍人及整肅了 20 萬

右翼分子，有助剷除軍國主義思想，為植根民主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民主

化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頒布了《昭和憲法》(1947 年)，廢除天皇權力﹑提高下

議院權力，並開展全民選舉的年代，使日本的民主制度能夠確立至今。相比之下，

就推動日本民主化進程而言，日本原本受到軍國主義者操控，政治陷入歷史學家

所謂的「黑暗的幽谷」。儘管日本在戰後受到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操控而短暫地

失去自主權，但長遠卻為日本奠定了民主化道路，發展更持續至今，故美國實促

進多於妨礙日本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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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雖然美國在 20 世紀末有妨礙到日本的經濟發展，但她卻是日本

在戰後復甦經濟的關鍵，促進多於妨礙日本的發展。在妨礙方面，隨著日本在

1965 年起扭轉了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兩國間的經濟磨擦也因此而生，美國在 1980

年代開始對日本的半導體產品、彩色電視機及汽車徵收 100%的懲罰性關稅，導

致日本的出口量大幅減少，日本企業也因減產而關閉生產線，使日本經濟於 1990

年代陷入衰退。促進方面，美國不僅提供了 20 億美元的貸款以協助日本，重新

推動日本經濟發展。同時，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大刀闊斧為日本推行改革，其中

解散財閥的措施防止了財閥壟斷經濟，令中、小企業能夠在公平、自由的情況下

茁壯成長。同時，收購地主超過法定面積的農地並以接近零的價格售予佃農，使

大約 80%的耕地面積獲得解放，農民獲得土地後有助提昇生產力。在美國的致力

協助下，日本經濟迅速復甦，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於 1946-51 年間就達到9.9%。

相比之下，就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一步而言，美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不但提供了

大量貸款予日本，同時也為日本打造出有利的營商環境，令日本經濟成功在短期

內復甦。儘管美國在 20 世紀末對日本實施懲罰性關稅，但美國在 20 世紀下半葉

一直都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更自 1965 年起大多是貿易順差，可見美國實在

是有利多於有礙日本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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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方面，美國長遠也是促進多於妨礙日本的軍事發展。在妨礙方面，受著

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的佔領影響，日本的軍事在二次大戰後的初期受到了大大的

壓抑，因盟總政府大肆整肅右翼分子，同時禁止日本政府擁有軍隊，使日本軍力

大減，短暫地失去保護國家的能力。在促進方面，美國就於 1952 年撤出日本前

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由美軍保護日本，日本的軍事開支

大幅減少，每年只需投放少於 1%的國民生產總值至軍事方面，有助經濟迅速復

甦。雖然此舉令日本軍事早期力弱，但美國軍隊保護日本則可彌補此一缺陷，至

後期，充裕的經濟實力令日本得以重新發展軍事，更於 1983 年開始成為世界上

第二軍費開支大國。至 20 世紀末，日本的綜合海軍實力在蘇聯解體後排名世界

第二，同時，日本在得到美國的技術支援底下，能夠自行生產 F-15 戰鬥機，空

軍實力亦雄霸亞洲。相比之下，衡量整體發展而言，戰前的日本過度發展軍事，

最終拖跨了日本整體的發展。然而，雖然美國在戰後的初期限制了日本的軍事發

展，但後來發展出的緊密軍事關係卻一方面彌補了日本的國防漏洞，同時令日本

能夠迅速恢復國力，重新再發展軍事，使日本軍事能夠在平衡各方面發展的情況

底下再次崛起成世界強國。因此，美國對日本的軍事發展也是促進多於妨礙。 

 

雖然美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均促進多於妨礙了日本的發展，但在外交

方面卻是起了妨礙多於促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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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革命．顛覆所有 
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外交方面，美國在協助日本改善與鄰國關係的同時，令日本被迫捲入冷戰的

漩渦，是妨礙多於促進日本的外交發展。在促進方面，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協

助日本改善與鄰近國家的關係，例如美國作為中間人的角色，召開了三藩市會議

(1951 年)，協調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償議題，使日本在往後能夠陸續與鄰

國建交。此外，自 1951 年起美國的協調下，日、韓展開了長達 13 年零 8 個月的

七輪會談，最終實現了日、韓於 1965 年的建交，日本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

逐步建立。在妨礙方面，由於戰後的日本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的支配， 外

交上大大受到美國的主導，減低了日本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性。美國利用日本作為

對抗共產主義的棋子，使日本與多個共產國家關係長期交惡，例如在韓戰

(1950-53 年)及越戰(1961-75 年)中，美國利用日本作為在兩次戰爭中的補給基地，

以對抗共產主義派別，驅使日本與北韓、北越及中國的關係交惡，在 1970 年代

前未能建交，保持敵對。相比之下，就外交自主性及多元化而言，自盟總政府佔

領後，日本外交政策一直受制於美國，外交方針容易受到美國的擺佈而不能自主，

更因美國的緣故而使日本被迫捲入冷戰，與共產主義國家長期交惡。可見，美國

妨礙多於促進日本的外交發展。 

 

總括而言，美國對於二次大戰後的日本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其一方

面促進了日本的發展，同時也構成了很大的障礙。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美

國均對日本而言是福多於禍，但外交方面卻正正相反。整體而言，雖然美國的影

響力不無弊端，但其正面影響力是造就現代日本的重要力量。因此，題目所言在

大程度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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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 1945 年戰敗是因禍得福。」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架構 雖然日本於第二次大戰世界大戰中戰敗，但卻為政治、經濟、教育及

軍事等方面帶來好處，故戰敗對日本而言反是因禍得福。然而，在外交方面則未

有因戰敗而得到好處。 // 立場 因此，題目所言只能在大程度上成立。 

 

    主旨句 政治方面，戰敗反使民主能植根於日本，實因禍得福。 // 戰敗前 日

本政治於 1945 年前被軍國主義者操控，缺乏民主，如「大政翼贊會」於 1940

年成立，取締了各個政黨，日本陷入獨裁統治的時代。而且，戰前日本的政變﹑

刺殺頻繁，如五一五事件(1932 年)及二二六事件(1936 年)均使日本政壇波動，動

盪不穩。 // 戰敗後 然而，至 1945 年戰敗，雖然戰敗令日本被盟總政府統治。

但戰後，以美國為首的盟總政府為日本實行了非軍事化及民主化的措施，如非軍

事化方面，召開了遠東戰爭法庭，審判了 6,000 名軍人及整肅了 20 萬右翼分子，

有助剷除軍國主義思想。此外，在民主化方面，盟總政府為日本頒布了《昭和憲

法》(1947 年)，廢除天皇權力﹑提高下議院權力，並開展全民選舉的年代。因此，

多虧美國的措施，軍國主義及獨裁統治不再出現於日本，民主也得以真正開始在

日本萌芽。 // 小結 可見，政治上，日本實因戰敗而得福，成功確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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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日本的經濟反因戰敗而獲得重生，實因禍得福。於戰前，財閥壟

斷了全國經濟的發展，如三井﹑三菱及住友於 1930 年時便分別佔了全國採礦業

及交通運輸業的 63.3%及 63.8%，使中、小企業缺乏生存空間。此外，日本經濟

經歷了 1920 年代的多次經濟困境及危機，如 1923 年關東大地震﹑1927 年銀行

危機及 1929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經濟衰退疲弱。再加上日本於大戰期間將大部

分的開支投放於軍事方面，因此令日本經濟幾乎陷入崩潰，阻礙發展。然而，雖

然 1945 年的戰敗不但令日本失去所有殖民地，並且需要作出賠款，但卻反使日

本經濟獲得重生。因美國積極扶助日本重建經濟，如頒布《禁止壟斷法》(1947

年)以防止財閥壟斷經濟發展；頒布《土地改革法》(1946 年)以解放農地。此外，

美國更協助日本貨品打入國際市場，如 1952 年的賠償條約(《三藩市條約》)中

中允許日本以貨品及勞動力作為賠款，結果成功令日本商品打入東南亞市場。因

此，日本經濟於 1945 年後不但迅速復甦，更步入了 1960-70 年代的黃金期，於

1968 年時國民生產總值更成功超越西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可見，戰敗

反使日本經濟因禍得福。 

 

    教育方面，戰敗反使日本的教育思想得到解放，實因禍得福。日本的教育於

1945 年前受到嚴格的思想控制，例如早於 1890 年的《教育敕語》中已強調忠君

愛國的奉獻精神，並提供嚴格的思想及品格準則。及至 1930-40 年代，教育更操

控於軍國主義者手中，有反右思想的教師﹑刊物都受到排斥，教育成為控制學童

思想的工具。但 1945 年日本戰敗，雖然日本被盟總政府所佔領，但卻因而因禍

得福，因美國為了徹底剷除軍國主義思想，便從教育著手，刪除教科書內歌頌軍

國主義的內容，又於 1947 年頒布《教育基本法》，不但確立以培養全人發展為教

育的目標，更將義務教育由 6 年提高至 9 年。因此，日本教育不但因戰敗而走向

自由化，更因而進一步提高了教育的水平，有助日後高等教育的發展。可見，日

本的教育因戰敗而得到解放，實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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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方面，日本同樣因禍得福，使日本軍事在恰當的環境下發展。日本於

1945 年前因戰爭需要而大幅擴軍，大部分國家開支運用在軍事方面，如 1944 年

將 99%開支投放於軍事，龐大的軍費開支大大拖垮了日本的各方面發展。然而，

由於 1945 年日本戰敗，盟總政府禁止日本政府擁有軍隊及限制武備，反而令日

本因禍得福。因美國恐懼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故禁止日本擁有軍隊，更於

1952 年撤出日本前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1 年)，由美軍保護日

本，日本的軍事開支大幅減少，日本每年只投放少於 1%的國民生產總值至軍事

方面，有助經濟迅速復甦。雖然此舉令日本軍事早期力弱，但美國軍隊保護日本

則可彌補此一缺陷，至後期，充裕的經濟實力令日本得以重新發展軍事，更於

1983 年開始成為世界上第二軍費開支大國。至 20世紀末，日本的海軍已名列世

界首幾位，軍力得以煥然一新。可見，雖然戰敗短期不利於日本軍事的發展，但

長遠則有助平衡日本的軍事及整體發展。 

 

    雖然日本在政治、經濟、教育及軍事方面因禍得福，但外交方面則因種禍得

禍。 

 

    外交方面，日本未有因戰敗而得福，更因戰爭的影響而與鄰國關係不和。日

本於 1945 年前與鄰國關係惡劣，中國﹑朝鮮﹑印尼等亞洲各國因日本的侵略而

深受其害，使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惡劣。至 1945 年，雖然日本戰敗，並需要

歸還所有曾經侵略的土地，但對日本而言，無論是戰勝或是戰敗，均無助修補與

曾被其侵略過的國家的關係。更甚，戰爭的問題更遺留至今，如各國民間對於日

本於戰時劣行的申訴，而日本法院多次的駁回就使亞洲多國的人民不滿，妨礙了

日本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此外，各國因戰後的領土問題未能完全達成共識，因

此日本與鄰國的領土主權爭議就大大破壞了亞洲地區的和平，如日本與中國的釣

魚台問題及與南韓的獨島問題，使日本與鄰國關係緊張。可見，在外交方面，日

本未有戰敗而得福。 

 

    總括而言，戰前日本受軍國主義操控，但戰敗反使日本得到解放，在政治、

經濟、教育及軍事方面都得到了蛻變，因此在大程度上是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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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軍國主義統治時期(1931-45)及盟總佔領時期(1945-52)對日

本發展的影響。 

 

    架構 軍國主義統治時期(1931-45)及盟總佔領時期(1945-52)為日本的政治、

經濟、社會、軍事及外交帶來了天壤之別的影響。 // 立場 軍國主義時期雖然

強化了日本的軍事實力，但則破壞了日本多方面的發展，正正相反的是，儘管盟

總政府壓抑了日本的軍事發展，但卻使其他方面得到良好發展。因此，兩時期的

影響是立竿見影、截然不同。 

 

    主旨句 政治方面，軍國主義統治時期使日本失去民主，盟總佔領時期則為

日本重建民主。 // 項目 A 在軍國主義統治時期，由於軍國主義提倡專制、極

權統治，因此令日本陷入歷史學家所言的「黑暗的幽谷」。例如，軍人內閣於 1936

年再次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使內閣再次需要軍部派大臣出任海、陸軍

大臣之職才能成立，再次受制於軍部。更甚，1940 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更

將日本變成一個一黨專政的法西斯體系國家，日本已經再沒民主可言。 // 項目

B 相反，盟總佔領時期則為日本重建民主，因盟總政府為日本實行非軍事化及

民主化改革，包括在非軍事化方面審判約 6,000 名軍人及在民主化方面實行了民

主的《昭和憲法》(1947 年)，使民主得以植根於日本。 // 對比(>20%) 可見，軍

國主義統治把日本拉進「黑暗的幽谷」，民主盡失，但盟總時期則為日本民主重

建光明，使得民主能植根日本，兩時期對日本政治的影響大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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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軍國主義統治時期使日本經濟陷入困境，但盟總時期則有助經濟

復甦。由於軍人政府極為著重軍事發展，投資大量國家開支到軍事範疇，例如在

1938 年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容許將一切人力資源支援對外戰爭，使軍事開支

增加至 70%，及後更進一步推高至 99%。結果，畸型的經濟發展及長期徵收重稅

令到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引致大量企業倒閉，加上長期戰事，終使日本經濟財殫

力竭。相反，由於盟總政府希望重建日本國力以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大，故

積極推動日本經濟復甦，例如為日本推行《禁止壟斷法》及《企業再建整備法》

等以解散財閥；推行《土地改革法》以解放土地予農民，結果使日本經濟由谷底

反彈，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 1946 年的 17 美元升至 1950 年的 132 美元。可見，

軍國主義時期及盟總時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是迥然不同，軍國主義時期拖垮了日

本經濟，但盟總時期則重新推動經濟復甦，使經濟得以重新發展。 

 

    社會方面，軍國主義統治使人民失去自由、人權，盟總時期則會人民帶來自

由、人權。軍國主義限制社會自由，例如限制出版自由，所有刊物必須得到軍方

批准才可出版。此外，為配合對外戰爭的政策，政府打壓勞工活動，以穩定工業

發展，但同時卻扼殺了社會自由，並損害工人的權益。軍人基本上壟斷及操控了

社會發展，令人民缺乏自由、人權。相反，盟總時期則重新賦予人民自由。由於

盟總政府希望確保軍國主義不會在日本死灰復燃，因此除了植根民主思想外，也

確立自由及平等的思想。包括在《昭和憲法》中規定人民擁有言論、出版、結社

等自由，而且也賦予了更多的基本人權，如法律平等、兩性平等等。可見，軍國

主義統治下的日本缺乏自由及人權，形成了高壓控制的社會狀況，但盟總時期則

為日本社會重新帶來自由及人權，甚至賦予更多，使日本社會更趨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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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方面，軍國主義統治時期大大推動了日本軍事的發展，反之盟總時期則

限制了軍事發展的進程。由於軍國主義統治時期的首相多有軍方背景，因此希望

透過加強日本的軍事實力以對外侵略，令到日本的軍事實力攀上高峰，例如在海

軍方面擁有 10 艘戰艦﹑125 艘驅逐艦及 65 艘潛水艇等(1941 年)；在空軍方面亦

擁有 300 多架零式戰鬥機(太平洋戰爭期間)，軍力足以吞佔大半個亞洲。相反，

盟總時期則限制了日本的軍事發展，新的憲法規定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加上

為日本實行非軍事化改革後，日本僅擁有少量的自衛隊而不設軍隊，國防事務交

由美軍保護(《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使日本的軍事開支不多於國家支出的 1%，

結果大大限制了日本的軍事發展。可見，軍國主義時期及盟總時期對日本軍事的

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將日本軍事發展推至高峰，但後者則大力限制，使戰後

的日本無力再發動戰爭。 

 

    外交方面，軍國主義縮窄了日本的外交圈子，但盟總時期則有助重新擴大日

本外交圈子。軍國主義主張對外擴張，其侵略行動不但直接激起被侵略國的強烈

仇恨，例如中國及眾多東南亞國家等，使日本與亞洲多國處於戰爭狀況。同時，

也基於侵略行動威脅了西方列強於亞洲的利益而令日本與英、美、法等國交惡，

及後日本於 1941年突襲美國珍珠港更導致日美戰爭戰爭。雖然日本與同屬極權

主義的德國及意大利結盟，但日本四處樹敵，無疑是使日本外交更趨窄狹，與多

國關係惡劣。相反，盟總政府則積極協助日本重建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例如在美

國的穿針引線下，日本於 1952年與多個東南亞戰勝國簽訂《三藩市條約》作為

戰敗條款，重新修補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有助逐步重建日本外交。可見，軍國

主義時期令到日本與多國結怨，關係惡化至極點，大大縮窄了日本的外交圈子，

但盟總時期則重建日本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作用正面。 

 

    軍國主義時期及盟總時期均是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一頁。整體而言，軍國主

義時期是破壞日本現代化的時期，但盟總政府時期則是重建及革新日本現代化的

時期，兩時期為日本帶來的影響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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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日本為例子，闡述「人禍往往導致新的政策及發展」此說法。 

 

定義 「人禍」即由人為所造成的禍害，包括戰爭、人為政策失誤所造成的

飢荒等。日本在 1937 年侵略中國，挑起亞洲戰線的爆發，及後於 1941 年突襲美

國珍珠港，四處樹敵，使其最終以戰敗收場。 // 架構 此「人禍」對日本帶來

翻天覆地的轉變，在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方面均導致了新的政策及發展。 

 

主旨句 政治方面，人禍促使日本出現新的政策。 // 舊的政策 二戰戰敗前，

日本在政治上實行《明治憲法》，規定天皇權力至高無上。而且，軍人在政策上

獲得優厚待遇，例如軍部大臣可以直接覲見天皇，而且 1936 年重新恢復的「軍

部大臣現役武官制」也規定內閣的成立必須獲得軍部支持才能成立，反映政策上

是有利於天皇及軍人。 // 人禍及新的政策 然而，隨著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戰敗，

以美國為首的盟總佔領日本，令日本失去自主權。然而，此人禍卻令日本政治政

策出現新的轉變，因盟總政府為日本實行新的政策，包括頒布《昭和憲法》以取

替《明治憲法》，廢除天皇權力，並且亦取消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及軍人

的覲見制，軍人不再獲得超然的待遇。 // 對比(~20%) 相比之下，《昭和憲法》

革新了日本原有的憲法，加上政策上廢除了軍人的特權，令到日本政治政策在二

次大戰的戰敗後煥然一新，出現了蛻變，可見人禍導致了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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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句 上述的新政策也導致日本政治發展由專制走向民主。 // 舊的發展

二戰戰敗前，日本的政治是專制的，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軍國主義者更

操控了日本政治，同時日本政府的民選成份有限。 // 人禍及新的發展 然而，

二次大戰的戰敗反令日本政治發展由專制走向民主。因盟總在佔領期間為日本

推行民主化改革，如於 1947 年為日本頒布《昭和憲法》，廢除天皇權力及允許

所有成年男、女有投票權，同時也為日本剷除軍國主義勢力，如召開遠東國際

軍事法庭，審判約 6000 名軍人及整肅超過 20 萬與日本擴張政策有關的人士，

使軍國主義勢力受到剷除。 // 對比(~20%) 相比之下，二次大戰的戰敗使日

本政治發展走專制走向民主，也將軍國主義徹底剷除，令日本政治不再受到天

皇或軍人的束縛，真正走向民主，可見人禍促使了新的政治發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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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人禍也令日本出現了新的政策。二戰戰敗前，日本為配合戰爭需

要，於 1938 年實行了《國家總動員法》，將軍費開支提高至國家總開支的 70%，

至 1944 年日本更將軍費開支進一步提高至 99%。然而，二戰的戰敗雖然對日本

而言是禍害，但卻為日本帶來了新的政策。因盟總政府為避免日本再次發動戰爭，

故在 1947 年頒布的《昭和憲法》中，規定日本軍費開支不能高於國家總開支的

1%，結果廢止了舊有《國家總動員法》，實行新的低於 1%軍費開支的政策。相

比之下，戰敗前日本實行《國家總動員法》的政策，戰敗雖然令到日本受到盟總

政府的佔領，短暫失去了自主權，但卻有助廢除《國家總動員法》，確立了低於

1%軍費開支的新政策，可見人禍帶來了新的政策。 

 

戰敗也使日本經濟發展由崩潰走向重生。99%的軍費開支徹底拖垮了日本經

濟的發展，日本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 1943 年的 133%提高到 1944 年

的 204%，經濟陷入崩潰狀態。加上，戰時日本政府依賴財閥提供資金及軍需物

資，財閥壟斷日本經濟的情況持續。二次大戰的戰敗雖然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因日本國內受到戰火破壞，包括長崎和廣島受到原子彈摧毀，而且亦有大量退伍

軍人失業的問題。然而，戰敗反使日本經濟出現重生的機會。因美國為了希望利

用日本作為亞洲地區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屏障，故積極協助日本進行改革，例如

頒布《土地改革法》(1946 年)，解放農地以刺激農業生產力。此外，同時也頒布

《禁止壟斷法》(1947 年)以解散財閥，令日本經濟得到新的發展。相比之下，戰

敗反令日本經濟得到欣欣向榮的發展，經濟於戰後急速發展，締造了「經濟奇蹟」，

同時，財閥對經濟上的壟斷也不復再現，可見人禍使日本經濟得到了煥然一新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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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人禍導致了日本推行新的政策。二戰戰敗前，日本在教育上頒布

了《教育敕語》(1890 年)，規定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予學童，並且，日本在教育

上只實行 6 年義務教育，免費教育的政策只限於基礎教育。然而，儘管二次大戰

的戰敗令日本短暫地失去自主權，但卻有助日本教育政策得到革新。盟總政府佔

領後，其為日本推行新的政策，包括 1947 年《教育基本法》規定教育為培養學

童全面的人格，並非單單忠君愛國的意識。此外，同年的《學校教育法》也將免

費教育由 6 年提昇至 9 年，使義務教育能夠進一步得到擴展。相比之下，二次大

戰的戰敗令日本教育政策出現蛻變，政策由《教育敕語》改為《教育基本法》，

義務教育政策亦由 6 年提高至 9 年，可見人禍促使了新的政策出現。 

 

戰敗也使日本教育發展由思想灌輸轉變為思想培訓，同時也由基礎教育進一

步擴展至高等教育。戰敗前，日本教育著重於灌輸忠君愛國思想，而且教育發展

局限於基礎教育，即使在 1920 年，日本的小學入學率已經高達 99%，但當時中

學、高等院校的發展仍然欠完善，貧窮的農村人口較難獲得接受中、高教育的機

會。然而，戰敗後，盟總政府為日本推行的教育改革不但使教育方針轉變為培養

學童的全人發展，同時也大大擴展了中、高等教育的發展，往後日本政府也積極

成立大量高等院校及專門技術學院，最終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得到蓬勃發展，至

1970 年代，每 7 個日本人中便有 1 個為大學生，高等教育水平冠絕亞洲、媲美

西方國家。相比之下，日本教育發展由思想灌輸轉變至培養全人發展，教育重心

也由過往的基礎教育進一步提昇至高等教育，教育發展獲得了新的轉變，可見人

禍導致了新的發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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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人禍促使日本實行新的外交政策。二戰戰敗前，日本實行侵略性

的外交政策，例如於 1937 年發動「七七事變」，全面進攻中國。而且，在東南亞

方面，於 1940 年又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藉口，四出侵略東南亞國家。然

而，二次大戰的戰敗雖然令日本成為一個戰敗國，但卻使日本外交政策出現新的

轉變。於二次大戰後，日本受到盟總政府的佔領，不能再實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加上在美國積極援助日本進行改革的情況底下，日本成為了美國的盟友，外交政

策上遂追隨美國，成為美國對抗亞洲共產主義擴張的重要屏障。相比之下，戰敗

前日本實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但戰敗後卻實行和平外交政策，同時政策上受到美

國影響極大，可見人禍導致了新的外交政策出現。 

 

戰敗也使日本與鄰國外交關係的發展由交惡走向改善。戰敗前，日本與鄰國

的外交關係交惡。由於日本積極侵略別國，使中國、朝鮮等鄰國敵視日本，戰爭

更是持續不斷，關係十分惡劣。雖然二次大戰的戰敗對日本無疑是一禍害，但卻

有助改善與鄰國的關係。戰敗後，由於美國希望利用日本以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

的擴張，故積極協助日本改善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例如在美國的協調下，日

本與東南亞國家簽訂了《三藩市條約》(1952 年)作為賠償條約；與台灣簽訂《日

台和約》(1952 年)以確定結束戰爭狀況，使日本與鄰國關係逐步改善。相比之下，

日本外交發展於戰敗前與鄰國關係交惡，但戰敗有助日本改善與鄰國的關係，關

係走向正常化，不再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況，可見人禍帶來了新的發展。 

 

總括而言，雖然「人禍」帶來了許多破壞、損失，但卻往往帶來了新的政策

和發展，從上述日本的例子中可印證題目引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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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日本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立場 經過了一世紀的轉變，20 世紀初的日本在大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 

架構 從政治、經濟、教育及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等方面可見日本有著根本性的差

異，但亦不能忽略延續的部分，因社會、軍事及與中韓關係的本質並未有重大的

改變。 

 

    主旨句 政治方面，日本政治由 20 世紀初的專制轉變至 20 世紀末的民主，

存有極大的差異。 // 時期 A 20 世紀初的日本雖然落實《明治憲法》，成為君主

立憲國家，但仍然保持著專制的特徵，如只有少部分人獲投票權﹑下議院權力有

限﹑天皇擁有絕對的權力等，後來更有助 1930 年代軍國主義在日本的上台。 // 

時期 B 但至 20 世紀末，日本已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民主國家，隨著 1947 年美國

為日本頒布《日本國憲法》，廢除天皇權力及提高民選政府的權力，專制統治已

不能存在於日本。而且，憲法准許所有成年男女均有投票權，因此日本已經成為

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 對比(>20%) 相比之下，雖然日本的君主制度一直維

持著，但政治本質已經由 20 世紀初的專制轉變至 20 世紀末的民主，天皇權力被

廢除，民主體制得到確立，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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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日本的經濟發展在兩段時期明顯截然不同。儘管日本在兩段時期

均屬於是一個富裕國家，但 20 世紀初為日本經濟發展的蓬勃期，而 20 世紀末則

為低落期。於 20 世紀初，日本獲得龐大的對外擴張利益，如 1895 年《馬關條約》

中要求中國賠款 2 億兩，又於 1905 年日俄戰爭後取得中國東北的利益，及後的

一次大戰更成為日本雄霸中國市場的良機，造就出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

至 20 世紀末，雖然日本經歷了戰後經濟復甦的黃金期，但由於 80 年代出現泡沫

經濟，並於 1990 年爆破，日本經濟陷入低迷期，股價市場及房地產市場均跌至

谷底，更被稱為「失落的十年」。相比之下，20 世紀初是日本經濟發展的蓬勃期，

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但 20 世紀末的日本經濟則正處於低迷期，經濟發展不升反

跌，狀況大有不同。 

 

    教育方面，日本在兩段時期的教育目標及發展有著很大的分別。雖然兩時期

日本也有著高教育水平的特徵，但於本質上，兩時期的教育目標及發展重心有明

顯的差異。在教育思想方面，20 世紀初的日本著重灌輸忠君愛國及服從的意識，

如 1890 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就強調忠君愛國思想。至 20 世紀末，日本已放棄

盲目灌輸服從思想，因 1947 年《教育基本法》的頒布確立了以培育學童完美人

格為目標，此目標一直維持至今。此外，在教育發展方面，20 世紀初的日本著

重於基礎教育，例如 1907 年將義務教育由 4 年提高至 6 年，希望達致全民教育。

但至 20 世紀末，日本將發展將一步擴至高等教育，造就出 1970 年代每 7 個日人

之中便有 1 人為大學生的教育水平。相比之下，儘管兩時期日本的教育水平十分

高，但在教育的目標及發展上而言，兩時期就存有明顯的差異，目標上由灌輸忠

君愛國思想轉變至培育全人發展，發展則由基礎教育擴展至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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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方面，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在兩段時期時也有所不同。雖然 20 世

紀初與 20 世紀末日本均是亞洲，以至世界大國，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及南亞國

家的關係存在著頗大的分別。於 20 世紀初，日本鮮有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接觸，

因日本主要向中國及朝鮮半島發展，而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也受著其他列強的殖民

統治。然而，至 20 世紀末，日本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因

1952 年《三藩市條約》的簽訂使日本以貨品及勞動力作為賠償，成功打入東南

亞市場。及後，日本更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如於 1994 年加入東盟區域論

壇，強化日本與東亞國家於地區政治安全的合作。於 90 年代，日本更將 65%的

對外經濟援助集中提供予東南亞國家。相比之下，日本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接

觸已明顯增多，更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並非如 20 世紀初的鮮有接觸，故兩時期

的關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由上可見日本在兩段時期的相異之處，以下將討論相似之處。 

 

   社會方面，多元化的社會特色在 20 世紀初和 20 世紀末的日本仍然存在。兩

時期的日本社會均可被視為一個現代化社會，擁有著多元文化的特徵。20 世紀

初的日本處於一個模仿的階段，模仿西方服飾﹑飲食文化等，但同時，日本自身

文化習俗也獲得保留，如飲食方面的壽司﹑節日方面的成人節等。至 20 世紀末，

日本秉承過往，西化的特徵仍然存有，如西裝及牛仔褲等西洋服裝等，同時也積

極保留日本傳統，如傳統節日穿著和服。更甚，部分文化更得以發揚光大，如壽

司盛傳至外國，成為一文化大國。相比之下，兩時期日本均為一文化交融的社會，

在外來文化在日本興盛發展的同時，本土文化也得到好好的保留，本質上未有出

現重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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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方面，兩段時期的日本軍事本質與特徵均相似，本質上並未有重大的改

變。兩時期，日本軍事特徵均為陸軍人數少而精﹑海軍實力強大，並與西方強國

結成軍事同盟。在陸軍人數方面，1910 年的日軍陸軍約 15 萬人，至於 20 世紀

末，日本陸軍自衛隊人數也保持不多於 20 萬人，但兩時期的陸軍均配備精良﹑

訓練有素。此外，在海軍方面，日本海軍於 20 世紀初甚為強大，於甲午戰爭

(1894-95)及日俄戰爭(1904-05)中擊敗兩國海軍，至 20 世紀末，日本海軍仍然位

列世界首幾位。再者，軍事同盟方面，早於 1902 年便有英日同盟的出現，至 20

世紀末，美國與日本的《日美安保條約》仍然生效，兩時期均與西方列強結成同

盟。相比之下，從本質及特徵而言，兩時期日本軍事均甚為相似，陸軍人數雖少

卻精，並且擁有強大的海軍實力及西方盟友，分別不大。 

 

    外交方面，日本與中國及朝鮮在 20 世紀初及末的惡劣關係仍舊。日本與中

國及朝鮮半島的外交關係經過一世紀也並未出現逆轉，仍然未能建立友好關係。

於 20 世紀初，由於日本極力於中國及朝鮮半島進行殖民地擴張，以致日本與兩

國的關係惡劣，如 1894-95 年曾爆發中日甲午戰爭﹑1910 年日本迫使朝鮮成為

其保護國等。至 20 世紀末，由於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並未能得以解決，日

本與中國及朝鮮半島的關係並未真正能夠走向友好，如 1982 年日本文部省允許

出版商篡改教科書及 1985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就引起中國及

南﹑北韓的強烈抗議。更甚，與中國的釣魚台問題及與南韓的獨島問題更大大破

壞 21 世紀亞洲的地區和平。相比之下，日本與中國﹑朝鮮半島國家的關係並未

能得到逆轉，兩時期的關係均不太友好，存有頗多的爭端，更損害了 21 世紀初

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雖然 20 世紀初和末的日本在部分方面的轉變不大，但在政治、經濟、教育

及與東南亞關係等方面存有本質上的差異。因此，整體而言，20 世紀初的日本

在大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字數：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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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一個 20 世紀下半葉的一個「強國」，討論該國家為何可被視

為是「強國」。 

 

定義及架構 「強國」顧名思義即是強大的國家，而強國可從兩方面介定，一

方面是在經濟和軍事等硬實力方面擁有富強的實力，另一方面是在政治、教育及

文化方面等軟實力方面擁有龐大的影響力，使之不單能屹立於國際舞台上，更能

塑造世界的發展。而 20 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在上述各方面均達到了「強國」的標準，

故可被視為是一個「強國」。 

 

主旨句 經濟方面，日本在經濟方面的狀況也符合強國的指標。 // 標準 經

濟強國應該是十分富裕，經濟產業名列世界前茅。 // 段落內容 20 世紀下半葉的

日本在經濟上達到上述標準。 在富裕程度方面，日本經濟於二次大戰後迅速復甦

及增長，至 1968 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更成功超越西德，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

國。及後，至 1987 年，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已成功超越了經濟大國美國，其外匯

儲備於同年也超越西德，居於世界首位，可見日本在經濟方面十分富庶。此外，

在經濟產業方面，日本在多方面的產業均列居世界前茅，不論在漁業方面還是工

業方面(汽車業、造船業)，日本於 20 世紀下半葉均長期居於世界首三，而且在高

科技產業，包括半導體、電腦、產業機械人等均是領先大部分國家，無疑是經濟

強國的典範。 // 小結 可見，20 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十分富裕，而且經濟名列世界

前茅，足以令其被稱為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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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方面，強大的軍事實力足以令日本冠以強國之名。軍事強國指擁有先進

及強大的武備。儘管日本於二次大戰戰敗後，被限制軍事的發展，包括禁止擁有

軍隊，並且限制軍費開支至國民生產總值的 1%。然而，此也無阻日本成為軍事

強國，因日本於 1982 年起突破 1%的軍事開支限制，軍事開支更於 1983 年超越

了英、法、德，成為了全球第二大軍費開支國，令日本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軍事強

國。在充裕的軍費投入下，日本的自衛隊縱使只有約 20 萬人，但卻配備先進及

強大的武備，包括在空軍方面擁有 140 多架 F-15J 戰鬥機(1990 年代初)，空軍實

力雄霸亞洲。而且，在海軍方面，日本在 1990 年擁有 60 艘驅逐艦及護衛艦，而

且全部服役船齡均在 20 年內，海軍綜合實力在 1990 年代初蘇聯解體後成為了僅

次於美國的海軍強國。可見，先進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反映日本的強國地位。 

 

除了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硬實力，日本在政治、教育及文化方面的軟實力也足

以證明其強國地位。 

 

政治方面，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也能令其被視為是強國。政治強國指一

國擁有政治影響力，在國際事務發揮重要的影響力。日本早於 1958 年起已經多

次獲選為聯合國的非常任理事國，承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任。更甚，自日

本於 1950-70 年代經濟起飛後，日本積極恢復其國際大國的角色，例如不斷提高

對外援助的金額，至 1991 年，日本對外援助資金更超越了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大援助國，成為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再者，日本也積極於國際

維和事務上發揮重要性，例如在 1990 年代，日本以糧食援助作為契機，與北韓

於 1991 年進行「日朝會談」以討論北韓的核問題，有助下啟 21 世紀初六方會談

的出現；在 1992 年，日本也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持和平行動，派出 600 名

自衛隊隊員到該地，協助進行維和工作。可見，日本是塑造及影響國際局勢發展

的重要力量，有著強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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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高的教育及學術水平能令以日本被冠以強國之名。教育強國指高

的教育水平，而且在學術方面擁有驕人成就。無可否定，日本在教育方面的確符

合上述標準。在教育水平方面，日本自 1947 年《教育基本法》起就已經實行了

9 年義務教育，再加上往後日本政府持續投放更多的開支在教育方面，日本的高

中升學率在 1999 年已經高達 97%，大學升學率也於 2000 年達到 49.1%，名列世

界前茅。此外，日本的學術水平發展蓬勃，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享負盛名，而

且，日本在 2000 年前後的學術論文在市場佔有率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出產大量

學術文章。再者，日本在 1950-2000 年間更有 9 人曾獲諾貝爾獎，是歐美國家以

外獲獎最多的國家，反映其學術水平冠絕亞洲，更能媲美西方。可見，高的教育

及學術水平也足以令日本被視為是一個強國。 

 

文化方面，龐大的文化影響力亦標示出日本的強國地位。文化強國指一國不

但保持了自身的獨有文化特色，更能將己國的文化傳播到其他國家，影響其他國

家的文化發展。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完全符合了上述標準，因日本在保留自

身文化方面取得了顯著了成果，例如日本傳統的服飾「和服」雖然不再符合現今

的工業社會，但卻會予以保留，在部分傳統節日時會再穿上。更甚，日本的特色

文化更大量輸出到其他國家，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例如壽司、拉麵的飲

食文化不但能在鄰近亞洲各國可以找到，甚至全球各大城市也能夠品嚐。此外，

日本的動漫影視文化更席捲全球，例如《叮噹》、《足球小將》等膾炙人口，成為

全球追捧的漫畫作品。以上種種均能夠反映日本具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是塑造

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部分。可見，日本在文化方面也符合了強國的指標。 

 

總括而言，日本不論在經濟、軍事方面的硬實力，抑或是政治、教育及文化

方面的軟實力均符合了強國的標準，冠以強國之名確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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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949-2000 年間影響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

因素。 

 

架構 受著冷戰初期的惡劣局勢影響，中、日兩國於二次大戰後的關係持續交

惡，雖然基於經濟需要、社會的民間興趣及冷戰的緩和局勢下，兩國關係逐步改

善，但領土及歷史問題就一直損害著兩國關係的發展，妨礙關係走向友好。以下，

將從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等方面討論有利及不利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 

 

    主旨句 經濟方面，經濟利益及貿易所需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有利因素。 // 

問題 A 的段落內容 貿易能促進雙方的經濟發展，因此成為日本改善與中國關係

的有利契機，例如儘管 1950 年代時中、日的關係交惡，但由於兩國必須互相進

口生活必需品，故兩國也建立了民間的貿易關係，以各取所需，結果分別於 1952

年及 1953 年簽訂定了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有助拉近兩國關係的距離。及

後，隨著中國於 1978 年推行改革開放，中國對外開放國內市場，中、日更於 1978

年及 1995 年兩次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定》，在促進貿易往來的同時，也大大

推動了兩國關係的發展。 // 小結 可見，經濟的利益及需要成為中、日兩國改

善關係的契機，促使兩國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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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方面，中、日兩國的民間興趣活動也有助推動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發展。

民間興趣也促進了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發展，例如早於 1950 年代時，雖然中日關

係惡劣，但民間的文化、藝術交流就成為改善兩國關係發展的契機，其中日本於

1956 年成立了中日文化交流協會，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國京劇大師梅

蘭芳率團訪問日本(1956 年)﹑長崎舉辦中國郵票展(1958 年)等。民間的交流有利

於中、日政府往後建立半官方，以至官方式的接觸，是兩國發展關係的重要基礎。

可見，儘管中、日兩國早期缺乏官方接觸，但民間的交流及接觸就有助為兩國僵

化的關係破冰，為一有利因素。 

 

    外交方面，冷戰中後期的緩和局勢有助中、日關係的發展。雖然在冷戰初期，

由於中、日分別屬於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政權，因此當時日本跟隨美國的外交政

策，圍堵共產主義的中國，令中、日關係交惡。然而，至冷戰進入 1970 年代的

低盪時期，隨著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藉「乒乓外交」(1972 年)而有所改善，日本也

跟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於同年宣佈與中國建交，使中、日關

係走向正常化。及後，冷戰的緩和氣氛持續，美國與蘇聯等兩大陣營的成員國於

1975 年簽訂《赫爾辛基協定》，強調互相尊重，中、日也在這緩和的氣氛中繼續

發展關係，於 1978 年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承諾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及

不干涉主權等，令中、日關係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可見，雖然國際形勢並非全然

有利中、日關係的發展，但也不能忽視其促使中、日關係正常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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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可見有利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然而，兩國關係在 20 世紀下半葉也

受著政治、社會及外交等不利因素的影響。 

 

    主旨句 政治方面，領土的主權問題大大妨礙中、日關係的發展，為一不利

因素。 // 問題 B 的段落內容 領土上的糾紛嚴重破壞了中國與日本的關係，雖

然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需要歸還曾經侵略的所有領土，但基於複雜的歷史問

題， 中國與日本的邊界問題一直未能得到確定及解決，釣魚台的主權爭端就一

直破壞兩國的關係。例如日本右翼極端份子於 1996 在釣魚台的其中一個島嶼興

建燈塔，就導致了中國官方的強烈譴責及民間的大規模反日示威。更甚，尚未得

到解決的領土爭議成為了 21 世紀損害亞洲地區和平及穩定的重要因素，使中國

與日本關係緊張。 // 小結 可見，領土的主權問題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重大障

礙。 

 

    社會方面，二次大戰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是中、日改善關係的絆腳石。日

本與中國就歷史的罪責及真確問題經常發生爭執，損害著兩國關係的發展。部分

日本人或團體否認侵華歷史，例如辯稱南京大屠殺是因中國國民激烈反抗才導致

大規模的死傷，因此引起了中國的不滿。更甚，自 1982 年起，日本文部省容許

上述的言論出現在教科書內，導致了中國的譴責及抗議。此外，日本首相認為參

拜靖國神社是出於對先輩的尊敬，並無不妥，但此舉就引起了中方的強烈不滿，

認為此舉是日本對戰爭時期的殘暴行動予以肯定，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使中、

日關係經常惡化。可見，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議題是中、日在 20 世紀下半

葉出現摩擦的根源，持續損害著兩國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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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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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回覆補習學生有關課堂/筆記問題 

    外交方面，冷戰初期的惡劣形勢不利於中、日關係的發展。冷戰初期，資本

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關係惡劣，以致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與共產主義國家

的中國關係交惡。當時中國與蘇聯靠攏，於 1950 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

約》，同時，美國與日本關係密切，美國積極扶助日本重建經濟，銳意將日本打

造成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重要屏障，令中、日關係持續交惡。而且，於國

共內戰後，國民黨退守台灣，而日本視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與之簽訂《中

日和約》(1952 年)，宣佈結束戰爭狀況，就大大引起了中共政府的不滿，往後日

本積極與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以圍堵中共，亦導致中、日關係對立起來，妨礙

了兩國關係的發展。可見，冷戰初期的形勢惡化了中、日關係，為一不利因素。 

 

    總括而言，雖然中、日關係在 20 世紀下半葉逐步得到改善，恢復接觸，並

且正式建交，但由於兩國就領土及歷史問題一直未能夠達致共識及妥協，因此令

兩國關係未能進一步交好，更不時發生爭執，損害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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