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數欄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高中歷史 

老師：  3456   班級：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一選擇題(共 110 分,每題 2 分) 

 1. ( B ) 1945 年年底，美國杜魯門總統曾派何人為特使，來華調停國共衝突，結果失敗而返？   
(A)鮑羅廷 (B)馬歇爾 (C)越飛 (D)杜威 

 2. ( C ) 中華民國自 1912 年建立後，終於在 1947 年底正式行憲。關於行憲的準備，我們應

該有什麼樣的認知？   (A)行憲代表中國終於成為君主立憲國家 (B)行憲是結束軍

政時期 (C)第一屆的總統、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 (D)第一屆所有的五院委

員皆由各選區直選產生 
解析： (A)民主立憲；(B)訓政時期；(D)監察委員以間接選舉方式進行。 

 3. ( D ) 附圖是中國人民銀行於 2005 年頒布的人民幣圖案之一。2013 年 7 月兩岸貨幣互換

機制建立，人民幣可以兩岸匯款交流，造成當時人民幣上的毛澤東圖像在臺灣滿街

跑的情形。請問人民幣何時開始成為中共官方的法定貨幣？   (A)1920 年上海中國

共產黨建立時 (B)1931 年瑞金建立中央政權時 (C)1936 年長征後建立延安據點時 

(D)1949 年在北京建立共和國時 

 
 4. ( D )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後，不到十年光景，人口就增加近一億人，以下那些是

導致人口成長的原因？(甲)糧食供應穩定；(乙)內戰的終止；(丙)政府著重勞力密集

產業發展；(丁)計畫經濟體制保障人民的就業機會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
丙丁 (D)甲乙丙丁 

 5. ( A ) 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汲取外國發展經驗及

固守社會主義的同時，必須注意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才能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現

代化國家。鄧小平稱此理論為   (A)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B)世界大同的社會

主義 (C)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 (D)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 
 6. ( D ) 鄧小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速度十分驚人，但近

年來中共高層刻意控制經濟年成長率在 8～9%之間，即所謂的「保八」。請問下列何

者是中共力求「保八」的主因？   (A)減輕國家的財政支出 (B)提高國民的生產效

率 (C)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D)維持經濟穩健發展 
 7. ( C ) 中國大陸有首歌謠：「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綠江。保和平，為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國好兒女，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狼！」請問這首歌謠應是在描

述中國大陸那一件史事？   (A)大躍進 (B)珍寶島事件 (C)抗美援朝 (D)上山下

鄉 
 8. ( B ) 1970 年代，中共在無法以軍事手段征服臺灣的情況下，改採那一方式脅迫臺灣？   

(A)經濟制裁 (B)外交攻勢 (C)開放臺商赴中國大陸投資 (D)開放臺人赴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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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探親 
 9. ( A ) 1962 年，在中共幹部工作會議中，劉少奇指出三年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把人謀不臧當成是三年大饑荒的主因，中共應該要負起全部責任。請問他認為要為

此事負責的人是誰？   (A)毛澤東 (B)鄧小平 (C)周恩來 (D)江青 
10. ( B ) 鄧小平主政之後，提倡「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來」的觀念，帶領中國走向改革開

放的新氣象。請問先富裕起來的「一部分人」可能會集中於下列那一地區？   (A)
華北鄉村 (B)沿海城市 (C)東北平原 (D)西南山區 

11. ( A ) 下列有關第一屆國民大會的敘述何者為是？   (A)於南京召開 (B)1947 年年底召

開 (C)國民大會代表投票選舉第一屆監察委員 (D)蔣中正當選第一屆副總統 
12. ( C ) 現在多數的中國人民都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十年浩劫」，請問下列關於文化大革

命的影響，何者描述為「非」？   (A)教育倒退，造成人才斷層 (B)忽視民生工業

的發展 (C)農村環境因上山下鄉的知識青年而大幅改善 (D)宗教信仰受到嚴重迫

害 
解析： (B)中共專注發展重工業，輕工業長期遭到忽視；(C)農村環境並未因知識青年的下鄉

勞動而有具體明顯的改善，上山下鄉的知識青年大多數尚未受過充實的教育，往往在

農村中發揮不了作用；(D)宗教信仰也列於「四舊」當中，是批鬥的對象。 

13. ( B ) 從 1978 年以來，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他強調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

錯誤，主張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要堅定不移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來，同時堅持社會

主義道路、集中力量進行現代化建設。請問他是誰？   (A)華國鋒 (B)鄧小平 (C)
江澤民 (D)李鵬 

14. ( C ) 1950 年代，中共派遣代表參加日內瓦會議，對中共而言，其最大的意義是什麼？   
(A)完全突破國際孤立狀態 (B)確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C)展現區域局勢的影響力 

(D)脫離蘇聯掌控並自立門戶 
解析： (C)會議的目的是為解決韓戰後續問題及中南半島軍事衝突，中共的與會顯示其對亞洲

局勢有不容忽視的影響力。 

15. ( A ) 「蔣中正與毛澤東皆出席該會議，但卻非主要的談判者。而此會議雖然確立軍隊國

家化、政治民主化等原則，但僅是國共會談的序曲」，請問這是那一場會議？   (A)
重慶會談 (B)政治協商會議 (C)制憲國民大會 (D)第一屆國民大會 

16. ( D ) 蔣中正曾寫信給某位美國總統：「茲乘馬歇爾元帥遄返美京述職之便，謹具書奉候起

居，在過去一年間，馬歇爾元帥對於在華日俘之遣送，中國光復地區之接收，以及

中國共產黨問題之調解，盡心竭力，曾予中國以極大之協助。馬歇爾元帥所遇之環

境，至為艱難，任何其他使節將不能有如斯重大之貢獻。」請問這位美國總統是   (A)
華盛頓 (B)林肯 (C)羅斯福 (D)杜魯門 

17. ( C ) 國民黨：「只要□□能全力支持，絕對有希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派來的

使節存心偏袒國民政府。」國、共兩黨的歧異導致談判、調停幾近失敗。請問文中

所提到的□□為那一個國家？   (A)蘇聯 (B)英國 (C)美國 (D)日本 
18. ( C ) 共軍在某時期，兩週之內占領距離較近的威海衛、煙臺、張家口等。包含華北鐵路

也多由共軍控制或由共軍包圍，甚至為阻止國軍前進，長達一千四百餘里的鐵路遭

破壞。共軍能有如此進展應是在下列那一時段？   (A)第一次國共合作時 (B)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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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後 (C)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D)九一八事變後 
19. ( D ) 1945 年，在中國某代表選舉陸續展開，加上戰前已當選者及臺灣地區代表，總共 2,050

位，只是其扮演角色已縮減，待□□修訂完成即解散。以下敘述何者為是？   (A)
這些代表是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B)這些代表主要任務是選出第一屆總統、副總統 

(C)這些代表中有共產黨員 (D)這些代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 
解析： □□指憲法。1936 年（對日抗戰前），已公布五五憲草和選出國民大會代表，但因對

日抗戰使制憲停滯。此外 1936 年的國大選舉中，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有限，希望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能重新選舉國大代表，國民黨不願意，因此之後中共抵制參與制憲國民大

會。 

20. ( D ) 某人在他的回憶錄寫道：「全國上下開始燒書了，一個『封、資、修』，就把幾乎所

有我們能看的書全部囊括了，古代的都是封建主義，外國的都是資本主義，蘇聯和

東歐國家的是修正主義。就連家裡有馬恩選集，都會被指責說是不符合毛澤東思想，

有教條主義之嫌。」某人回憶的最可能是中國那一段歲月？    (A)1910 年代 

(B)1930 年代 (C)1950 年代 (D)1970 年代 
21. ( D ) 一本記載某人思想言行的冊子，在文化大革命時大量印製，藉以吸引人民支持文化

大革命。當時除了這本書外，人民幾乎沒有其他書籍可以閱讀。為了方便人民攜帶，

這本冊子做得相當小。這本冊子最有可能記錄誰的言行？   (A)周恩來 (B)胡錦濤 

(C)鄧小平 (D)毛澤東 
22. ( A ) 某個運動在毛澤東看來是一場思想革命，要用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風俗、習慣，

全面取代早已落伍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這

個運動是   (A)文化大革命 (B)大躍進 (C)知識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D)鎮壓反革

命運動 
23. ( A ) 1969 年，中共將「（某人）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條寫入黨章。「某

人」應該是誰？   (A)林彪 (B)江青 (C)鄧小平 (D)葉劍英 
解析： (A)毛澤東利用林彪以發動文革，打擊劉少奇及其黨羽。 

24. ( A ) 1960 年代中共政權執政下，一度造成三年大饑荒，其形成的原因為何？   (A)各人

民公社浮誇糧食產量，使中央不斷提高各地該上繳的額度 (B)因打老鼠、抓麻雀、

滅蒼蠅、殺蚊子的除四害運動造成的 (C)土地改革失敗 (D)政治打壓，大量人口下

放農村使生產力減少 
25. ( A ) 1990 年代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力，來自「計畫經濟不等於社會主義，資

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不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

經濟手段，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不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

經濟理論。請問此一理論的倡導者是誰？   (A)鄧小平 (B)江澤民 (C)葉劍英 (D)
溫家寶 

解析： 引文的經濟理論主張是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的主要內容。 

26. ( C ) 某年，廣東高層向中央建議，希望中央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上享有必要的自主權，

在深圳及汕頭等地成立加工出口區。領導人聞言後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

寧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殺出一條血路來！」這個人是   (A)
江澤民 (B)華國鋒 (C)鄧小平 (D)毛澤東 



27. ( D ) 這是某人去世時，中共高層發布的悼詞：「1980 年代末、1990 年代初，國內、國際

發生政治風波，黨和政府在……堅決有力的支援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堅決維護國家的獨立、尊嚴、安全和穩定。」這個人是   (A)劉少奇 

(B)江澤民 (C)毛澤東 (D)鄧小平 
28. ( D ) 「極少數人不是在進行悼念胡耀邦同志的活動，不是為了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

政治的進程，也不是有些不滿發發牢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

的是要搞散人心，搞亂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段出自人民日報的社

論，所提到的「活動」是   (A)文化大革命 (B)大躍進 (C)鎮壓反革命 (D)六四

天安門事件 
29. ( C ) 附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某項數據的統計，請判斷此為何種數據？   (A)失業率 (B)

人口增加率 (C)經濟成長率 (D)行動電話普及率 

年度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數據 9.1% 10.1% 12.7% 9.6% 10.4% 

   

解析： (C)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迅速，成長率經常超過兩位數百分比。(A)應低

於數據顯示；(B)人口自然增加率通常以千分比表示，以百分比而論，表中數據太高（中

國大陸有一胎化政策）；(D)及至 2010 年應有大幅度的成長。 

30. ( B )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探親決議案，其主要內容為：「基於傳統倫理及人道立場的考

慮允許國民赴大陸探親。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陸有血親、姻親、

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陸探親。」請問當時主導中常會通過決議案的人

是誰？   (A)蔣中正 (B)蔣經國 (C)李登輝 (D)陳水扁 
解析： (B)1987 年解嚴後三個月，蔣經國開放禁令，允許國人赴大陸地區探親。 

31. ( C ) 這是一段美國總統杜魯門所說的話：「對□□的攻擊，顯然表示共產主義已不復沿用

顛覆手段以征服獨立國家，而進一步使用武裝侵略及戰爭來達到其目的。……在此

情形下，共黨軍隊之占領臺灣勢將直接威脅……在該區域履行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

美國部隊。因此，本人已命令第七艦隊防止（共黨）對臺灣之任何攻擊。」文中的

□□應該填入   (A)琉球 (B)菲律賓 (C)南韓 (D)南越 
32. ( C ) 1954 年 1 月 23 日，在某戰事被俘虜的一萬四千名中共戰俘選擇不返回中國大陸，

投奔到臺灣。中華民國政府特地以每年的 1 月 23 日為自由日紀念此事。這場戰事是   
(A)古寧頭之戰 (B)八二三砲戰 (C)韓戰 (D)越戰 

解析： (C)韓戰結束於 1953 年。聯合國調查中共戰俘的意願，將願意前往臺灣者於次年送至

臺北。 

33. ( D ) 附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邦交國變化趨勢圖，請問兩國邦交國數量開始

逆轉的關鍵事件為何？   (A)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 (B)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C)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D)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聯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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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D)1971 年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的代表權，造成日後中

華民國的外交困境。 

34. ( B ) 1949 年「國共內戰」結束後海峽兩岸分治已將近六十年，兩岸各自歷經了數任的主

政者，也出現軍事衝突、和平（相互）對峙、民間交流三個不同階段的政策演變。

請問附表所呈現的兩岸互動選項，何者可以歸類於同一個階段之政策文件或口號？   
(A)甲 (B)乙 (C)丙 (D)丁 

選項  大陸對臺灣  臺灣對大陸 

甲  武力血洗臺灣  國家統一綱領 

乙  三通四流  「三不」政策 

丙  告台灣同胞書  「戒急用忍」 

丁  反分裂國家法  反攻大陸光復國土 

   

解析： 自國共內戰之後，兩岸關係經歷軍事衝突（1949～1979 年）、和平對峙（1979～1991
年）與民間交流（1991 年～）三個階段。軍事衝突期大陸強調以武力血洗臺灣，臺灣

則不忘反攻大陸光復國土；1979 年後，兩岸進入和平對峙期，因當時國際形勢對大陸

較為有利，使中共認為能夠用和平攻勢統一中國，因此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議三通

四流，並提出「一國兩制」的構想，臺灣方面則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號召，

維持「三不」政策；1987 年，臺灣開放國人赴大陸探親，開始兩岸人員的接觸交流，

1991 年臺灣制定國家統一綱領、終止動員戡亂，不再視中共為叛亂集團，兩岸政府授

權民間機構（海基會、海協會）展開對話，經濟、文化等層面的交流亦逐漸熱絡，但

中共在推動交流的同時，也聲明不放棄武力犯臺，因此為了避免中共以商圍政，1996
年起臺灣轉而強調「戒急用忍」政策，其精神延續到民進黨政府上臺後，形成政冷經

熱的現象，2005 年，中共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作為反對臺灣片面改變現狀時的法律依

據。根據上文所述，屬於同一階段政策或口號者，為(乙)三通四流、「三不」政策，

故答案應為(B)。 

35. ( D ) 1980 年代的某國在進行人口普查中發現，二十三歲到三十三歲的青年中，小學教育

程度竟占 99.5%。請問某國最有可能是   (A)印度 (B)泰國 (C)蘇聯 (D)中國大陸 
解析： (D)1970 年代前後，中國大陸進行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停課鬧革命」、「大串連」、「知

識越多越反動」等風暴席捲下，導致這一代的青年成為教育停頓的失落一代。 

36. ( D ) 原本被欽定的「黑五類」，終於獲得解放，都成了「萬元戶」、「十萬元戶」、「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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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請問黑五類之所以可以翻身，與下列何事有關？   (A)大鳴大放 (B)大躍進 

(C)文化大革命 (D)改革開放 
解析： (D)鄧小平主政後，推動政治平反，經濟上則實行改革開放，使得原定的黑五類能獲得

解放，並得以進行投資致富。 

37. ( C ) 中共自建國以來，陸續實施過幾個重大政策，如：(甲)全民大煉鋼；(乙)文化大革命；

(丙)鎮壓反革命；(丁)抗美援朝；(戊)改革開放。請依照實施時間先後加以排序   (A)
丁甲乙戊丙 (B)乙戊丙丁甲 (C)丁丙甲乙戊 (D)丙丁乙甲戊 

解析： (甲)全民大煉鋼：1950 年代後期；(乙)文化大革命：1960 年代中期；(丙)鎮壓反革命：

1950 年代中期；(丁)抗美援朝：1950 年代初期；(戊)改革開放：1980 年代初期。 

38. ( C ) 在某份外交協議中，美國同意在臺灣問題上採取「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此

外交協議是   (A)八一七公報 (B)上海公報 (C)中美建交聯合公報 (D)臺灣關係

法 
解析： 中共與美國建交，代表美國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所以應是中（共）美建交公報。 

39. ( B ) 某時期，中共中央推動肅清「五風」的政策，「五風」指的是：共產風、浮誇風、命

令風、對生產瞎指揮風及幹部特殊風。請問「某時期」應該是何時？   (A)文革時

期 (B)大躍進時期 (C)三反時期 (D)改革開放時期 
40. ( A ) 2012 年 11 月，習近平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請問在他之前，那三位

曾經於 1980 年代以後依序擔任此職務？   (A)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 (B)江澤

民→趙紫陽→胡錦濤 (C)趙紫陽→胡耀邦→江澤民 (D)江澤民→胡耀邦→胡錦濤 
解析： 胡耀邦（1982～1987）→趙紫陽（1987～1989）→江澤民（1989～2002）→胡錦濤（2002

～2012）。 

41. ( D ) 自 1958 年金門「八二三砲戰」之後，中共宣布採行「單打雙停（逢單日砲擊，雙日

不砲擊；單打雙不打）」的方針，持續零星擾亂性的射擊金門，但直至何時中共鼓吹

「和平統一」，才停止了砲擊大、小金門等島嶼的行動？   (A) 1969 年中蘇珍寶島

事件 (B) 1971 年在聯合國取得合法代表權 (C)1972 年中日關係正常化 (D) 1979
年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42. ( A ) 附圖是臺灣近年的海外投資狀況，請問甲～丁中，何者為對中國大陸投資的發展趨

勢？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 隨著對中國大陸的逐漸開放，臺灣對中國投資的規模越來越大，金額越來越多，圖中

的甲最能反映此趨勢。乙為國外對臺灣的投資，丙為臺灣對中南美洲的投資，丁為臺

灣對北美的投資。 

43. ( C ) 下列有關中國行憲史實的各項敘述中，何者錯誤？   (A)原已定期召開的國民大

會，因抗戰而無法舉行 (B)自 1945 年至 1946 年 5 月間，國民大會一再延期召開是

因為共黨的橫加阻撓 (C)1946 年 5 月，政府自重慶還都南京，七月間即召開制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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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會，通過憲法草案 (D)1947 年元旦頒布中華民國憲法 (E)第一屆國民大會選

舉蔣中正為第一任總統 
解析： (C)是 11 月 15 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12 月 25 日完成憲法的制定。 

44. ( B ) 下列那一個曲線圖，最能表現中共自成立至取得政權期間勢力的消長？   

(A)  (B)  (C)  

(D)  
解析： 中共自建黨後，勢力開始逐漸擴張，故(A)(D)不符；此後並歷經了幾次打擊勢力的事

件，包括 1927 年的清黨、1934 年的國軍剿共，故(C)亦不合。 

45. ( B ) 有一個人寫了下面一段自述：有一天大雨驟冷，忽然不知何處闖來造反的紅衛兵，

把「掀出來」的人都召到大蓆棚裡，押上臺去示眾，還給我們都戴上報紙做成的尖

頂高帽。在群眾憤怒的怒罵聲中，我方知我們這一大群示眾的都是「牛鬼蛇神」。我

們眼看同夥帽子上都標著名目，如「黑幫」、「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反動學

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我一直在猜測自己是個什麼東西。散會後，我

給推趕下臺，我看了脫下的帽子一眼，我原來是「資產階級學者」。請問這段敘述是

描寫中國何時的動亂？   (A)中共在建國之初的反右運動 (B)中共在 1960 年代中

期發起的文化大革命 (C)中共在陝北發起的整肅運動 (D)中共在 1980 年代所發動

的鎮壓北京之春運動 
46. ( D ) 毛澤東曾表示：「革命是暴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暴烈行動。農民若不用極

大的力量，決不能推翻幾千年根深蒂固的地主權力……每個農村都必須達成一個短

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不能鎮壓農村反革命的活動，決不能打倒紳權。」請問

中共建國後，此理念的實踐造成了什麼樣的影響？   (A)使生產技術大幅提升 (B)
農村經濟因此走上衰敗 (C)毛澤東路線得以確立 (D)改變了傳統的社會結構 

解析： (D)中共實行土地改革，地主被嚴重批鬥，土地遭到沒收，使以土地為基礎的士紳階級

幾乎消失。(A)「技術」提升為物質層次的進化，非農民的暴力革命所能達成；(B)土
改後，農村經濟尚稱穩定；(C)毛澤東路線在長征期間得到確立。 

47. ( C )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裡，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力勞動者，與歷史上剝削社會中的

知識分子不同了。……總的來說，他們絕大多數已經是工人階級和勞動人民自己的

知識分子，因此也可以說，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四人幫把今天我們腦力

勞動與體力勞動的分工歪曲成為階級對立，正是為了打擊迫害知識分子，破壞工人、

農民和知識分子的聯盟，破壞社會生產力，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

設。」請問說這段話的人是誰？   (A)毛澤東 (B)劉少奇 (C)鄧小平 (D)江澤民 
解析： 文中將四人幫視為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分子，可知此為文化大革

命結束後鄧小平的言論。題幹出自 1978 年 3 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發表的演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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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證不再以傳統的「體力」與「腦力」區分、歧視科學技術人員。 

48. ( B ) 「只要喇叭一響，那些大小商店的老闆無不側身站在店門前側耳靜聽，有沒有自己

的名字。一當聽到有自己名字，則膽戰心驚，夜不成寐；沒有自己名字，則暫時舒

心，企盼來日。至於大幅的漫畫，招貼，標語，當然更是隨處可見。翻開每天的各

家報紙，每版皆是揭發聲討不法資本家的文章，以及某省、某市不法資本家被捕的

消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誰不為之怵悚！」請問上述文字乃是描述下列那一運

動執行的情況？   (A)三反運動 (B)五反運動 (C)文化大革命 (D)土地改革運動 
解析： 從「大小商店的老闆」、「聲討不法資本家」可知是針對私營工商業者而起的五反運動，

三反運動則是針對中共各級官員。 

49. ( D ) 在中國發生某一事件後，香港原本傾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批政界人士，開始與中共決

裂。中國與美國十年來的蜜月期結束，一度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被西方國家孤

立，歐盟開始對中國採取武器禁運措施。請問此事件為何？   (A)文化大革命 (B)
中共派軍隊參加韓戰 (C)越戰爆發 (D)六四天安門事件 

解析： (D)天安門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聯合經濟制裁，推行

已十年的改革開放政策被迫緊縮。 

50. ( D ) 1954 年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在維護中美關係上最重要的一

項遺產，共持續約二十餘年。此條約使美國不僅在軍事上協防臺灣，也相對阻止了

臺灣對中國大陸發動軍事攻勢，維持杜魯門總統海峽中立化的政策。請問下列那一

事件造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終結？   (A)八二三砲戰 (B)越戰 (C)中華民國退

出聯合國 (D)中共與美國建交 
解析： 中共與美國建交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即失去效力，美國以臺灣關係法繼續提供臺灣

防禦性的武器。 

51. ( B ) 歷史學者顧頡剛曾由蘭州寫信告知妻子：「蘭州鋪子已把值錢的貨物藏起，買米、買

麵、買糖、買茶，都買不到，形成窒息。所以昨天長官公署開會，准許米麵漲價 80%，

米麵一漲，別物當然緊跟。我的薪水就打了一個對折。如果錦州、太原隨濟南而陷

落，恐怕不止再打一個對折了。」請問此時所流通的貨幣，是由那一家銀行所發行？   
(A)中國銀行 (B)中央銀行 (C)交通銀行 (D)彰化銀行 

解析： 題幹所述為金圓券發行造成嚴重通貨膨脹的情形。 

52. ( C ) 毛澤東在一場會議中表示：凡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

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不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

個應負責的是我。請問這場會議最有可能在什麼樣的背景下召開？   (A)建國之

初，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 (B)1950 年代，實行糧食統購統銷 (C)三面紅旗時，

各地出現浮誇風 (D)文革期間，紅衛兵起來造反 
解析： (C)為大躍進導致的結果，而大躍進被視為災難性的政策。 

53. ( C ) 某個時期，中國工商業者經營利潤每況愈下，許多商家不得不宣告破產。以北京為

例，全市 3,154 間私人鐵工廠有 60%以上停工，5,166 戶私人印刷廠大部分停產等等。

不少私人工商業業主乾脆要求政府接收其產業，寧願變成公私合營下的股東，以便

維持全家生活。請問這是那一個時期的現象？   (A)自強運動期間，官督商辦企業

興起 (B)經濟大恐慌期間，景氣蕭條 (C)1950 年代，五反運動罰款太重 (D)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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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後，競爭力不如外資工廠 
解析： (C)1952 年，中國實施五反，凡是涉嫌行賄、偷稅漏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料、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者，均被判處嚴重罰款，許多工商業者因為罰款太多，負債累累，

不得不停工或宣布破產。

54. ( D ) 近年來中國大陸網路上的流行語層出不窮，經常是用來暗喻特定的社會問題，請問

下列流行語與其反映之社會現象配對，何者錯誤？   (A)「我爸是李剛」：中共官員

握有特權，無視法治 (B)「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為經濟發展而犧牲基本人權 

(C)「蝸居」：人民難以負荷經濟成長之下帶來的高房價 (D)「河蟹」：中共對政治思

想及言論的放任態度 
解析： (D)「河蟹」乃是「和諧」的諧音詞，代指官方封鎖、掩蓋負面消息、控制新聞和言論

自由以及屏蔽少量非文明用語的行為，以達中共「和諧社會」的目標。 

55. ( B ) 1950 年中國大陸與蘇聯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請問「同盟互助」是指締約國

雙方保證共同盡力制止那一個國家重新侵略與破壞和平？   (A)美國 (B)日本 (C)
北韓 (D)中華民國 

解析： 1945 年甫結束中日八年戰爭，為防止日本與其同盟的國家重啟戰爭，故中蘇有此一約

定。 

 
二、多重選擇題(共 10 分,每題 2 分) 

 1. ( AC ) 下列有關「制憲國民大會」的敘述何者為非？   (A)於上海召開 (B)於南京召開 

(C)僅有國民黨參加 (D)中國共產黨以缺席作為抵制 (E)青年黨、民社黨皆有與

會 

 2. ( AB
D   ) 人民日報社論寫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年來一切剝削階級

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

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關於文化大革命，

我們應有的認識是   (A)文化大革命歷經十年之久 (B)由毛澤東發出五一六通

知後，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展開 (C)利用無知的農民為工具，瘋狂展開向舊世界宣

戰的「破四舊」運動 (D)在毛澤東逝世後，由華國鋒主政 (E)這一次的文化改革，

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解析： (C)利用紅衛兵；(E)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具有破壞的作用。 

 3. ( CD ) 中共領導人鄧小平引述「黃貓、黑貓，只要抓住老鼠就是好貓」，請問秉著這樣的

立場，他具體的作法為何？   (A)實施「十年計畫」 (B)推行「人民公社」 (C)
強調「四個堅持」 (D)成立「經濟特區」 (E)提出「超英趕美」 

 4. ( AB
D   ) 「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地主階級的權力的革命。農民若不用極大的力量，決

不能推翻幾千年根深蒂固的地主權力。農民在農民協會領導之下總共做了十四件

大事，如：第一件，將農民組織在農會裡。第二件，政治上打擊地主。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對於此段資料，我們應有的認知是   (A)這應該是對中共農

民運動的分析 (B)此種革命實踐模式也被稱為「毛澤東主義」 (C)中共在建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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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積極從事城市及農村暴動 (D)此方法的確打倒了中國傳統社會的士紳階級 

(E)中國共產黨的農村經驗是向蘇聯學習而來的 
解析： (C)中共武裝暴動始於民國十六年「清黨」後；(E)農村經驗為中國共產黨獨創的特色。 

 5. ( AB
DE ) 「車輪滾滾」一片中講述 1948 年冬天，有一支民工小車隊在老民工耿東山與其養

女的帶領下，風塵僕僕趕到淮海戰場。小車隊冒著槍林彈雨，將彈藥、糧食送到

戰場前線。在群眾的支持下，解放軍終於取得戰爭的勝利。下列有關該電影的歷

史背景之描述何者正確？   (A)電影中所描述的戰役為「徐蚌會戰」 (B)主戰場

在蘇北、皖北 (C)此戰役為國共內戰的最後一場戰爭 (D)共軍獲得勝利 (E)人
力或小車的運輸方式成為影響戰爭勝敗的主因 

解析： 「車輪滾滾」為 1975 年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以民工支援淮海戰役前線為故事

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