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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五級 學年考試 (2020-2021) 

歷史 卷一 
(兩小時)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十時三十分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 

 
 
 
 

考生須知 

 

 

1. 本卷為歷史資料題，全部試題均須作答，每題佔分於題末括號內顯示，用以提示答案所需之篇

幅；答案長度可為一小段或若干小段。 

 

2. 倘若試題設有分題，考生必須相應分部作答，否則可能被扣分。 

 

3. 答案須寫在單行答題簿內，每題(非指分題)必須另起新頁作答。 

 

4. 每題於題首處顯示該題所涵蓋的課題。 

 

 
 

 

 

 

 

 

 

 

 

考試結束前不可

將試卷攜離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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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各題均須作答。 

 
 
1. 香港的都市化 

細閱資料 A 及 B。 
  

資料 A 
 

以下是關於九廣鐵路（現稱「港鐵東鐵線」）的歷史。  
 

九廣鐵路（英段） 
時間表 

1911 年 3 月 1 日起適用 
往 羅湖 往：九龍 1 

車站名稱 
平日 周日 

車站名稱 
平日 周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九龍 1 8:00 2:30 10:00 3:00 羅湖 9:30 4:15 11:30 5:00 

紅磡 2 8:05 2:35 10:05 3:05 粉嶺 9:37 4:22 11:37 5:07 

油麻地 3 8:11 2:41 10:11 3:11 大埔墟 9:49 4:35 11:48 5:18 

沙田 8:23 2:53 10:23 3:23 大埔 4 10:00 4:46 12:00 5:30 

大埔 4 8:40 3:10 10:40 3:40 沙田 10:14 5:00 12:14 5:44 

大埔墟 8:50 3:18 10:45 3:45 油麻地 3 10:27 5:13 12:27 5:57 
粉嶺 9:02 3:30 10:57 3:57 紅磡 2 10:32 5:18 12:32 6:02 

 
備註 
1. 位於現今尖沙咀的天星碼頭附近，並於 1975 年清拆。 
2. 於 1921 年清拆並於 1975 年重新開站。 
3. 即現今的旺角東站。 
4. 於 1960 年代更名為大埔滘站，並於 1983 年清拆。 
 
新站（括號顯示開站年份）： 
九龍塘（1982 年）、大圍（1983 年）、火炭（1985 年）、馬場（1985 年）、大學（1956 年）、太和

（1989 年）、上水（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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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下文取材自一本歷史著作，談及 20 世紀中期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 
 

﹝1935 年的政府報告﹞指出，要解決貧窮市民的房屋問題…，政府要提供更多住宅，…把市

民分散到人口密度較低的地方。… 這份報告完成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對中國發動全

面侵略。1938 年廣州淪陷，大量難民湧至香港避難。香港政府開闢了多處難民營，由東華三

院安排難民入住。…面對這種緊張的局面，香港政府擱置了改善房屋的計劃。戰後香港百廢

待興，政府一度打算興建資助房屋…其實香港當時正值多事之秋，國共內戰引發的逃難潮為

香港帶來了大量無法處置的人口。這些人可能一直留在香港，也可能等待內地的政局穩定之

後便回去。…1950 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政

府對大型公共建設的態度也更趨審慎。 
 
 

(a) 在 1911 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商貿關係是否緊密？試參考資料 A，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b) 在 20 世紀中期，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為何出現兩難局面？試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  
答案。  (4 分) 

 
 

(c) 在 1950 年代結束以前，香港政府對於新界地區的都市化工作是否深感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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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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的清末新政 
細閱資料 C 及 D。 

 
資料 C 

 
以下漫畫出版於 1908 年日本。 

 

 
古甕的龜裂：中國官員拚命阻止「革命糖漿」和「反清糖漿」從縫間漏出，亦無補於事。 

 
 
 
 



中五  歷史  卷一                                                                        第 5 頁，共 9 頁 

 
 

資料 D 
 
下文取材自 1909 年美國政治學者暨政治家芮恩施對當時中國局勢的評論。 

 
在過去三年中國充斥着緊張舉動和反動。嘗試解決政策核心問題的意圖多次被個人爭議、皇

室權鬥和對革命的恐懼所阻礙。清廷需要應對的問題是極為複雜。作為外族王朝，清廷必須

避免只顧皇族利益……漢族和滿族的清廷官員需照顧 18 個省份 4 億人民和其附屬國的利益、

期望和取態。人民對國族統一和有效表達意見的期望使革命勢力的興起已成定局。 
 
 
 

(a) 你認為資料 C 漫畫的主要信息是甚麼？試參考資料 C，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b) 據芮恩施所說，清末新政推行得順利嗎？試以資料 D 的兩項相關線索支持你的答案。 (4 分) 
 
 

(c) 「清末新政的失敗主要是由清廷自身所導致。」你同意嗎？試參考資料 C 及 D，並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中五  歷史  卷一                                                                        第 6 頁，共 9 頁 

 
 
3. 1930 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 

細閱資料 E 及 F。 
 
資料 E 
 
下文取材自有關日本財閥與政府及政黨關係的評論。 
 
日本戰前有十至二十間大企業被界定為財閥，其中四間無可置疑屬巨大的：三井，三菱，住

友和安田。這些龐大企業擁有強大的銀行，並把營務擴展到所有的工業和商業……這些主要

企業的發展獲政府扶植，因為它相信大企業對國家的重工業、外貿和殖民地事業的發展極其

重要。政府官員與這些龐大企業的家族有緊密聯繫，越來越多財閥圈子的高級行政人員佔據

高級政府職位。財閥亦與主要政黨建立密切關係，向它們提供可觀的財政援助。因此，政府

和政黨均沒有傾向通過立法來抑制這些大企業的增長。 
 
 
資料 F 
 
下文有關日本財閥和軍部的關係。 
 
新興財閥是在 1931 年後日本政府實施軍需通貨膨脹政策、經濟軍事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是軍部的積極支持者。財界主力三井、三菱等舊財閥，由於過去投資的重點是輕工業和民用

工業，所以儘管他們不反對軍部發動侵略戰爭，但是不希望軍部使日本過早地捲入力所不及

的大規模國際衝突。 
 
舊財閥往往通過內閣、政黨和輿論界，對軍部干預政治進行一定的抵制。同時，軍部一度也

有排斥財閥的傾向，如關東軍、荒木貞夫陸相都曾宣佈拒絕財閥資本進入滿洲。 
 
「財閥轉向」是為了緩和社會上的反財閥情緒，也是為了迎合、接近軍部，並且趁機改革不

適應擴大經營的家族封閉式體制。 
 
1934 年，統制派在陸軍中佔支配地位，他們重視協調軍部與財閥的關係，深知建立高度國

防國家不能沒有財閥的支持。陸軍小冊子明確宣佈，只要不違反國家的要求，可以滿足個人

的創造性和辦企業的欲望。關東軍也在實踐中認識到，開發滿洲離不開財閥的財力，宣佈不

再排斥財閥投資。 
 
從 1934 年下半年起，財閥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兩黨聯合運動。1936 年 2 月中旬的總選舉

後，三井已不再向政黨提供經費。至此，軍部與壟斷財閥正式勾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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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 E 及 F，日本財閥如何維持自己的影響力？試參考資料 E 及 F，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b) 財閥對 1930 年代的日本有何重要性？試參考資料 F，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c) 「財閥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 E 及 F， 

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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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黎和會對維持和平努力的嘗試 

細閱資料 G、H 及 I。 
 

  
資料 G 

 
下文取材自 1917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所發表的演說。 

 
這必須是「無勝利和平」……勝利，是戰勝者將條款強加於戰敗者身上，那是一種強制的和

平，是戰敗者忍辱負重下被脅逼接受的和平。這將為戰敗者留下一道刺、一份仇恨、一段痛

苦的回憶。因此，和平只會如流沙般一瞬即逝，無法永久維持。 
 
 
 

資料 H 
 

下文取材自 1917 年英國首相勞萊喬治所發表的演說。 
 

只有確切的懲罰能夠帶來安全的保障。當一個國家的罪犯比律法更強大，人們的生命和財產

將不受保障。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多犯罪國家，而我們當下正在對付其中一個。當進行國際犯罪所得

的回報抵銷不了相應的風險以及對國際犯罪的懲罰變得更明確，犯罪國家就不會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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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I  

 
以下是一幅 1919 年有關巴黎和會的漫畫，名為「吸血僵屍克里孟梭」。 

 

 

 
 

(a) 就如何達致和平的問題上，威爾遜和勞萊喬治是否持有相同的看法？試參考資料 G 及 H 
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b) 你認為資料 I 的漫畫家可能來自哪個國家？試參考資料 I，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c) 你認為巴黎和會能否達致威爾遜在資料 G 所提出的「無勝利和平」？試參考資料 H 及 I， 
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