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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IEN SECONDARY SCHOOL  

  

中六畢業試 (2021-2022) 

歷史 卷一 

(一小時四十五分) 

 

日期：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十時十五分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 

 
 

 

 

 

 

考生須知 

 
 

 

1. 本卷設四題歷史資料題，考生可選答任何三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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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題於題首處標示該題所涵蓋的課題。 

 
 
 
 
 
 
 
 
 

 
 

考試結束前不可

將試卷攜離試場 



中六歷史 卷一                                                                       第 2 頁，共 9頁 

  

 
 
本卷設四題歷史資料題，考生可選答任何三題。 

 
 

1. 20世紀下半葉香港的經濟轉型 
 
細閱資料 A及 B。 

  
資料 A 

 
下表顯示了 1975-2000 年間香港在全球十大港口的排名，以及其貨櫃的吞吐量。  

 
 

年份 
香港的

排名 

香港處理的

貨櫃量* 

全球十大港

口所處理的

貨櫃總數* 

十大港口內的亞洲港口的排名 

（括號內數字為其排名） 

1975 5 80.2 761.8 神戶 (3) 

1980 4 146.5 1,187.8 神戶 (3)；高雄 (5)；新加坡 (6) 

1985 3 228.9 1,766.9 高雄 (4)；神戶 (5)；新加坡 (6)；橫濱 (7) 

1990 2 510.1 3,021.5 
新加坡 (1)；高雄 (4)；神戶 (5)；釜山 (6)；

基隆 (10) 

1995 1 1,255.0 5,183.7 新加坡 (2)；高雄 (3)；釜山 (5)；橫濱 (7) 

2000 1 1,810.0 7,980.3 新加坡 (2)；釜山 (3)；高雄 (4)；上海 (6) 

* 單位：萬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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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下文取材一份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紡紗業發展的新聞報道，此報道加插了一位曾在紗

廠工作的女工的訪問。 

 

由 1947-1949年，（本港紗廠）兩年間已增至 17間。1950至 1970年代更步向高峰，全港

有 30多間紗廠。根據統計，於 1960年代光是紗廠的就業人數已達到 2萬人……。 

 

1950年代初紗廠仍是以男工為主，後來女性愈來愈多，「因為女性比較乖巧，手尖腳細，

廠家覺得女人易控制、馴服」。 

 

惟至 1980 年代開始，本港紗廠因受棉花價格增加、營運成本上升，加上面對中國內地開

放，及南韓等鄰近地區競爭下，本港紗廠生意轉盈為虧，多間紗廠於短期內相繼結業，就

業人數亦不斷下降。「每個星期有紡織廠結業，很多工人拿不到薪資、遣散費，排隊去勞

工處申訴，去勞資審裁處」。……不少於 1980年代修訂的勞工法例，如懷孕僱員產假薪酬、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等，不少是受工運推動下達成。 

 

而在本業萎縮下，多間紗廠 1970、1980 年代轉為發展地產，以賣地及物業發展抵償紡織

業務虧損，甚至獲得厚利。有紡織廠將用地改建成商廈後，會保留一至兩層做「辦房」，

用作接單或處理貿易。 

 

「製衣紡織是實業，要時間、人力才可以賺錢，炒地產不是，建好樓宇就賺很多，香港租

金貴，最快就是做地產，好多人不再投身實業」。 

 

 

 
 

(a)  參考資料 A，指出並解釋 1975-2000 年香港貨櫃運輸業的發展趨勢。      (3 分) 

 

 

 

(b) 從資料 B推論 20 世紀下半葉香港社會的兩項現代化特徵。試從資料 B援引線索，

支持你的答案。    (4 分) 

 

 

 

(c) 「在 20 世紀下半葉，中國內地的發展是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一項關鍵因素。」

你同意此説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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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  

 

細閱資料 C及 D。 

 

資料 C 

 

下圖顯示 1918-1940年間日本生絲在美國的售價。灰色範圍代表了美國經濟衰退的時期。 

 

 
* 單位：美元 

 

 

 

資料 D 

 

下文取材自某日本眾議院議員於 1939 年以英文書寫的文章，其標題為《對羅斯福總統的一

些提問》。 

 

這世界正面對一次巨大的國際危機。這個嚴峻的境況主要是由兩方的衝突所引致的：一方

希望保持現狀，另一方則希望改變它。準確點説，一方是由藉帝國主義而佔領或取得土地、

天然資源、權利及利益的國家所組成，另一方則是由渴望所有土地、天然資源及市場交由

全人類處置的那些國家所組成。後者的目的是要根據國際公義及相互共存這種高遠的理想

來重建世界，以便建立持久和平的真正根基。 

 

地球有大約 5,00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範圍，當中的 3,000平方公里落入了四大列強之手：

英國、法國、蘇聯及美國。此外，四大列強閉關不接受外來移民並加高了關稅門檻。……

這些列強全也一直將其意志強加於亞洲，它們認為亞洲並不單是屬於亞裔人，應是屬於地

球的其他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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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 C，指出並解釋日本生絲價格與美國經濟衰退的關係。  (3 分) 

 

 

 

(b)  從資料 D 歸納該文章的兩項政治目的。試參考資料 D，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c) 「經濟因素是日本軍國主義在 1930 年代得以急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你是否同   

意此説？試參考資料 C 及 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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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國際聯盟的爭議 

 
細閱資料 E及 F。 
 
資料 E 
 

下表反映了四位學者對於國際聯盟所作的評論，括號所示為其著作的出版年份。 

 

1939年之前 

學者 A（1927年） 學者 B（1932年） 

「國際聯盟的行政部門是頗為不完美地

構成的。 執行國際聯盟法規的責任落入

了個別成員國的手中。（然而，國聯）是

所有歷史之中的其中一項至為重要的事

件。」學者 A 完全期望國際聯盟將會發

展成為一個超級國家，並將解決其問題。 

學者 B 長篇大論地評論其固有問題，並

指出國際聯盟需要重組及加強，以便有

助美國的加盟。他認為這是使國際聯盟

變得完整的舉措。他認為一個沒有國際

組織的未來是荒誕的。 

 

1945年之後 

學者 C（1974年） 學者 D（1984年） 

學者 C 提及一點：相比一個由地位均等

組成的國家之機構，國際聯盟更似是一

個旨在集體化多國以保持現狀的「勝利

者聯盟」。「國際聯盟沒有被試用及被證

實為人所渴求的，它被人認為不便利的

及不被試用的。這個聯盟是世界和平的

一個失效的保障。」 

學者 D斷言，《凡爾賽條約》這戰後協定

的整個思維便是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的因素。「考慮到歐洲在 1919 年後大

批土地的不穩定的及貧困的情況，以及

英、法兩國間日漸對抗，人們不會詫異

這個聯盟應未能造成怎樣重要的政治影

響。」 

 
 
 
 
資料 F 
 

以下數字顯示 1930年代主要大國的軍事開支（以每 100萬本國貨幣計）。 

 

年份 
德國 

（馬克） 

意大利 

（里拉） 

日本 

（日元） 

英國 

（英鎊） 

法國 

（法郎） 

美國 

（美元） 

蘇聯 

（盧布） 

1931 610 5,034 434 107.5 13,852 733 1,790 

1932 720 5,049 733 103.3 13,814 703 4,034 

1933 750 4,575 873 107.6 13,431 648 4,299 

1934 4,093 5,317 955 113.9 11,601 540 5,393 

1935 5,492 12,108 1,032 137.0 12,800 711 8,174 

1936 10,271 13,078 1,105 185.9 15,101 914 14,858 

1937 10,963 12,282 3,953 256.3 21,580 937 17,481 

1938 17,247 13,446 6,097 397.4 29,153 1,030 23,200 

1939 38,000 24,689 6,417 719.0 93,687 1,075 39,200 

1940 55,900 63,235 7,266 2,600.0 --- 1,498 5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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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料 E 的學者 A 及學者 B 是否對國際聯盟持相似的看法？試參考資料 E，解釋    

 你的答案。                                                   (4 分) 

 

 

 

(b) 哪一個國家需要為引發 1930 年代的軍備競賽負上最大責任？試參考資料 F，解  

釋你的答案。                                                 (3 分) 

 

 

 

(c) 「國際聯盟注定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試參考資料 E 及 F，並就你

所知，討論能支持及反對此説法的一些原因。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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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經濟統合 

 
細閱資料 G及 H。 
 
資料 G 
 

以下取材自 1984年在西德出版的一幅漫畫。當時歐洲共同體的一些成員國正在討論是否接

納新的成員國。在漫畫中，代表西班牙的男人手持一籃水果及蔬菜。 

 
 

 
請等一等 

 
 
 
 
 
 
 
 

英國 

西德 

法國 
西班牙 

葡萄牙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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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H 
 

下文取材自 1985年 10月 29日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的致辭。歐洲貨幣系統（EMS）成立

於 1979年，是一項關於匯率的多邊協調協定。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透過此協定將它們的貨

幣聯繫起來，從而避免其幣值出現太大幅度的上落。當歐元這新貨幣於 1999年面世後，這

系統便不再運作。 

 

歐洲貨幣系統是基於經濟及匯率政策方面的劃一規律而建立的。那些曾在 1979年提出質

疑的人，現在也會同意這系統的紀錄良好。因此，我們當中有更多的人覺得若我們能指

望英鎊成為這個匯率機制的心臟，EMS將會增強不少。 

 

然而，這當然是要留給英國政府自行作出決定。……英國的商人已明白，你們國家充分

參與這種貨幣合作會同時令生產者及消費者得益。生產者實質上將會擴大其潛在市場，

而消費者也能接觸到最有效率的生產者。 

 

英國的商人及工人將會視此措舉為對持續壓抑通脹的金融政策的一次堅實的政治承諾。

英鎊的加盟支持了那些市場上對壓抑通賬的期望，它將可有助於更好的控制成本。 

 
 

 

 

 

(a) 你認為資料 G 漫畫的主要信息是甚麼？試從資料 G 引用一項線索，解釋你的答

案。                                                    (3 分) 

  

 

 

(b) 資料 H 的講者是否歡迎英鎊加盟歐洲貨幣系統？試參考資料 H 的用語及論據，

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c) 「西歐國家致力於經濟統合。」你是否同意此説？試參考資料 G 及 H，並就你

對 1967 年以後歐洲歷史發展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