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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20 分）  
 
 
閱讀以下文字，然後回答第 1 題。  
 
在 這 十 年 間 ， 美 國 和 前 蘇 聯 兩 個 國 家 在 美 蘇 爭 霸 中 出 現 了 「 蘇 攻 美 守 」 的 局 面 。 當 時 的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毛 澤 東 提 出 了 「 三 分 世 界 」 的 戰 略 思 想 。 中 國 堅 決 反 對 超 級 大 國 的 霸 權 主 義 ，

不 斷 加 強 同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團 結 與 合 作 ， 同 時 大 力 發 展 同 其 他 發 達 國 家 的 關 係 。 美 國 總 統 尼

克 松 訪 華 ， 兩 國 關 係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隨 著 我 國 在 聯 合 國 合 法 席 位 的 恢 復 ， 我 國 在 國 際 事 務

中發揮了日益重要的作用。  
 
1 . 以下哪些陳述與以上文字相符？  
    
 (1) 以上文字所指的十年，是二十世紀七十年代。  
 (2) 毛澤東提出的三分世界，第一世界指的是美國和前蘇聯，第二世界指的是 西

歐、東歐和日本，第三世界指的是亞非拉國家。  
 (3) 為了反對兩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中國接待了美國和前蘇聯的國家元首 訪

問中國。  
   
  A. 只有 (1 )及 (2 )*  
  B. 只有 (2 )及 (3 )  
  C. 只有 (1 )及 (3 )  
  D. ( 1 )、 (2 )及 (3 )  
 
 
2. 以下哪一項恰當描述建國以來的中非關係？  
    
  A. 中 非雙方 由於 政治制 度的 差異， 以致 政治關 係並 不密切 ，又 因為地 理

上 相距深 遠， 因而高 層互 訪僅數 年一 次。經 濟上 技術上 中國 對個別 國

家 如坦桑 尼亞 等曾提 供援 助，但 由於 這些國 家內 部政治 不穩 ，援助 於

二十世紀末中斷。  
  B. 中 非雙方 政治 關係密 切， 高層互 訪不 斷，人 員往 來頻繁 ，經 貿關係 發

展 迅速， 其他 領域的 合作 富有成 效， 在國際 事務 中的磋 商與 協調日 益

加 強，中 國向 非洲國 家提 供了力 所能 及的援 助， 非洲國 家也 給予了 中

國諸多有力的支持。  *  
  C. 由 於非洲 國家 於二十 世紀 下半葉 多受 前蘇聯 控制 ，因此 中國 未能與 非

洲 發展密 切的 外交關 係。 蘇聯瓦 解後 ，中國 在政 治、經 濟、 文化等 方

面 積極發 展與 非洲的 關係 ，並提 供大 量援助 ，現 在中非 關係 在不同 領

域的合作均富有成效。  
  D. 非 洲國家 長期 受西方 國家 殖民統 治， 於二十 世紀 中期先 後獨 立後， 仍

很 大程度 上偏 向倚賴 西方 資本主 義國 家，與 中國 抱持距 離， 儘管中 國

作 出多方 努力 ，中非 外交 關係仍 然長 期停滯 不前 ，直至 近年 國家胡 錦

濤 多次訪 問， 提出建 立新 型戰略 伙伴 關係的 合作 原則， 中非 關係才 有

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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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下哪一項最能反映當前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A. 中 國堅定 不移 地奉行 獨立 自主和 平外 交政策 ，其 基本目 標是 維護中 國

的 獨立、 主權 和領土 完整 ，為中 國的 改革開 放和 現代化 建設 創造一 個

良好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B. 中 國堅定 不移 地奉行 獨立 自主和 平外 交政策 ，同 時亦努 力抗 衡美國 隨

著 前 蘇 聯 瓦 解 而 一 方 獨 大 的 全 球 戰 略 均 勢 失 衡 ， 確 保 中 國 的 國 家 安

全 。為此 ，中 國將積 極發 展與歐 洲聯 盟和日 本的 關係， 並與 之簽訂 軍

事同盟，共同抗衡美國的單邊主義。  
  C. 中 國堅定 不移 地奉行 獨立 自主和 平外 交政策 ，但 由於當 今世 界的多 元

地 域政治 格局 ，中國 必須 在國際 上建 立統一 戰線 ，團結 非洲 國家， 爭

取 俄國和 東西 歐國家 ，孤 立美國 及其 附庸日 本， 才能建 立國 際政治 的

戰略均勢，確保中國的國家安全。  
  D. 中 國堅定 不移 地奉行 獨立 自主和 平外 交政策 。建 國以來 ，中 國一直 拒

絕 接受美 國及 其他西 方國 家任何 援助 ，以防 範喪 失自主 性。 此外， 基

於 和平外 交政 策的精 神， 中國堅 持與 鄰近國 家和 平共處 ，建 國以來 從

未與邊界接壤國發生戰爭。  
 
 
閱讀以下文字，然後回答第 4 及 5 題。  
 
世 界 多 極 化 和 經 濟 全 球 化 在 曲 折 中 繼 續 發 展 。 總 體 和 平 、 局 部 戰 爭 ， 總 體 緩 和 、 局 部 緊

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 …  
人 類 的 和 平 與 發 展 仍 面 臨 著 不 容 忽 視 的 挑 戰 。 不 公 正 、 不 合 理 的 國 際 政 治 、 經 濟 舊 秩 序 尚

未 根 本 改 變 ， 局 部 的 戰 亂 、 緊 張 、 動 盪 此 起 彼 伏 ， 南 北 差 距 進 一 步 拉 大 。 恐 怖 主 義 等 非 傳

統安全問題更加突出，全球安全面臨的不確定因素增多。  
面 對 新 的 挑 戰 ， 各 國 應 超 越 傳 統 觀 念 ， 順 應 時 代 潮 流 ， 加 强 交 流 合 作 ， 密 切 相 互 協 調 。 應

當 積 極 推 動 世 界 多 極 化 和 國 際 關 係 民 主 化 ， 努 力 建 立 適 應 各 國 發 展 水 平 和 要 求 的 國 際 經 濟

新 秩 序 ， 改 革 不 合 理 的 國 際 金 融 和 貿 易 體 制 ， 保 障 所 有 國 家 特 别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平 等 發 展 的

權 利 。 應 當 充 分 尊 重 各 國 文 明 發 展 的 多 樣 性 ， 各 種 文 明 和 各 種 發 展 道 路 應 和 諧 共 存 ， 在 競

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異中共同進步。   
 
 
4 .  以上文字主要反映  
    
  A. 中國的外交政策重點在於打擊恐怖主義。  
  B. 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年代時對當時國際形勢的看法。  
  C. 中國的外交政策重點在於加強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D. 中國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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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以上文字指出，各國應當  
    
  A. 互相尊重，互相協調，努力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  
  B. 改革本國金融體制，摒棄本國傳統觀念，在求同存異中共同進步。  
  C. 加強經濟合作，努力使各國發展在本世紀內達致相同水平。  
  D. 努 力 消 除 世 界 多 極 化 的 局 面 ， 共 同 合 作 發 展 地 區 經 濟 及 打 擊 恐 怖 主

義。  
 
 
6. 「 聯 合 國 作 為 集 體 安 全 機 制 的 核 心 ， 在 保 障 全 球 安 全 的 國 際 合 作 中 發 揮 着 不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其 作 用 只 能 加 强 ， 不 能 削 弱 。 聯 合 國 憲 章 確 定 的 宗 旨 和 原 則 ， 對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與 安 全 發 揮 着 舉 足 輕 重 的 作 用 ， 已 經 成 為 公 認 的 國 際 關 係 基 本 準 則 ， 必 須 得 到

切 實 遵 循 。 安 理 會 作 為 聯 合 國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專 門 機 構 ， 其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與

安全的權威必須得到切實維護。  
我 們 應 該 鼓 勵 和 支 持 以 和 平 方 式 ， 通 過 協 商 、 談 判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或 衝 突 ， 共 同 反 對

侵 犯 别 國 主 權 的 行 徑 ， 反 對 强 行 干 涉 一 國 内 政 ， 反 對 任 意 使 用 武 力 或 以 武 力 相 威

脅 ； 應 該 加 强 反 恐 合 作 ， 堅 持 標 本 兼 治 ， 重 在 消 除 根 源 ， 堅 決 打 擊 恐 怖 主 義 ； 應 該

按 照 公 正 、 合 理 、 全 面 、 均 衡 的 原 則 ， 實 現 有 效 裁 軍 和 軍 備 控 制 ， 防 止 核 擴 散 ， 積

極推進國際核裁軍進程，維護全球戰略穩定。」  
  
 以上就聯合國角色的評論，見於  
    
  A. 197 1 年 中 國 代 表 團 於 中 國 加 入 聯 合 國 後 首 次 參 加 聯 合 國 大 會 時 所 作

的發言。  
  B. 200 3 年總理溫家寶會見聯合國秘書長安南時的講話。  
  C. 200 5 年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於 聯 合 國 成 立 六 十 周 年 首 腦 會 議 上 的 講

話。*  
  D. 200 6 年 中 國 外 交 部 長 李 肇 星 就 中 國 外 交 工 作 和 國 際 問 題 答 中 外 記 者

問所作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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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是 20 08 年北京奧運會歌詞：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A1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世界  
我們共同擁有一片藍天  
綠色的夢  
終究將會實現  
因為有你、有我共同的期盼   
 
A2 .我們共同站在一個起點  
更高更快更強是我們的信念  
奧林匹克之火  
我們用生命點燃  
五環旗下有我們的風采  
 
B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五洲四海相聚在北京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永恒的愛珍藏在你我心間  
 
C .就讓戰火在這裏熄滅  
就讓仇恨在這裏化解   
和平友愛在這裏延續  
讓太陽綻放七色的光芒   
 
B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五洲四海相聚在北京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永恒的愛珍藏在你我心間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我們相聚在 2008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我們相聚在北京  
我們相聚在北京  

  
 以上歌曲的作詞人是誰？  
  
  A. 江澤民  
  B. 胡錦濤  
  C. 李肇星*  
  D. 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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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下圖片是蘇聯兒童在上中文課：  

  
 這張圖片最有可能於甚麼時候拍攝？  
  
  A. 194 0 年代  
  B. 195 0 年代*  
  C. 196 0 年代  
  D. 197 0 年代  
 
 
9. 以下有關中梵關係的陳述，哪一項是不正確的？   
    
  A. 梵蒂崗與中國在民國時期有邦交。  
  B. 194 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後，中梵開始交惡。  
  C. 中 國不承 認教 廷權威 ，國 內所有 天主 教事務 都由 中國三 自愛 國教會 統

籌。  
  D. 中梵之間其中一項爭議，是應否在香港設立教區。*  
 
 
10. 195 0 年，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有何回應？  
    
  A. 派出志願軍入朝參戰。*  
  B. 與亞、非國家在聯合國提出譴責議案。  
  C. 舉行六方會談，透過會談解決戰爭問題。  
  D. 首先與美國建交，然後共同解決朝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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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下有關釣魚島問題的陳述，哪一項是不正確的？  
    
  A. 釣魚島在甲午戰爭前，屬中國領土。  
  B. 甲 午 戰 爭 (189 4 -95 ) 後 ， 日 本 通 過 《 馬 關 條 約 》 取 得 台 灣 及 附 屬 島

嶼，包括釣魚島。  
  C. 日 本在二 次大 戰後， 把台 灣歸還 中國 ，卻把 釣魚 島等島 嶼交 給美國 託

管。  
  D. 中 日 同 意 在 主 權 問 題 未 解 決 前 共 同 開 發 釣 魚 島 海 域 的 漁 產 和 石 油 資

源。*  
 
 
12. 200 6 年 ， 包 括 中 國 在 內 的 28 國 家 發 表 了 「 多 哈 宣 言 」 。 該 宣 言 是 為 哪 一 會 議 而

發？  
    
  A .  亞洲合作對話外長級會議*  
  B .  東亞峰會  
  C .  東盟 10+3 領導人會議  
  D .  亞洲政黨國際會議  
 
 
13. 「 亞 非 各 國 人 民 為 反 對 殖 民 主 義 、 爭 取 和 維 護 民 族 獨 立 、 保 衛 世 界 和 平 、 促 進 亞 非

國家友好合作而共同鬥爭的精神。」  
以上一般稱為甚麼？  

    
  A. 萬隆精神*  
  B. 六方會談原則  
  C. 超英趕美  
  D. 獨立自由和平外交政策  
 
 
14. 陳馮富珍獲選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有何重大意義？  
 a. “一國兩制＂政策的充分體現。  
 b. 表明美國支持陳太。  
 c. 中國自 19 71 年恢復聯合國席位以來，首次競選並擔任聯合國專門機構最高

負責人。  
 d. 香港特區政府參與祖國多邊外交的成功實踐。  
    
  A. 只有 a  
  B. 只有 b 及 c  
  C. 只有 a 及 c  
  D. a ,  c，d*  
 
 
15. 前蘇聯領導人戈爾巴喬夫於哪一年訪華？  
    
  A. 198 5  
  B. 198 7  
  C. 198 9*  
  D. 1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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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下哪一個香港總督，不是出身於外交官？  
    
  A. 麥理浩 (Mur ra y  Ma c leho se )  
  B. 尤德 (Ed ward  Youde )  
  C. 衛奕信 ( Dav i d  Wi l so n )  
  D. 彭定康 (Ch r i s tophe r  Pa t t en )*  
 
 
以下是保良局創辦人於 187 8 年呈遞港督軒尼詩的一封信函。閱讀後回答第 17 -1 8 題。  
 
  具 稟 人 東 莞 縣 駐 港 客 商 盧 禮 屏 、 馮 明 珊 、 施 笙 階 、 謝 達 盛 等 ， 稟 為 拐 風 日 熾 ， 集 資 懸

賞 ， 乞  恩 給 諭 ， 以 除 拐 匪 ， 而 安 良 善 事 ： 切 港 地 賣 良 拐 騙 ， 例 禁 綦 嚴 … … 第 邇 來 人 心 鬼

蜮 ， 陽 奉 陰 違 … … 甚 至 媒 婆 老 媼 ， 俱 為 拐 帶 窩 家 ， 如 誘 良 家 婦 女 到 港 ， 初 詭 騙 為 傭 ， 繼 則

逼 勒 為 妓 ， 或 轉 販 外 洋 ， 或 分 售 各 地 ， … … 竊 思 此 等 匪 徒 ， 各 縣 皆 有 ， 惟 我 東 莞 縣 拐 案 特

多 ， …… 因 議 集 眾 捐 資 ， …… 以 備 遍 懸 賞 格 ， 購 線 輯 拿 ， 務 期 杜 絕 此 風 …… 惟 事 關 攻 匪 保

良 ， 礙 於 官 法 ， 非 奉  憲 諭 ， 未 敢 擅 行 ， 迫 得 聯 名 公 呈 稟 明 在 案 ， … … 謹 稟  督 憲 大 人 臺

前 恩准施行 … …  
 
 
17. 本件主要陳明以下哪項問題？   
    
  A. 解釋被拐婦女在港就業問題  
  B. 解釋東莞商人與人口拐騙的關係  
  C. 建議政府杜絕拐風*  
  D. 建議政府杜絕外國接收被拐婦人  
 
 
18. 以下哪項陳述與上件相符？  
   
 a. 香港拐風熾熱  
 b. 內地商人 (如東莞 )在港有頗大影響力  
 c. 港府沒有足夠資源打擊社會罪惡  
 d. 香港與外國交通往來密切  
   
  A. 只有 a 及 c  
  B. 只有 a 及 b  
  C. 只有 a ,  b 及 c  
  D. a ,  b ,  c 及 d*  
 
 
19. 為 大 力 支 持 香 港 與 國 際 社 會 合 作 與 發 展 ， 中 央 政 府 決 定 二 百 多 項 國 際 公 約 適 用 於 香

港。以下所列國際公約，哪些適用於香港？  
   
 a. 188 4 年《保護海底電纜公約》  
 b. 192 1 年《禁止販賣婦孺國際公約》  
 c. 194 4 年《國際航班過境協定》  
 d. 194 8 年《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  
 e. 195 2 年《世界版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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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97 1 年《精神葯物公約》  
 g. 197 2 年《197 2 年集裝箱關務公約》  
 h. 199 9 年《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  
   
  A. 只有 c ,  e 及 g  
  B. 只有 a ,  b ,  c ,  e 及 g  
  C. 只有 a ,  b ,  c ,  e ,  g 及 h  
  D. a ,  b ,  c ,  d ,  e ,  f ,  g 及 h*  
 
 
20. 以下有關康有為的陳述，何者與史實相符？  
    
 (1) 他於十九世紀九十年代多次上書光緒皇帝，最終獲光緒接見。  
 (2) 戊戌變法後，他經香港逃亡到日本。  
 (3) 辛亥革命後，他回到中國，支持孫中山改革中國。  
   
  A. 只有 (1 )及 (2 )  *  
  B. 只有 (2 )及 (3 )  
  C. 只有 (1 )及 (3 )  
  D. ( 1 )、 (2 )及 (3 )  
 
 
配對題（5 分）  
 
21. 將以下中國與相關國家建立外交關係的年份作一配對。（5 分）  
     
 A .  泰國  •  •  a .  194 9  
 B .  韓國  •  •  b .  195 0  
 C .  越南  •  •  c .  195 7  
 D .  斯里蘭卡  •  •  d .  197 5  
 E .  蒙古  e .  199 2  •  •  
(答案：A-d, B-e, C-b, D-c, E-a) 
 
 
填充題（32 分）  
 
 
22 . 關 於 朝 核 問 題 的 六 方 會 談 ， 在 （ A ） （ 城 市 ） 舉 行 ， 參 與 的 六 個 國 家 包 括 中 國 、 美

國、韓國、（B）、（C）及（D）。（4 分）  
  

(答案：北京。俄羅斯、朝鮮／北韓、日本 )  
 
 
23. 中 國 於 （ A ） 年 ， 在 （ B ） （ 城 市 ） 成 功 取 得 2 008 年奧 運 會 的 主 辦 權 。 2008 年 奧

運會的開幕日期是（C）月（D）日。  
  

(答案：2001 。莫斯科。8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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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96 9 年，中蘇於烏蘇里江（A）島地區發生邊境武裝衝突。  
 (答案：珍寶 )  
 
 
25. 所 謂 「 禮 賓 次 序 」 ， 指 （ A ） 中 出 席 活 動 的 國 家 、 團 體 、 各 國 人 士 的 位 次 ， 按 一 定

規則和慣例進行排列的（B），體現（C）給予各國賓客的禮遇。（3 分）  
  

(答案：國際交往／外交活動／國際活動；先後次序；東道國 )  
 
 
26. 禮 賓 次 序 的 排 列 方 法 主 要 有 兩 種 ， 一 是 按 （ A ） 的 高 低 排 列 ， 二 是 按 字 母 順 序 排

列。實際工作中往往採取幾種方法的交叉。  
  

(答案：身份職務 )  
 
 
27. 「 外 交 代 表 」 又 稱 「 外 交 使 節 」 ， 是 一 個 國 家 派 往 其 他 國 家 、 負 責 辦 理 外 交 事 務 的

代表。外交代表分（A）和（B）兩種，前者指派駐某一特定國家，並負責同該國 保

持經常聯繫的代表，後者指臨時出國負有某種特定任務的代表。（2 分）  
  

(答案：常駐；臨時 )  
 
 
28. 國 際 交 往 中 ， 如 見 到 不 相 識 的 人 而 又 不 想 深 交 ， 則 在 握 手 、 問 好 之 後 ， 說 出 自 己 的

姓 名 即 可 。 如 想 與 人 進 一 步 交 往 ， 而 且 別 人 也 有 興 趣 ， 則 可 主 動 留 下 自 己 的 （ A ）

和 聯 繫 方 式 。 要 避 免 見 面 後 馬 上 發 名 片 。 介 紹 他 人 相 識 時 ， 要 注 意 把 職 務 低 的 介 紹

給職務高者，把（B）士介紹給（C）士，把晚輩介紹給長輩。在賓主互不認識時，

把 主 人 介 紹 給 賓 客 。 介 紹 時 ， 應 禮 貌 地 以 手 示 意 ， 不 要 用 手 指 指 點 點 。 迎 接 客 人

時，應先將（D）介紹給（E）。被介紹時，除女士和年長者外，一般應起立。但在

宴會桌、（F）上可不必起立，被介紹者祇要微笑點頭有所表示即可。（6 分）  
  

(答案：名片；男；女；主人；客人；會談桌 )  
 
 
29. 鄭和生於公元 13 71 年，是中國（A）朝的航海家和外交家。1 405 年鄭和奉皇帝 之

命 ， 率 領 由 二 百 四 十 多 艘 海 船 、 二 萬 七 千 四 百 名 船 員 組 成 的 船 隊 遠 航 西 太 平 洋 和

（ B ） ， 訪 問 了 30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 加 深 了 中 國 同 東 南 亞 、 東 非 的 相 互 了 解 。

140 5 年至 143 3 年間，鄭和一共遠航了（C）次，每次出航是都由劉家港出發。 最

後 一 次 在 回 程 時 在 船 上 病 逝 。 鄭 和 最 遠 曾 到 達 （ D ） 東 岸 、 紅 海 、 麥 加 ， 並 可 能 到

過澳大利亞。（4 分）  
  

(答案：明；印度洋；七；非洲 )  
 
 
30.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漢 武 帝 時 代 ， 中 國 出 現 了 一 名 傑 出 的 旅 行 家 、 外 交 家 和 探 險 家 ， 名 叫

（A）。他兩次代表漢武帝先後出使大月氏國和烏孫國，並兩度參與攻打（B）， 對

開 拓 （ C ） 作 出 了 重 大 的 貢 獻 ， 據 說 現 在 的 葡 萄 、 石 榴 、 胡 桃 、 胡 麻 等 都 是 他 從

（D）帶到中國來的。（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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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張騫；匈奴；絲綢之路；西域 )  

 
 
31. （A）年，中葡兩國正式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聯合聲明》，中國於（B）年對澳 門

恢復行使主權。（2 分）  
 (答案：1987 ,  199 9 )  
 
 
32. 以 下 圖 片 攝 於 （ A ） 年 ， 圖 片 是 中 、 美 雙 方 正 舉 行 會 談 。 左 方 位 於 總 統 尼 克 松 右 邊

的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B）。（2 分）  
 

  
(答案：1972 ；基辛格 )  
  

 

 
 
 
問答題（13 分）  
 
 
33. 以下是 19 84 年《中英聯合聲明》的第一段內容：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和 大 不 列 顛 及 北 愛 爾 蘭 聯 合 王 國 政 府 滿 意 地 回 顧 了 近 年 來 兩

國 政 府 和 兩 國 人 民 之 間 的 友 好 關 係 ， 一 致 認 為 通 過 協 商 妥 善 地 解 決 歷 史 上 遺 留 下 來

的 香 港 問 題 ， 有 助 於 維 持 香 港 的 繁 榮 與 穩 定 ， 並 有 助 於 兩 國 關 係 在 新 的 基 礎 上 進 一

步鞏固和發展… …」  
  
 試簡述為何歷史上存在「香港問題」。（6 分）  
  
  
  
  
 (建議答案：十九世紀，英國通過三個不平等條約，佔領現今的香港、九龍、新界等

地 方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立 後 ， 雖 然 堅 持 廢 除 各 不 平 等 條 約 ， 然 而 ， 對 香 港 則 採 取

「 長 期 打 算 ， 充 分 利 用 」 方 針 ， 以 便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繁 榮 和 社 會 穩 定 。 中 國 政 府 認

為香港是中國領土的一部分，應在適當時間收回香港主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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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下漫畫於 190 9 年刊於一份上海報紙。  

 
 漫畫作者對清政府的管治有何看法？試加以申述。（7 分）  
  
  
  
  
  
 (建議答案：作者借漫畫諷刺清政府的管治不當，對外只懂用利權籠絡外人，應辦者

不辦 (得放手時且放手 )；對內卻壓迫人民，「能饒人處不饒人」。  
 
 

－試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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