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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0Z18-1_《警專歷史》_修訂表 

適用於【初版 2018/07/20】 

頁數 勘誤處 原文(原答案) 修正 說明 

267 小試身手 

第 5 題 

A 正確應為：D 

解析： 

(A)寧漢分裂：指 1927 年北伐期間，中國國民黨內部因清共與

容共問題產生歧見，導致蔣介石與汪精衛分別在南京(寧)

與武漢(漢)成立國民政府相互軍事對峙的事件，造成中國

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徹底決裂，展開了長期的鬥爭。 

(B)西安事變：1936 年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趁蔣介石到

西安視察剿共戰情時，武裝扣留蔣介石，欲迫使蔣停止國

共內戰，一致容共抗日。 

(C)一二八事變：日本於 1932 年初，繼 918 事變後再度發動戰

爭侵略上海，遭到我國民革命軍激烈抵抗，最後受國際調

停日本無條件退兵，又稱淞滬戰爭。 

(D)九一八事變：1931 年中國與日本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

事衝突和政治事件，日本佔領東北地區，使我國喪失重要

的重工業資源，同時也使全國民眾反日情結高漲，導致國

內動盪不安。 

答案誤植 

267 小試身手 

第 6 題 

B 正確應為：A 

解析： 

(A)二十一條：又稱五九國恥。1915 年袁世凱政府被迫接受日

本《二十一條》內容，國人群起激憤，全國教育聯合會更

將簽訂條約的 5 月 9 日定為「國恥日」，警勵國人毋忘此

事，誓雪國恥。 

(B)滿洲國成立：1932~1945 年間由舊滿清宗室與權貴於日本

政府支持下，於東北成立的魁儡政權。 

(C)一二八事變：日本於 1932 年初，繼 918 事變後再度發動戰

爭侵略上海，遭到我國民革命軍激烈抵抗，最後受國際調

停日本無條件退兵，又稱淞滬戰爭。 

(D)七七事變：史稱蘆溝橋事變。1937 年日軍藉口演習士兵失

蹤，欲進城搜索遭距，與我守軍對峙交火，最終引起八年

抗戰爆發。 

答案誤植 

366 小試身手 

第 2 題 

D 正確應為：B 

解析： 

(1)民族主義是包含民族、國家與種族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

答案誤植 



三民專業輔考機構 

第 2 頁 

 

態，主張以民族作為人類群體生活的「基本單位」，以形塑

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並賦予民族成員共同的身份認同。 

(2)民族主義運動一般被認為起源於 18 世紀晚期的歐洲，打破

歐洲數百年的君主專制政治，民族國家紛紛興起，主要受

到以下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 

A.工業革命(1769 年起)：新興中產階級崛起，造成社會階

級結構的轉變。 

B.法國大革命(1789 年)：天賦人權、君主立憲、三權分立

等自由民主思想，推翻了以君王、貴族、教會為中心的

舊秩序，建立了新的政治型態。 

C.浪漫運動：又稱浪漫主義運動，十八世紀末興起的藝術、

文學和文化運動，對應極度理性的啟蒙運動而生的反彈

思潮。浪漫主義主張直覺、感性，最終理想要打破束縛

人心的理性枷鎖獲得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

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 

浪漫主義運動的激情對民族意識的覺醒具有推波助瀾的效

果，因此也推動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 

366 小試身手 

第 3 題 

C 正確應為：A 

解析： 

法蘭茲．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鋼琴演奏

家和作曲家，一生致力於探索鋼琴演奏技巧及教學，並創造

了交響詩的表演形式，為浪漫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答案誤植 

366 小試身手 

第 4 題 

A 正確應為：D 

解析： 

《資本論》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論著，由德國哲學家、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卡爾•亨利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所著，馬克思透過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世界

觀，針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規律分析，為社會主義奠下理論

基礎，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A)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現代經濟學之父，著

有《國富論》為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重要論述基礎之一，

並發展出現代經濟學。 

(B)黑格爾(Hegel，1770-1831)，19 世紀德國哲學家，唯心論

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決定物質存在的是心靈，與唯

物論是相對的思想體系，著有《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 

(C)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德國哲學家，在經

濟上長期資助馬克思的研究，在馬克思逝世後，將《資本

論》的剩餘草稿整理出版。 

答案誤植 

366 小試身手 

第 5 題 

A 正確應為：C 

解析： 

答案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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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許多人結束生命的原因，來自於圈地運動的崛起，造成農

民被迫分到更為貧瘠的土地，甚或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成

為工廠工人。在嚴重剝削、工安意外、環境污染等種種因

素下，許多下階層平民因此死亡。 

(B)悲慘世界指的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勞工剝削與環境污染所

造成的社會現象。 

(C)因科學發達使得死亡率下降，人口增加，糧食生產技術提

升，人們收入穩定，進而開始思考社會現象並試圖改善，

故對未來有了樂觀的言論。 

(D)題幹整段資料是在表達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67 小試身手 

第 8 題 

B 正確應為：C 

解析： 

(1)西斯蒙第(1773-1842)十九世紀法國政治經濟學家。19 世紀

初正值工業革命急速發展，西斯蒙第觀察到工業快速發展

所帶來一系列的變化，認為自由競爭將造成富者愈富貧者

愈貧的狀況，於是提出經濟發展中社會兩極分化的理論。 

(2)由題幹中所提到的船隻與鐵路可知應為 19 世紀工業革命

後，大量財富集中到因新興產業崛起的中產階級身上，而

非舊社會的傳統貴族教士。 

答案誤植 

367 小試身手 

第 9 題 

D 正確應為：B 

解析： 

(1)工業革命約於 1769 年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英國人瓦特

改良蒸汽機後，人類生產方式從手工方式轉變為動力模

式，帶動了英國的紡織業，使產量大幅提升，被視為是工

業革命的開端。隨後工業化革命的浪潮從英格蘭傳向整個

歐洲大陸與北美地區。 

(2)由圖中的箭頭可知應為工業革命的傳播路線圖。 

答案誤植 

(更新日期：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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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紀錄 

2019/01/17 新增第 267頁第 5、6題勘誤 

2019/01/22 新增第 366頁第 2題勘誤 

新增第 367頁第 8、9題勘誤 

2019/03/20 新增第 366頁第 3、4、5題勘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