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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2 

考生：吳宇涵、張悅濤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臺灣國道的編號原則：縱向是以奇數編號，橫向是以偶數編號。表(一)是臺灣國道通車里程統計一覽表，

其中有二條國道特別長的原因，與下列哪一臺灣環境特色的關係最為密切？ 
(A)國土南北狹長 
(B)河川多東西向 
(C)西部平原廣闊 
(D)山脈地勢高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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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義
內
容 

1.1. 依政府國土規劃興建國道之本意，乃在快速聯結主要城市交通，平衡區域發展，而台灣又有中央山脈等大型山系聳立其中將本

島分為東西，西部更是平原廣闊，加上台灣有其歷史背景先後形成台南、台北、台中等重要城市，故縱向國道長度較長之最密切

因素實非單純國土幾何形狀上呈南北狹長，而是主因於上述(1)山脈地勢高聳分成東西平原之地理因素及(2)聯結先後形成之都市

交通的歷史背景因素相互影響所致。 
2.試問，若台灣本島南、北半部各盤據一龐大山脈系統，僅留存島中央東西向帶狀平原足以發展城市，並靠橫向交通聯結，此時縱

使國土南北再怎麼狹長，其聯結城市之國道必以東西橫向為主要，且較長。 
綜上述，本題答案疑義甚大，難以服眾，一題足以影響考生一個志願，甚至一生，萬萬不能玩笑置之，敬請 貴單位審慎回覆。 

2.從翰林版課本中可以看到國道幾乎都分布於西部，試想若西部並非平原而是一座巨大的山脈，則國道 1 號和國道 3 號一定也會被

切割成很多段，而不可能如此長，而且也因為有西部平原才有可能興建國道 1、3 號，因為台灣的中間為中央山脈不可能於它的上

面興建必須如此平坦的高速公路(國道)，因此我認為答案可為(A)及(C)，懇請出題委員審慎考慮，結果我們將完全服從。 

說
明 

根據表(一)可以發現縱向國道皆較橫向國道長，尤其是 1 號及 3 號等二條特別長，其原因應與臺灣國土形狀南北狹長的環境特色具

有最密切的關連性。選項(C)西部平原廣闊主要是影響臺灣國道的分布而非長度，因西部平原廣闊，人口聚集、交通發達，因此臺灣

國道除了國道 5 號外皆分布在西部。選項(D)山脈地勢高聳僅是描述臺灣山脈的特色，無法直接推論其與臺灣縱向國道較長關係最密

切。此外，疑義者所舉的假設性例子，並非臺灣實際現況，考生仍須依所附表格資料作答。本題選項(A)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

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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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5 

考生：陳祺、黃子瑄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玻利維亞、古巴和委內瑞拉為了減少對美國的貿易依賴，於是共同簽署經濟結盟的協議，三國間

取消部分關稅，並由古巴提供醫療及教育資源，其他二國則分別提供石油以及農產品，實現生產

互補的效益，以促進彼此的共同發展。圖(二)是此三國間的資源交流流向圖，圖中甲、乙、丙依序

代表何種資源？ 
(A)石油、醫療及教育、農產品 
(B)石油、農產品、醫療及教育 
(C)農產品、醫療及教育、石油 
(D)農產品、石油、醫療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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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義
內
容 

1.1.「住在偏鄉的甲、乙和丙為了減少對城市的過度依賴，於是共同簽署互助協議，三人間取消彼此的歧見與隔閡，並由乙提供醫療

諮詢及教育服務，其他兩人則分別提供柴薪以及農產品，實現生產互補的效益，以促進彼此的共同生存發展。」若依上文語意

架構，甲提供給乙、丙二人的絕對是柴薪而非農產品。 
2.上文係仿試題原文而作(略將玻利維亞、古巴和委內瑞拉改為甲、乙和丙)，故而若據試題敘述「『其他兩國』則『分別』提供石

油以及農產品」的語意架構判斷，本題題幹給予考生「玻利維亞提供石油、委內瑞拉提供農產品」的訊息，以此訊息為據，復以

本題圖(二)中三個國家行政區位來判斷，本題的標準答案應為選項(B)。 
3.或謂本題旨在評量考生對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及產業發展特色的掌握；試題能多面性評量立意甚佳，然本題卻因題幹敘述在語

意邏輯架構上有曖昧混淆之處，故而使得能掌握中南美洲自然環境及產業發展的考生，在關注到題幹語意訊息時就必需在以題幹

訊息為基礎或以所習得的中南美洲產業發展特色為基礎間做抉擇。 
4.諸委員皆為教育先進，對於命題評量尤為翹楚，對下列一般命題原則當知之甚稔： 
(1)「避免使用曖昧不明和易使人混淆的言詞或語句架構」；本題曖昧的語句架構已如上所敘，不予贅述。 
(2)使用圖表命題時，圖表必須是答題時重要資訊的來源」，選擇題編製原則「題幹應只有一個核心概念，否則失去診斷的意義」；

本題為圖表題，故「圖表『必須』是答題時重要資訊的來源」應無庸置疑，復據本題圖(二)所示，宜可解讀本題係以中南美洲

自然環境為核心概念的試題，而石油、農產品、醫療及教育僅是題幹情境。 
(3)「題幹情境之取材不必侷限於課文，但解題的依據應出自學生學習過的教材內容」；依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

領域增列的基本內容，中南美洲係置於主題軸全球關連之下，其中的說明為：「說明中南美洲熱帶雨林和高地景觀的區域特色。」

及「說明中南美洲產業發展主要依附在歐美國家的特色。」故玻利維亞的農產品、古巴的醫療及教育、委內瑞拉的石油不必然

為學生學習過的教材內容，仍宜以題幹情境視之為宜。 
5.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目標「7.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8.培養社會參與、做理

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力。……10.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理資訊之能力。」考生能注意到題幹中給予的資訊與所習

有所相違，而以批判思考的態度做理性決定並勇於實踐，若因此而形成答題的錯誤，豈不成了反教育！ 
6.綜上所述，懇請委員們詳細審酌，將選項(B)亦列為正確選項。 

2.針對題幹中之敘述……並由古巴提供醫療及教育資源，其他二國則“分別＂提供石油及農產品，……。文中使用“分別＂二字，

造成使用曖昧不明的言語使人混淆。請教多位師長亦感同深受。為此希望委員們能夠站在文學角度上再度審識該題敘述，並給予回

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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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本題題幹情境為「其他二國則分別提供石油以及農產品」，而非「玻利維亞和委內瑞拉則分別提供石油以及農產品」，該段題幹情境只用

以說明除了古巴之外的二國，有一國提供石油，另一國提供農產品，至於何國提供石油、何國提供農產品，則必須輔以地理知識與題幹

上下文等相關資訊才能判斷。 
本題既然為地理科(社會科)試題，即應依據地理事實作答。無論學生使用哪一版本教材，皆可學習到「中南美洲的委內瑞拉是重要的產

油國」此一概念，而題幹中提到該結盟是為了「實現生產互補的效益」，學生即可據此判斷石油是由委內瑞拉提供。 
本題選項(D)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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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20 

考生：何晟嘉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七)的灰色區塊代表中國某種經濟作物的主要產區，根據其分布區域判斷，下列何者為該作物生長所需

要的環境條件？ 
(A)高溫多雨，生長季長 
(B)暖溼多霧，排水良好 
(C)年雨量少於 250 毫米，日溫差大 
(D)夏季高溫且日照充足，秋季乾涼 

疑
義
內
容

1.(A)和(C)不可能 
  (D)高溫且日照充足這句話適用在華南與海南島地區，並非華中、華北一帶，應不是答案。 
  (B)比較可能，是在描術茶葉。 

說
明 

本題附圖的灰色區塊為棉花的主要產區。夏季太陽直射北半球，故上述產區皆具有高溫(月均溫約 20~30℃)且日照充足的氣候條件，

秋季則受季風轉換及太陽直射南移等因素的影響，氣候較乾涼。本題選項(D)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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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39 

考生：陳奕穎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小光將可進行權利救濟的事件分為三類，並將其示意圖繪製成圖(十五)，若他將「可經由鄉、鎮、市、區

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的事件」，以塗色的方式標記在圖上，則此圖應呈現如下列何者？ 

 

疑
義
內
容

1.刑事告訴乃論與非告訴乃論，均屬可調解之事件(如附件)，故本題答案 A 與 B 均屬正解。 
註：因疑義者提供佐證之附件為政府公文書函及地檢署不起訴處分書，其內容涉及他人隱私，故附件內容本會不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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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疑義者認為：「刑事告訴乃論與非告訴乃論，均屬可調解之事件」，並舉出三案例加以佐證。 
經查《鄉鎮市調解條例》第 1 條：「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辦理下列調解事件：一、民事事件。二、告訴乃論之刑事事件。」 
再者，一項行為往往不只出現一種法律責任，刑事案件可能會伴隨著民事賠償責任或行政責任，依《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之規定：

「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復其損害。」被害者可於

刑事告訴中提起附帶民事賠償，此為實務上常運用的訴訟方式。附件一的案例因疑義者提出佐證的訊息不足，僅能依《刑事訴訟法》

第 487 條之規定推測，該案應是針對殺人未遂案中的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進行調解，因若先於民事部分完成調解，常會被刑事案件的合

議庭認為犯後態度良好，酌予減輕刑罰。至於附件二與附件三的案例，均已遭不起訴處分，且二案的不起訴處分書中皆載明：「本件

應屬債務不履行之民事糾紛，宜循民事程序解決」，此二案既非刑事犯罪行為，自不屬於非告訴乃論案件。綜合上述內容，疑義者所

提論點不成立。 
故本題選項(B)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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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50 

考生： 
教師：柯意雯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小卡：「近來媒體廣告上出現不少新商品，像是針對視力退化者所推出的大字體手機，還有專為年長者開發的易吸收營養品。」 
大通：「可能是因為這些商品的需求者愈來愈多，所以才吸引更多業者投入這塊市場吧！」 
上述對話內容最可能是在討論我國社會上的何種現象？ 
(A)利用社會資源，彌補家庭功能 
(B)都市化程度高，改變消費習慣 
(C)受少子化影響，產業結構轉型 
(D)平均壽命提高，人口結構改變 

疑
義
內
容

1.拙見以為本題(B)選項：改變消費習慣，與(D)選項：人口結構改變各說對了一半，(D)選項並未能涵攝整個問題的核心。 
  理由為：固然我國目前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化的現象，但與傳統社會相較，之所以會激發現今老人使用手機及食用易吸收營養品等

現象之誘因，主要係因經濟富裕及消費習慣(價值觀)變遷之故，換言之，人口結構改變與上述商品需求增加之間的因果關係，尚不

如消費習慣改變來得強烈。唯(B)選項之前半段「都市化程度高」亦非正解，故建議本題答案應再斟酌。 

說
明 

疑義者認為若將選項內容分開看，選項(B)後半部分的改變消費習慣應較適合。但試題選項內容的文字既屬同一選項，實不宜切割看

待，應將前後敘述視為相關內容，而選項(B)中的都市化並非題幹敘述提及的現象，故選項(B)不是最適選項。 
至於疑義者認為選項(D)未能涵蓋整個問題的核心，但本題僅是評量學生藉由對話內容判斷當前社會出現的現象，根據題幹中關於高

齡商品之需求者漸增的敘述，已足以推論出平均壽命提高，人口結構改變的現象，至於消費習慣是否如高齡商品供給者的預期隨之改

變，題幹中並未多加敘述。故本題選項(D)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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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54 

考生：何晟嘉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某知名網站的全球使用者高達數億人，連美國總統訪問非洲前，也邀請非洲民眾透過此網站傳達即時的意見與問題。下列何者最適合用

來說明上述現象？ 
(A)全球化現象中的國際分工趨勢 
(B)工業發展造成的全球環境變遷 
(C)科技發展衍生的科技倫理問題 
(D)交通的革新縮短了時空的距離 

疑
義
內
容

1.(C)和(D) 
  網站的使用是科技，而美國總統關心是論理，所以答案應是(C) 
  (D)交通的革新是類似汽車、飛機的發明，縮短時空是減少時間。 

說
明 

交通可分為運輸和通訊二種，網際網路屬於通訊的方式之一。由題幹所述，美國總統訪問非洲前，非洲的民眾可透過此網站傳達即

時的意見與問題，即為交通的革新(網際網路的使用)，使得資訊的流通更為快速與便利，縮短了時間與空間的距離。本題選項(D)屬
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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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55 

考生：吳品杰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哥倫布發現通往東方新航線的消息傳來，某城市的商人極度恐慌，債券暴跌，

這些反應來自於其擔心對亞洲貿易的主導地位可能會被取代。一直到確知哥倫布

並沒有真的找到抵達亞洲的航線，這裡的商人才驚魂甫定。」這座城市最可能位

於圖(十八)中甲、乙、丙、丁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疑
義
內
容 

1.1. 題目原解為丙（約為威尼斯），應是以西、葡會搶走其主導地位之故，但在地理大發現之後，貿易主導權本身就已慢慢從威尼斯、

熱那亞轉移至里斯本、西維爾手中，不單單只是因為哥倫布發現新航路之故，就算已被證實此非正確航路，市場信心也已經渙散，

再加上達伽馬抵達印度，更加深了兩地的沒落，因此驚魂不會甫定，所以原答案(C)敘述不佳，不能作為最佳答案。 
2.丁的位置正處於狄亞士航線，由於抵達印度的日子已指日可待，因此資金進入、債卷熱銷，未來成為亞洲貿易主導地位已有望，

但受哥倫布發現新航路之影響，使此希望因而落空，因此債卷自然暴跌，已投資商人極度恐慌，但在確知哥倫布並未真的找到抵

達亞洲的航線，此地商人才驚魂甫定。 
3.綜合以上兩點，雖然第二點有加上「未來」兩字，但題目並未明確點出時間，再者，(C)根據第一點的不佳之處，(C)、(D)宜皆

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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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歐洲自中古以來，對東方貿易的主導權，由義大利及阿拉伯商人所壟斷，而十五世紀後期，西歐國家為改變貿易管道受制於人的情

況，因此積極向外找尋新的航線，西、葡是其中最早尋找新航線的國家，1492 年，哥倫布向西航行，而後抵達西印度群島，題幹中

提及當哥倫布發現新航線的消息傳來，使得某城市的商人極度恐慌，這些反應來自於其擔心對亞洲貿易的主導地位可能被取代，也

就是說，此城市在哥倫布遠航時已控制對亞洲的貿易，對於哥倫布找到通往亞洲的新航線可能動搖該城市的貿易主導地位而感到憂

心，根據當時時局判斷，該城市最可能是為當時已居歐亞間貿易樞紐地位的丙(義大利威尼斯)。此外，1487 年狄亞士航行至非洲南

端好望角，1492 年哥倫布航行至美洲，皆未直接抵達亞洲，義大利城市控制歐亞貿易的主導地位未受動搖，香料也持續經由義大利

商人運銷，並非如疑義者所言在哥倫布發現美洲前，威尼斯市場信心已經長時期渙散。 
而疑義者所提之丁地(位於西非)在哥倫布遠航時期並未掌握對亞洲貿易的主導地位，相關推論並不符合題幹敘述及實際情況。故本題

選項(C)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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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料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63 

考生：江約珥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閱讀下列選文，回答第 61 至 63 題： 
  畜牧大國紐西蘭於 2004 年起，向農民徵收牛、羊、鹿的「放屁稅」，希望能藉此處理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我國為降低二氧化碳

的排放量，也思考過是否制定相關稅法來課徵綠色稅，但許多業者擔心競爭力會因此下降，引發反彈聲浪。 
  業者的擔心雖不無道理，但政府仍應思考課徵綠色稅的可行性，讓使用者反省能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率，進而達成

節能減碳的目的。綠色稅是否課徵，各有其利弊得失，如何選出最佳方案，考驗著執政當局的智慧。 
63.文末畫上雙底線處的論點，最適合用下列何項經濟學概念來說明？ 
(A)比較利益 
(B)機會成本 
(C)外部效果 
(D)受益原則 

疑
義
內
容 

1.您好，我答這一題時猶豫在(B)(C)兩答之間，關鍵在於綠色「稅」與如何「選」出最佳方案，政府課稅是處理外部效果，而做出選

擇則是機會成本的考量，最後我選擇了(C)外部效果，因為我所讀的翰林版所提到的機會成本是「由於資源有限，必須有所取捨」，

而本文所提到的課稅主因是我國為降低二氧化碳的排放量，這樣應該是外部效果才對啊！另引用兩篇文章，請參考：1.「我國租稅

制度向來是為促進經濟成長與達成產業發展目標的重要工具之一，一方面透過租稅的開繳，將負面的外部效果內部化」（綠色稅制

的實施對我國環保政策之影響 P.84 李陳國著）2.「綠色稅的課徵乃係基於充分反映資源與環境的外部成本。」（國家政策研究基金

會 國政評論 綠色稅制的精神在於「校正」二字—網址：http://www.npf.org.tw/post/1/6326 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 曾巨威著）我只是

國中生，對經濟不會有太深入的了解，請考慮我的疑點，以我們的程度，應該兩個答案都對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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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疑義者認為從全篇文章分析，綠色稅的徵收為處理外部效果的手段，然本題題幹已敘明，作答應從「文末畫上雙底線處的論點」判斷，

故在政策利弊得失間的衡量與選擇，屬於機會成本的概念，學生作答前應看清題幹所問的問題，勿另行延伸。 
至於疑義者提及翰林版社會教科書的機會成本定義使其產生作答困難，經查翰林版社會教科書三上第 146 頁中關於機會成本的相關

敘述，「多花一點錢在軍購上，還是社會福利呢？」已明示政策抉擇隱含機會成本的概念，使用該版教科書學生如能將學習內容融

會貫通，足以作答本題。故本題選項(B)屬最適選項，維持原公布之參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