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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反應 輔導團回覆 是否更改答案

4 A D或送分

1. 國際貿易上「進口替代」的涵義，大致是指為了累積

外匯、發展經濟的目的，限制國外進口物資，改以國內

自行生產以取代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台灣經濟發

展的進程，一般皆以民國四十年代起開始視為經濟發展

的進口替代期，當時的策略是以生產製造難度較低的初

級加工民生用品，取代過去仰賴從國外進口的需求，例

如紡織品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電鍋」這項產品從來

不是台灣仰賴國外進口的產品，因此也不會有「被替代

生產」的可能。

2. 根據資料顯示，大同公司從民國五十年代才開始生產

「電鍋」這項產品。而台灣在民國五十年代已經進入

「出口擴張」階段，頒布實施「獎勵投資條例」以及加

工出口區的設置，發展輕工業，例如小家電、成衣、鞋

類、雨傘等MIT產品，開始以出口為導向行銷國外賺取外

匯。

3. 根據本題最後的敘述「早年大同公司發展電鍋的方向

，適逢台灣哪一階段的工業發展？」，以上述大同公司

開始生產電鍋的年代配合台灣經濟發展的進程看來，個

人以為若以A選項「進口替代」為答案，就經濟發展階段

意義與產品屬性而言，似乎皆與事實有所出入，有待進

一步的省慎斟酌。

1950年代產業政策的主軸是「進口替代」，一方面是限制進口，避免寶貴的外匯流

出，維持本地廠商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是規定自製率，發展民族工業，促進本

地產業的發展，發展國內工業的概念。1950年代針對進口家電，課徵高額稅率，家

電產業以「民族工業」的面貌開始發展，大同在1950年代所生產的電風扇，就是其

中的代表作。業者嘗試以進口零組件的方式，在本地組裝家電產品，多數業者都是

由本地資本所組成。政府也在這段時期，開始推動本地業者與國外廠商進行技術移

轉，範圍涵蓋電器等。從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台灣廠商除了透過技術移轉，提

高本地的生產能力，也開始將產品外銷。讓台灣的家電出口獲得重大進展，許多原

來向日本、香港採購的訂單，紛紛轉向台灣。其中，與家電相關的訂單，包括電扇

出口5萬台，價值80萬美元，電鍋則出口了1000個，總值8000美元。1960年到1970年

代，台灣的家電產業開始蓬勃發展。一方面，台灣以出口導向獲致經濟成長。另一

方面，政府對於產業採取的保護政策，也讓家電業者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發展的空

間。台灣民眾所使用的電器產品中，除了電風扇、電鍋是在1960年以前就已經由本

地業者生產，其他的產品，包括黑白電視、彩色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等

，大都是在1960年代後，開始由本地廠商生產，然後大量的進入本地民眾的生活當

中。參考資料:

台灣工業文化資產網

http://iht.nstm.gov.tw/form/index-1.asp?m=2&m1=3&m2=78&gp=21&id=17

科學發展484期，打開鍋蓋說亮話─從日本電氣釜到台灣電鍋

http://ejournal.stpi.narl.org.tw/NSC_INDEX/Journal/EJ0001/10204/10204-03.pdf

是。(A)(D)皆給分

13 B 送分

(B)折衷家庭(14.26→14.27)、小家庭居多(44.46→35.48)的

答案並不正確，因為夫婦家庭的比例(15.98→19.06)比折

衷家庭為多

(A)是錯的

(C)少子女化現象未有大幅增加

(D)隔代教養問題未見日趨嚴重

(A)表格中未提及頂客家庭。

頂客及雙薪家庭：夫妻雙方都就業且有收入者稱為雙薪家庭，其中有些夫妻不生育子女，則稱為

頂客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s，簡稱DINK)。

(C)無法直接以家庭型態得知出生率。

(D)隔代教養家庭比例減少，「隔代教養」不一定會有問題！

答案為：(B)折衷家庭與小家庭居多。

小家庭：是指一對夫妻和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又稱為「核心家庭」。

單親或夫婦家庭也屬於小家庭。

折衷家庭：是指小家庭再加上此夫妻的直系血親長輩。這種家庭以三代同住居多，也稱為「三代

家庭」。

94年：折衷家庭(三代家庭14.26)與小家庭(核心家庭44.46+單親8.6+夫婦15.8)

104年：折衷家庭(三代家庭14.27)與小家庭(核心家庭35.48+單親10.32+夫婦19.06)

無論是94年或104年折衷家庭與小家庭的比例均比該年其它家庭型態的比例高。

另，依據行政院的分類，單人家庭也是一種家庭型態，屬於小家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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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 送分

超出範圍，希望送分或放寬標準，會考一再強調出自課

本內容，40題明顯超範圍，說明如：

1.本年度國三同學的社會科，歷史部分没有馬可波羅遊記

的課本內容，翰林版在第三冊第5章的隨堂練習上有文章

閱讀亦未提及出海位置

2.數年前課本內不但有說明還有圖片說明，目前已刪除

3.會考命題中只要有一版本没有說到即不可命題，這是基

本原則

馬可波羅只出現在題幹，意在指出他參訪了當時元朝最繁華的商港。不知道馬可波羅的同學，只

要知道元朝最重要、最繁華的商港是泉州，仍然不會影響答題。就此而言，本題符合下列會考的

命題原則：「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能力，皆足以作答。」參

見：教育會考試題。http://cap.ntnu.edu.tw/test_3.html

否

51 D C或無解

若純粹就題目文意判斷或許可推論出D的選項，但在課堂

上談到「北洋時期」的「豬仔」指的是曹錕賄選國會議

員當上總統的事件所以與答案D的「國會選舉」意思不

同。所以我們認為C選項較適合，但C選項中的「政府官

員」也與國會議員不完全相符，故請出題團隊再行商議

，謝謝

送分

62 D D或B或A

1.社區發展：是社區藉著活動來表達社區的生命力，本題組第一段

末了提及社區營造及發展，第二段如藝遊新屋etc，社區參與要特

別強調自動自發的力量本題幹並未說明(或短期長期概念)以上說明

建議更改為B

2.題組第二段→由政府媒合新屋社區居民與藝術家，結合社會區營

造和藝術行動「以新屋在地意象與人文特色為發想，創作獨具新

屋性格，因應新屋環境永續發展的作品」

(1)這樣的活動，是以社區居民參與為基礎，展現「新屋在地文

化」因此只考慮「社會參與」會忽略本活動的目地(展現桃園文化)

(2)社區參與以課本定義是居民以社區事務為參與目的，文中是政

府媒合居民及藝術家進行創作社區參與的主題較不明顯

早期的社區發展是指由政府推動一連串改善社區生活環境的措施；晚近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提出

，民間興起社區營造的熱潮，強調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展現民間社會力。

「藝遊新屋：環境藝術行動計畫」是透由政府媒合新屋社區居民與藝術家共同討論評估可行性而

採取行動，屬於提升生活品質式的社區參與。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