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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 1.右圖為臺灣在1929至1989年之間每

隔二十年的人口統計值，其正確

先後次序應為：(A)甲乙丙丁 (B)

甲丙丁乙 (C)丙甲乙丁 (D)丁甲丙

乙。 
 

＊2( C ) 2.下圖是一張海岸橫剖面圖。下列有關該海岸地帶不同區位的環境特性，何

者正確？(A)「甲」易受海浪侵蝕；「丙」易積水形成沼澤 (B)「乙」淋

溶作用顯著；「戊」易積水形成沼澤 (C)「丁」淋溶作用顯著；「庚」易

積水形成沼澤 (D)「己」易受海浪侵蝕；「辛」易積水形成沼澤 

 

＊3( A ) 3.王先生要打電話給住在美國夏威夷的朋友，他們約好在夏威夷近中午時聯

絡，請判斷住在花蓮的王先生應該在何時打電話最合適？(A)5：00 (B)11：00 

(C)17：00 (D)23：00。 

                                                      

1.臺灣人口成長具有先慢後快再趨緩的趨勢。1989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應該最低，故代表

丁。以出生率來看丙、甲（相近）＞乙＞丁；再以死亡率來看丙＞甲＞乙、丁（相近），

因此 1929年應代表丙（高出生、高死亡），1969年則代表乙（此階段出生率與死亡率都

應該下降才對）。 1949 年（民國 38 年），有大量隨國民政府移入臺灣的軍民，使得人口

總數增加率劇增（社會增加），應為甲。故從時間推算先後應為：丙→甲→乙→丁。 

2.甲點位於海平面附近的沙灘，因此易受海水侵蝕，但因地表距離地下水面有一定高度，

故不易積水形成沼澤；乙點位於海岸附近的低位沙丘，且距離海平面有段距離，平時不

易受到海水侵蝕，也不會積水形成沼澤，故形成沙丘景觀；丙點位於海岸低位沙丘內

側，且位處地下水面之上，故不易受海水侵蝕，也不易積水形成沼澤；丁點位處海岸內

陸較具規模的沙丘，已遠離海平面不易受海水侵蝕，亦不會積水形成沼澤；戊至辛點已

遠離海岸線，不會受到海水侵蝕，但庚、辛兩點因地下水面與地下相切，易因排水不良

形成沼澤。此外，淋溶作用力強弱，深受降水量及蒸發散量影響，丁區因位於盛行風迎

風面，故降水量多且坡度陡，故淋溶作用興盛。 

3.臺灣位處東經 120度的時區（UTC＋8區），美國夏威夷位於太平洋，西經 150~165度的

時區（UTC-10區），比慢臺灣 18小時，故夏威夷中午 12時，則臺灣應為 12＋18＝30

（即約凌晨 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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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 4.下列哪一個地區的地下水蘊藏量並不豐富？(A)臺中盆地 (B)彰化平原 (C)桃

園臺地 (D)屏東平原。 

＊5( D ) 5.下表為台灣下列河流的水文資料，其中，乙河應為下列何者？(A)淡水河 (B)

濁水溪 (C)四重溪 (D)蘭陽溪。                             

 

 

 

 

 

 

＊6( B ) 6.下列各種外營力作用所造成的堆積地形中，何者組成物質的顆粒最小也最均

勻？(A)沙灘(B)沙丘 (C)沖積扇 (D)冰磧丘。 

＊7( C ) 7.東南丘陵與嶺南丘陵兩地理區具有頗多相同的地理特色，下列哪一個組合是

正確的？甲、多鹽鹼化災害 乙、氣候溼熱 丙、人口壓力大 丁、山多平

原少 戊、全境河川連成一水系：(A)甲、乙、丙 (B)甲、丙、戊 (C)乙、

丙、丁 (D)丙、丁、戊。 

                                                      

4.地下水蘊藏與沖積扇地形或岩層透水性有關，桃園台地因缺大河沖積扇土層淺薄，其上

覆紅土，下為排水良好的礫石層臺地，故地下水蘊藏不豐，因此在地表築埤塘收集雨水

，灌溉農田。 

5.淡水河和蘭陽溪位處臺灣北部及東北部地區，四季降水相對較為豐沛，因此總逕流量相

當可觀，但蘭陽溪因流域面積相對較小，因此總逕流量則相對較少。濁水溪位處中部地

區，夏雨集中冬乾明顯，但由於流域面積廣大，靠近中央山脈的源頭，其降水量相當可

觀，因此總逕流量相當龐大。四重溪位處恆春半島的滿州鄉，由於流域面積遠小於其它

幾條河流，故總逕流量為四條河流中最小者。故由流域面積和年逕流量可判斷：甲為濁

水溪；乙為蘭陽溪；丙為淡水河；丁為四重溪。 

6.(A)沙灘為海水或河水（近河口附近）堆積作用；(B)沙丘為風所吹積的地形；(C)沖積扇

為河水堆積；(D)冰磧丘為冰河溶凍後所堆積物質。以上堆積物以冰河的堆積所形成的冰

磧丘，堆積顆粒最大，一般無層理；次為河水所堆積的沖積扇；再次為海水所堆積之沙

灘；風力作用所堆積的沙丘，因風的營力大小不一，當風力微弱時其顆粒最小也最均

勻。 

7.東南丘陵與嶺南丘陵均位處熱帶及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內，氣候溼熱，兩個地理區同屬丘

陵直逼海岸的沈水海岸地形，因此多港灣島嶼。具有山多平原小耕地不足的特色，面臨

人口壓力促成了大量的人口外移，形成著名的僑鄉。就水系方面，東南丘陵河流屬獨流

入海型，嶺南丘陵則是各水系匯集成珠江水系，形成樹枝狀水系。此外，因氣候濕潤多

雨，無鹽鹼化的災害。 

河流 流域面積(平方公里) 年逕流量(百萬立方公尺) 

甲 

乙 

丙 

丁 

3155 

979 

2726 

130 

5139 

2361 

590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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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 ) 8.臺灣有不少地區的聚落屬於散村形態，其地理條件包括下列哪一項？(A)水

源稀缺 (B)集體開墾 (C)平地狹小分散 (D)天災頻仍。 

＊9( A ) 9.唐詩中的「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火山六月應更熱，赤亭

道口行人絕」、「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等詩句，最可能是在

描述下列哪個地區的景色？(A)新疆地區 (B)漠南地區 (C)滇西縱谷 (D)西藏

地方。 

＊10( B )10.元代某書籍描述某地的特色：「…… 陂地與隴崗相望，還有七處可泊舟處

分布於其中，各有各的名稱。從泉州乘船順風二個晝夜便可以到達。島上生

長草叢而無喬木，土壤貧瘠，不適宜種植稻穀。居民用茅草蓋房屋居住。氣

候常年溫暖，風俗質樸帶點粗野，民眾大多長壽。」請問上述引文所指的是

哪個地方？(A)舟山群島 (B)澎湖群島 (C)香港島 (D)東沙島。 

＊11( B )11.右圖為黃土高原上某溪流造林前的水文歷線(即圖中曲

線，可表示一地流量隨時間的變化)，圖中柱狀圖代表

一次的降雨量。請由選項中選出最能顯示造林成功後

的溪流水文歷線變化。                    
 

(A) (B) (C) (D) 

 

 

                                                      

12.圖示階段內區域間的運輸系統已經完全相互連結，且在大都市間出現高度優越的幹線。

各都市間透過便利的交通運輸網路，均能快速的互通有無。(A)P1和 P2其服務範圍是彼

此相互重疊，且互蒙其利；(B)P1出現兩條高度優越幹線，而 P2只有一條，顯然兩個都

市並非均衡的向四周擴張，而是 P1擴張範圍較 P2為大；(C)P1因交通幹線明顯優於

＊12( C )12.右圖為華南兩個海港及其腹地關

係的示意圖，圖中港口、都市之圓

圈大小代表其人口的多寡。請問下

列何者為正確的說明？(A)P1和P2

有各自的服務範圍，彼此並不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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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題(第13-15題為題組) 

◎二十世紀初期東亞某政府擬建造一條通往超過2000公尺高之山區的鐵路，下圖是這條鐵路

中一段路線的草圖。 

 

＊13( A )13.鐵路沿線第(1)點到第(2)點之間的高度差約為多少日尺？(A)300 (B)550 (C)800 

                                                      

P2，因此其服務人口包括了 M2，但 P2的服務人口卻沒有包括 M1，因此 P1服務人口明顯

大於 P2。 

9.題意中所出現的如「劍河」、「沙口」等位於新疆地區。新疆地區物理風化強烈，岩石

碎屑易被強風帶走，同時氣候為冬嚴寒夏酷熱。「火山六月應更熱」則在描述吐魯番的

火炎山夏季高溫的氣候特徵。 

10.題意「七處可泊舟處分布於其中…島上生長草叢而無喬木，土壤貧瘠，不適宜種植稻

穀。…」，澎湖群島多為火山噴發形成的玄武岩方山，符合「坡地與隴崗相望」之意，且

其頂面平坦雨水缺乏、使土壤貧瘠，作物不易生長。(A)舟山群島、(C)香港島距離泉州

近，乘船順風不需二個晝夜，(D)東沙島距離又太遠可停泊舟處更少。 

11.森林具有涵養水源的功能，若地表完全無植被覆蓋，則約有 95％的降水會直接形成逕

流。造林之後因森林可以涵養水源，有效減少地表逕流增加的量與速度，因此造林後的

水位歷線應是洪峰降低且最高洪峰出現時間也會後延，即延滯時間拉長，以(B)選項最

佳。 

12.圖示階段內區域間的運輸系統已經完全相互連結，且在大都市間出現高度優越的幹線。

各都市間透過便利的交通運輸網路，均能快速的互通有無。(A)P1和 P2其服務範圍是彼

此相互重疊，且互蒙其利；(B)P1出現兩條高度優越幹線，而 P2只有一條，顯然兩個都

市並非均衡的向四周擴張，而是 P1擴張範圍較 P2為大；(C)P1因交通幹線明顯優於

P2，因此其服務人口包括了 M2，但 P2的服務人口卻沒有包括 M1，因此 P1服務人口明顯

大於 P2。 

13.由(1)至(2)點之間，共相隔 7 條等高線，依據題意中圖上說明等高線間距為 50 日尺，因

(B)P1和P2的服務範圍以各自為中  

       心，均衡地向四周圍擴展 (C)P1 的服務人口大於 P2  (D)所有運輸幹線都是因

為都市之間高度需求而新近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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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50。 

＊14( D )14.試問當鐵道開通後，火車繞著山體爬行至下列哪兩點之間時，車廂的西側

車窗因緊挨山壁而無良好的視野？(A)甲、乙 (B)丙、丁 (C)戊、己 (D)庚、

辛。 

＊15( A )15.該政府興建此鐵路的最主要目的為何？(A)開發自然資源 (B)改善山區交通 

(C)振興地方經濟 (D)發展觀光事業。 

＊16( D )16.「在正常年度時，太平洋秘魯沿岸的水溫比同緯度海域平均低攝氏好幾

度，主要原因包括：1.(甲)風系將暖水向秘魯海域外吹送；2.秘魯洋流將冷

水輸送到秘魯海岸；3.湧升流……。」此段敘述中的(甲)風系是指：(A)西南

季風 (B)盛行西風 (C)東北季風 (D)東南信風。 

＊17( B )17.北非和西亞地區一向有謹慎使用水資源的傳統，但是除少數國家外，過去幾

十年來本區水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嚴重。下列哪些因素是造成此問題日益嚴重

的最主要原因？甲、降雨量變化率增大 乙、人口快速成長 丙、製造業用水

量大增 丁、生活方式現代化 戊、戰亂衝突加劇：(A)甲、乙 (B)乙、丁 (C)

丙、戊 (D)丁、戊。 

＊18( D )18.蘇門答臘北部於2004年年底發生了規模9級的大地震，所引發的海嘯使東南

                                                      

此 50 × 6＝300 日尺。 

14.等高線圖形中，當等高線呈現 V字形排列且尖端朝向下游時，表示此地為一突起的高地

（坡 地），且圖中表示指北方向為↗，可以推知本圖的西方為↖。甲乙間西側面臨著河

谷，丙丁間西側窗戶面臨著該山地南方的下坡處，戊己間鐵路位處山脈的稜線上，因此

均能看見良好視野。庚辛間西側窗戶等高線較陡，因此不能看到良好視野。故選(D)。 

15.在二十世紀日治初期，所興建的高山鐵路，大多是為了方便開發資源以利輸出，如臺灣

的四條山區支線鐵路平溪線、內灣、阿里山、集集線等。後來因資源枯竭及其他因素，

在現代才改以發展觀光事業以及改善山區交通為主要訴求。此圖所示為阿里山鐵路獨立

山段的路線圖，日本殖民時期所闢阿里山鐵路，主要為開發中高海拔的天然檜木林。 

16.秘魯北部海域位處行星風系的東南信風帶，因此受到東南信風的吹拂，其表面的吹送流

會將溫暖海水向西帶至亞洲東南部地區，形成所謂的太平洋南赤道洋流。因此此處所指

的風系即為東南信風。 

17.北非和西亞均屬於乾燥少雨的氣候類型，因降水量不足而使得水資源相當有限，近年因

人口成長快速、生活方式快速現代化，造成水資源短缺日益嚴重。 

18.(A)印尼：雖位於震央災情慘重，然而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未受到海嘯影響。(B)孟

加拉：首都達卡位處恆河三角洲，雖然地處低窪，但因距離海岸有段距離，故影響較

小。(C)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位於島嶼西側，海嘯主要影響在東側海岸。(D)馬爾地

夫：馬爾地夫為為印度洋上的島國，主要由珊瑚礁所構成，因此地勢低平，南亞大地震

所引發海嘯，幾乎將首都馬律（Male）淹沒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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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與南亞多國嚴重受創，甚至某國的首都也被海水淹沒大半。這個國家是指

下列哪一國家？(A)印尼 (B)孟加拉 (C)斯里蘭卡 (D)馬爾地夫。 

＊19( D )19.有一位觀光客在他的遊記中寫下：「時間是西元2004年除夕的黃昏，我站在

海邊看到本年全球最後的一抹夕陽，興奮極了！這兒的島嶼樣子有如甜甜

圈，上面長滿棕櫚樹，陸地包圍著湛藍色的海水，好不美麗。」文中所描述

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一個地區？(A)印度尼西亞 (B)密克羅尼西亞 (C)

美拉尼西亞 (D)玻里尼西亞。 

＊20( A )20.下圖為某項商品的全球產地分布及運輸路線圖，請問這種商品最可能是下列

哪一項？(A)鐵礦 (B)煤礦 (C)石油 (D)木材。 

＊21( D )21.圖7、圖8、表2分別為某地區的氣候圖和當地某農家的年中行事曆，請問

這個地區最可能是指下列哪一個地方？(A)加拿大的草原三省 (B)非洲的馬

                                                      

19.題意「本年全球最後一抹夕陽」，2004 年除夕全球最後的一抹夕陽應會落在 180度經線

以東的西半球。此外，描述島嶼如「甜甜圈」，則符合珊瑚礁的環礁類型，故應該是太

平洋玻里尼西亞群島。(A)印度尼西亞，指的是東南亞的印尼群島，印尼主要分佈於東經

95至 135左右的時區內，因此不可能出現全球最後一抹夕陽，而島嶼主要成因為大陸島

為主。(B)密克羅尼西亞，位於 180度經線以西、赤道以北的東經時區內，屬於全球最早

的時區，不符合最後一抹夕陽的條件，主要島嶼為珊瑚礁島。(C)美拉尼西亞，在 180度

經線以西、赤道以南的東經時區內，不符合最後一抹夕陽的條件，且島嶼成因主要為大

陸島為主。 

20.（A）鐵礦，以澳洲、巴西的產量最大，此外西非賴比瑞亞和南非均為非洲主要鐵礦產

國。（B）煤礦，中國、美國、獨立國協、德國等均為主要煤礦產國。（C）石油，主要

產於西亞地區、此外印尼、南美的委內瑞拉也是主要石油輸出國。（D）木材：主要產於

高緯的寒帶針葉林及低偉熱帶雨林地區，輸出國以北歐、加拿大、俄羅斯、巴西、印尼

等國為主。綜合上述以鐵礦的產國與輸出分佈最符合圖所示。 

21.分析氣候類型圖四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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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加斯加 (C)阿根廷的彭巴草原 (D)澳洲的墨累河盆地。 

 

 

 

題組題(第22-23題為題組) 

◎前南斯拉夫在歷史上曾經被多個帝國統治。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強人狄托(Tito)主

導下建立了由六個共和國組成的南斯拉夫聯邦，其中，五個共和國的人口組成都有

單一優勢族群，只有一個例外。 

＊22( B )22.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中，哪一個共和國沒有單一優勢的族群？(A)克羅埃西

                                                      

(1).辨別圖表氣候位於哪個半球：可從最高或最低月均溫所在的月份分析，若最高月均

溫出現於七月則為北半球，反之則為南半球。 

(2).辨別三大氣候帶：熱帶最低月均溫在 18°C以上；寒帶最暖月均溫在 15°C以下；溫

帶介於兩者之間。 

(3).辨別降雨季節分布與雨量多寡：可分為終年有雨、冬雨及夏雨三種類型，雨量多寡

為氣候重要分類依據，一般而言，500公釐以下為乾燥氣候。 

(4).辨別溫度的變化與各月均溫的特色：熱帶莽原最高月均溫出現於雨季來臨前；溫帶

海洋性與溫帶地中海的主要溫度差異在夏季月均溫的高低，通常溫帶海洋性因緯度

較高，最暖月均溫多在 20°C以下。 

由氣溫圖中 7月均溫較 1月均溫為低，可判斷此地應位於南半球；且月雨量分佈又以 7

月冬季為多，應以澳洲的墨累河盆地（近似地中海型氣候）。（A）加拿大的草原三省位於

北半球；（B）非洲的馬達加斯加位於南半球，大部分地區屬於莽原氣候，局部為高地氣

候（如首都安塔那那利拂）；（C）阿根廷的彭巴草原位於南半球，屬草原氣候較乾燥。 

22.從下表資料可知，四個國家只有波士尼亞比較不具有單一優勢的族群（雖然塞爾維亞人

佔多數，但波士尼亞人掌握統治權力） 

克羅埃西亞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馬其頓 

圖 7 

圖 8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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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B)波士尼亞 (C)塞爾維亞 (D)馬其頓。 

＊23( C )23.從1990年代起，前南斯拉夫多個共和國相繼宣佈獨立，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造

成它們獨立的原因？(A)宗教信仰不同 (B)中央計畫經濟日漸失靈 (C)口說語

言難以溝通 (D)中央政權被單一族群掌控。 

題組題(第24-25題為題組) 

◎隨著時代的進展，各種能源的相對重要性有所變化；而同一時期，全球能源的生產

與消費也有明顯的區域差異。 

＊24( D )24.右圖是各種能源在20世紀後半

葉的使用狀況，請問圖中甲、

乙、丙、丁依序是指何種能

源。(A)煤、核能、天然氣、石

油 (B)天然氣、煤、核能、石油 

(C)天然氣、核能、石油、煤 

(D)核能、天然氣、石油、煤。 

 

                                                      

克羅埃西亞人 78％ 

塞爾維亞人 18％ 

斯洛維尼亞人 4％ 

塞爾維亞人 60％ 

波士尼亞人 22％ 

阿爾巴尼亞人 14％ 

克羅埃西亞人 4％ 

塞爾維亞人 68％ 

阿爾巴尼亞人 14％ 

門的內哥羅人 6％ 

波士尼亞人 3％ 

馬其頓人 65％ 

阿爾巴尼亞人 22％ 

塞爾維亞人 8％ 

波士尼亞人 3％ 

希臘人 2％ 

 

23.前南斯拉夫聯邦主要由南斯拉夫民族所組成，內有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

斯洛維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及波士尼亞人，其中以塞爾維亞人數最多。宗教則以東正教

65﹪及回教 19﹪為主，以及天主教 4﹪、新教 1﹪、其他 11﹪等。全南聯主要有四種語言，

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維尼亞語和馬其頓語，以上同屬斯拉夫語差異不大，前

南斯拉夫政府時期即透過教育體系推行單一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中央政權

幾乎為塞爾維亞人所控制。二次大戰後，區內各民族均取得獨立政權，唯波士尼亞境內除

了波士尼亞人之外，尚有大量的塞爾維亞人。 

24.煤是最早使用的天然資源，二十世紀內燃機發明後，石油、天然氣使用比率才大幅攀

升，天然氣較石油價格為高，因此使用比例較石油為小。水力資源則深受自然條件影

響，大部分地區均無豐沛的水力資源，因此雖然使用較早，但所佔比例相對較小。核能

使用主要在二次大戰之後，但因核廢料處理問題及核能安全問題，新的核電廠興建趨緩

（開發中國家除外）。根據上述各種能源使用情況分析，甲為核能、乙為天然氣、丙為

石油、丁為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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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 )25.下圖是20世紀末期西歐、前蘇聯與東歐、北美、南美、非洲、中東、亞洲

(不含中東)、大洋洲等八個地區的能源生產與消費比較圖，兩圖中的

「丙」是指下列哪一個地區？(A)北美 (B)南美 (C)西歐 (D)亞洲(不含中

東)。 

 
＊26( D )26.全球 103 國的元首於 1992 年齊聚巴西召開「地球高峰會議」，通過了《生物

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次年獲得 120 國簽字同

意，從此「生物多樣性」成為環境保育的重要理念。下列何者可能無助於

「生物多樣性」的維護？(A)開發使用新能源，降低人口成長的速度 (B)鼓

勵低污染、省能源、可回收的綠色消費 (C)維護地球多樣的基因庫，平衡全

球生態系統 (D)大量食用基因改造食品。                             

                                                      

25.西歐與北美石油使用量遠較煤礦為大，且採用核能比例亦較多，具有的能源量較大，所

以（丁）是北美、（乙）是西歐。亞洲地區除了中東以外，以煤為主要能源礦，能源消耗

亦以煤為主，所以為（丙）。南美洲主要產出以金屬礦為主，僅加勒比亞海附近產石油，

因此為（甲）。 

26.大量食用基因改造食品，可能導致其他物種因缺乏競爭及抗病性而快速消失，反而不利

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