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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者指出：小農經濟、官僚組織與郡縣制三者是戰國以後形成的王權（包括後來的

皇帝制度）的三大支柱。請根據商鞅變法的內容，解釋上述論點。（25分） 

二、唐代開元中，一位士人評論：「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

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隋氏罷中正，舉選不本鄉曲，故里

閭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不土著，萃處京畿；士不飾行，人（民）弱而愚。」請根

據這段評論，說明：為什麼隋代廢中正、行科舉，會造成「士不飾行，人（民）弱而

愚」的後果。（25分） 

三、有學者指出：唐代「臺（御史臺）、諫（諫諍官）分立」，御史臺監督百官，而諫

官以皇帝為對象。但至北宋卻發生了「臺諫合一」的傾向，無論臺、諫的監督對象

，都是以宰相為中心的百官。為何會發生這個轉變，試說明之。（25分） 

四、1895 年，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歷經九次的地方行政體制改革，至 1920 年代始確立

「州－郡－街（庄）」的地方行政體制，以迄 1945 年日本殖民結束。試說明：請

以 1895 年日本統治台灣後的政治史，分析地方行政體制的演變趨勢；（12 分）從
日本殖民的立場，說明設置「州－郡－街（庄）」這種行政體制的目的。（1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