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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區域經濟 

一、單選題  

(     ) 1. 經濟發展階段中，工業化的前期階段出現在哪一時期？ (A)傳統社會 (B)潛伏期 (C)起飛期 (D)成熟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C 

(     ) 2. 潛伏期和起飛期經濟快速成長的源頭： (A)特定區位發展的主導性產業 (B)運輸及原料的大量發展 (C)專業化農業的發展 (D)高度

工業化的社會 (E)第二級產業部門超越第一級產業部門。 

  解答  A 

(     ) 3. 起飛期以後，受到乘數效應的影響會呈現何種現象？ (A)區域差距擴大 (B)勞工年齡老化 (C)區域互依降低 (D)自給自足提高。 

  解答  A 

(     ) 4. 二次大戰後，跨國企業被迫到新興國家設廠的主因？ (A)取得原料 (B)開發新產品 (C)突破關稅壁壘 (D)疏解國內的就業壓力 (E)

取得技術勞工。 

  解答  C 

(     ) 5. 跨國性企業快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 (A)各國的關稅壁壘 (B)國際市場的擴大 (C)國內環保標準提高 (D)外國提供建廠優惠 (E)電

腦的發展與普及。 

  解答  E 

(     ) 6. 臺灣有些產業跨足到東南亞或中國大陸設廠，主要是哪一項工業區位的比較利益所致？  (A)勞工 (B)資本 (C)市場 (D)政策 (E)原

料。 

  解答  A 

(     ) 7. 哪一事項對全球化資源採購和生產利益比較、以及跨國性企業經理的助力最大？ (A)航空運輸 (B)貨櫃運輸 (C)網際網路 (D)工業

專業化 (E)產品規格化。 

  解答  C 

(     ) 8. 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分工，肇因於哪一現象？ (A)關稅障礙 (B)局部性原料 (C)技術勞工區位 (D)產銷一體 (E)策略聯盟。 

  解答  E 

(     ) 9. 可口可樂、麥當勞等公司，在世界各國設立分公司的主因： (A)取得原料 (B)規避關稅 (C)降低風險 (D)擴展市場 (E)工資低廉。 

  解答  D 

(     )10. 亞太區域以何種組織為最主要的經濟合作體？ (A)東南亞公約組織 (B)亞洲開發銀行 (C)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D)亞洲太平洋經濟合

作會議 (E)世界貿易組織。 

  解答  D 

(     )11. 歐洲地區成立自由貿易區，以對抗其他地區競爭的組織： (A)歐洲聯盟會員國 (B)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 (C)國際聯盟會員國 (D)

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會員國 (E)法德自由貿易區。 

  解答  A 

(     )12. 一個地區出現特定產業主導經濟發展的時期？ (A)起飛期 (B)潛伏期 (C)起飛前期 (D)成熟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A 

(     )13. 專業服務人才比例快速增加是出現在經濟發展的哪個階段？ (A)潛伏期 (B)傳統社會 (C)大量消費期 (D)成熟期 (E)起飛期。 

  解答  C 

(     )14. 一個地區的生產性事業投資率介於國民生產毛額的 10∼20%時，屬於經濟發展的哪一階段？ (A)成熟期 (B)傳統社會 (C)大量消費

期 (D)起飛期 (E)潛伏期。 

  解答  A 

(     )15. 在區域的空間發展第二階段，小港口衰退為孤立村落的主因？ (A)農業歉收 (B)港口淤淺 (C)道路中斷 (D)缺乏礦產 (E)腹地被奪。 

  解答  E 

(     )16. 一地的經濟發展到大量消費期時，其經濟活動的主導部門轉移為：  (A)鋼鐵、機械 (B)紡織、成衣 (C)資訊、汽車 (D)石化、電器 (E)

精緻農業。 

  解答  C 

(     )17. 在經濟發展階段中，哪一階段的人口成長趨近於零成長，屬於人口轉型中的「低穩定」階段？ (A)大量消費期 (B)傳統社會時期 (C)

潛伏期 (D)成熟期 (E)起飛期。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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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成熟期的人口成長開始減緩，至大量消費期人口已接近零成長。 

(     )18. 二十世紀末全球化經濟的特色，「不」包括下列何者？ (A)策略聯盟 (B)產業分工 (C)資訊化 (D)國際化 (E)勞力密集。 

  解答  E 

(     )19. 產業國際化的演變是源自於下列何者？ (A)跨國企業的發展 (B)機械化發展 (C)自動化生產 (D)產品規格化生產 (E)集中化管理。 

  解答  A 

(     )20. 目前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極為不均，此現象受下列何項因素影響最小？ (A)自然資源多寡 (B)人口品質與人口結構 (C)政治安定程

度 (D)人口密度大小 (E)資本形成多寡。 

  解答  D 

(     )21. 跨國企業快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為何？ (A)自動化生產 (B)電腦的發達與普及 (C)機械化生產 (D)運輸革新 (E)落後國家工資低

廉。 

  解答  B 

(     )22. 臺灣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以哪種產業最為突出？ (A)成衣、塑膠 (B)石油化學 (C)鋼鐵、機械 (D)汽車、航太 (E)資訊、半導體。 

  解答  E 

(     )23. 工業化出現在經濟發展階段的哪一時期？ (A)成熟期 (B)潛伏期 (C)起飛期 (D)傳統社會 (E)起飛前期。 

  解答  A 

(     )24. 以臺灣目前的環境來看，何種產業類型最適合臺灣發展？ (A)勞力密集產業 (B)技術密集產業 (C)耗能多的產業 (D)高汙染工業 (E)

農產加工業。 

  解答  B 

(     )25. 目前臺灣有許多產業外移到大陸地區或東南亞國家，試問：這些地區吸引臺商前往投資設廠的主要優勢為何？ (A)交通便利 (B)資

金充足 (C)土地廣大 (D)工資低廉 (E)市場廣大 

  解答  D 

(     )26. 臺商將企業外移至東南亞或大陸地區的主要區位因素為何？ (A)原料、勞工 (B)市場、技術 (C)資金、交通 (D)原料、動力 (E)勞

工、技術。 

  解答  A 

(     )27. 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其經濟重心的部門轉移順序為何？ (A)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產業 (B)第一級→第三級→第二級產業 

(C)第二級→第一級→第三級產業 (D)第三級→第二級→第一級產業 (E)第二級→第三級→第一級產業。 

  解答  A 

(     )28. 高度經濟發展國家，其產業部門轉移到第二級產業時期的特徵，何者錯誤？ (A)農業逐漸走向機械化 (B)第二級產業部門成為就業

結構主體 (C)第二、三級產業部門的就業人口持續成長 (D)第三級產業部門就業人口超過第二級產業 (E)農業生產力增加。 

  解答  D 

  解析  (D)就業結構仍以第二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最高。 

(     )29. 右圖為日本三級就業人口結構的變化圖。 

由圖可知日本大約從哪一年開始進入「後工業

化」階段？ (A)1900 年 (B)1920 年 (C)1940
年 (D)1950 年 (E)1980 年。   

  解答  D 

(     )30. 經濟空間發展到第四階段時，內陸都市每成為國家的首要都會，主因為： (A)人口內移 (B)沿海港口淤積 (C)經濟由資源出口指向

轉為國內市場指向 (D)工業快速發展 (E)貿易自由化、全球化。 

  解答  C 

(     )31. 產業部門的轉移模式和經濟發展階段所採用的主要指標為： (A)地價高低 (B)國民所得 (C)就業結構 (D)土地利用 (E)區位商數。 

  解答  C 

(     )32. 假若有一海島型國家，其經濟的空間發展形態，是由海岸向內陸逐漸發展。試問其發展的第一階段特徵為： (A)人口金字塔屬於彈

頭型 (B)經濟以傳統自給性為主 (C)內陸有小型城市散布 (D)內陸資源大量開採以供出口 (E)交通發展屬於「侵入路線」階段。 

  解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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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A)低金字塔；(D)為第二階段的特徵；(E)屬「分散的港口」。 

(     )33. 右圖是某國產業部門轉移模式圖。 

該國自哪一年開始工業化？  (A)1900 年 
(B)1935 年 (C)1940 年 (D)1950 年 (E)1970 年。   

  解答  B 

(     )34. 哪個時期出現農業商業化的趨勢？ (A)傳統社會 (B)起飛前期 (C)起飛期 (D)潛伏期 (E)發展期。 

  解答  C 

(     )35. 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若正式由第一級產業部門轉移為第二級產業部門，且製造業主導部門轉移為更高技術層次，則此時期是為： 

(A)起飛前期 (B)工業化前期 (C)高度工業化 (D)後工業化前期 (E)後工業化。 

  解答  C 

  解析  (A)即潛伏期；(B)即起飛期。 

(     )36. 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分水嶺是： (A)潛伏期 (B)起飛前期 (C)起飛期 (D)成熟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C 

(     )37. 傳統社會轉為現代社會的過渡階段是： (A)潛伏期 (B)進步期 (C)起飛期 (D)成熟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A 

(     )38. 依高度發展國家的經驗，其在「潛伏期」時的主要特徵為：(甲)大部分人民均從事第一級產業，生產力低；(乙)第二級產業人口超過

第一級產業人口；(丙)出現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丁)國際貿易活動漸趨活絡；(戊)製造業人口日增，為工業化的前期階段。正確為：  

(A)甲丙 (B)乙丙 (C)丙丁 (D)乙戊 (E)丁戊。 

  解答  C 

  解析  (甲)為傳統社會；(乙)第二級人口增加，但仍低於第一級產業；(戊)為起飛期特徵。 

(     )39. 就區域發展而言，一地之所以能成為發展核心區，其最有利的條件「不」包括下列何者？(A)農業發達 (B)位置佳 (C)交通便利 (D)

原料充足 (E)勞力充足。 

  解答  A 

  解析  一般核心區工商業發達，農業比例偏低。 

(     )40. 區域發展過程中，造成邊陲區愈來愈衰退的原因為：(甲)農產品外銷；(乙)勞工外流；(丙)資金外流；(丁)市場購買力小。正確為：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乙丙丁 (D)甲乙 (E)乙丙。 

  解答  C 

(     )41. 在經濟發展階段模式中，一個國家或地區通常在哪一階段以後，都市系統才開始逐步建立？  (A)大量消費期 (B)起飛期 (C)成熟期 

(D)工業化後期 (E)潛伏期。 

  解答  E 

(     )42. 在區域發展過程中，造成核心區發展愈來愈快速的主要概念為何？  (A)引力模式 (B)區位租 (C)地方生活圈 (D)乘數效應 (E)區位

商數。 

  解答  D 

(     )43. 依海島國家經濟的空間發展模式，下列哪一現象的發展或比例）未有逐漸加深的趨勢？ (A)土地開發 (B)都市化 (C)運輸網路 (D)

國內市場 (E)對外貿易。 

  解答  E 

  解析  (E)經濟由資源出口指向逐漸轉為國內市場指向。 

(     )44. 當一個國家就業結構轉變為以第三級產業部門為主以後，一般稱為：  (A)工業化 (B)自動化 (C)後工業化 (D)都市化 (E)全球化。 

  解答  C 

(     )45. 經濟空間發展模式的第一階段，區域內大部地區的生活方式： (A)工業化 (B)商業性 (C)專業化 (D)自給性 (E)全球化。 

  解答  D 

(     )46.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可細分為五個階段：(甲)潛伏期；(乙)起飛期；(丙)成熟期；(丁)傳統期；(戊)大量消費期，依先後順序排列應

為： (A)甲丙乙丁戊 (B)丁甲丙乙戊 (C)丁甲乙丙戊 (D)甲丁乙丙戊 (E)甲丁丙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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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C 

(     )47. 在經濟發展階段中，何者是「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分水嶺？ (A)潛伏期 (B)成熟期 (C)傳統期 (D)起飛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D 

(     )48. 在經濟發展階段中，何者是「傳統社會」轉為「現代社會」的過渡階段？ (A)潛伏期 (B)成熟期 (C)傳統期 (D)起飛期 (E)大量消

費期。 

  解答  A 

(     )49. 在經濟發展階段中，其中經濟結構的主體正式由第一級產業部門轉為第二級產業部門是在哪一階段？ (A)潛伏期 (B)成熟期 (C)傳

統期 (D)起飛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B 

(     )50. 工業化的前期階段是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哪一階段？ (A)潛伏期 (B)成熟期 (C)傳統期 (D)起飛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D 

(     )51. 臺灣地區目前相當於哪一階段？ (A)第一階段 (B)第二階段 (C)第二、三階段 (D)第三階段 (E)第四階段。 

  解答  E 

(     )52. 當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主導部門，轉移成耐久消費財和服務的生產時，是進入下列經濟發展的哪一個階段？ (A)潛伏期 (B)成熟期 

(C)傳統期 (D)起飛期 (E)大量消費期。 

  解答  E 

(     )53. 臺灣早期開發的沿海港口，如安平、鹿港、中港等，後來漸趨沒落，其主因為：(甲)港口日漸淤淺；(乙)未建立與內陸間主要交通幹

線；(丙)海運技術發達、大型輪船進出困難；(丁)沿海低窪，多水患；(戊)沿海治安不佳，以上敘述「正確的」是 (A)甲乙丙丁戊 (B)

乙丁戊 (C)甲乙丁 (D)甲乙丙 (E)乙丙丁。 

  解答  D 

(     )54. 根據海島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到第四階段時，內陸都市的發展速度超過海港都市，成為國家的首要都會，乃因： (A)港口淤塞 (B)

開發內陸資源 (C)對外貿易為他國所奪 (D)由資源出口指向轉為國內市場指向 (E)港口與內陸都市少有連繫。 

  解答  D 

(     )55. 電腦和網際網路的大量使用，更有助於管理者進行全球化的：(甲)資源採購；(乙)生產利益的比較；(丙)客戶訂單生產之掌握；(丁)

整個跨國性企業的營運管理；(戊)分工生產體系的建立。以上正確者為何？ (A)甲乙丁 (B)乙丙戊 (C)甲丙戊 (D)甲乙丙丁 (E)甲乙

丙丁戊。 

  解答  E 

(     )56. 經濟的空間發展模式第四階段時，內陸都市常成為國家首要都會的主因： (A)土地的漸次開發 (B)有利於農業發展 (C)港口都市建

設不敷所需 (D)經濟由出口指向轉為國內市場指向 (E)港口都市腹地不足。 

  解答  D 

(     )57. 下列各產業區位的調整，何者「不是」因追求「經濟的比較利益」而形成的？ (A)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重工業移向西部 (B)日本

將造船及石化技術移往韓國與臺灣 (C)美國中西部的汽車裝配廠向海外遷移 (D)臺灣部分傳統產業移往東南亞國家。 

  解答  A 

  解析  (A)為國防、政策因素。 

(     )58. 下列哪些重大的全球變遷現象，與近年世界各國積極推動資訊化、網路化的關聯最密切？ (甲)人口成長趨緩；(乙)自然災害增加；

(丙)跨國企業加速發展；(丁)第二級產業集中於都會區；(戊)時空收斂，空間重組。 (A)甲丙 (B)乙丁 (C)丙戊 (D)丁戊。 

  解答  C 

(     )59.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模式的經濟起飛時間先後，西太平洋亞洲諸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可以分為數個國家群。領先的國家（群）經濟發

展成熟後，常將資金與技術轉移到次一組國家（群）。依據下表，南韓、日本、泰國三國依序應該分別屬於哪一國家群？ (A)III－

II－IV (B)II－III－IV (C)III－I－II (D)II－I－III。 

國家群 I II III IV 
最初起飛時間 1950／1960年代 1960／1970年代 1970／1980年代 1990年代   

  解答  D 

(     )60. 小麗芙有天到超級市場買洗髮精，她仔細看某個牌子的背面說明：「本洗髮精使用玻里尼西亞群島的天然椰果油和日本歐布萊特實驗

室精心研發，完全針對東方人濃密黝黑的髮質，能讓你洗出柔亮光澤。並且由美國最大家用品牌史托拉公司授權臺灣寶僑公司出品

製造，品質值得你的信賴。」請問從這一段描述中所呈現的地理意義，可以用哪一句話來說明？  (A)規模經濟 (B)空間擴散 (C)全

球化經濟 (D)區域專業化 (E)聚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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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C 

(     )61. 根據海島國家經濟的空間發展形態，一個國家發展到第四階段（最後階段）時，該國具有哪些特徵？(甲)資源由出口指向逐漸轉為

國內市場指向；(乙)幼年人口比例很高；(丙)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很高；(丁)內陸都市的發展速度超過海港都市。  (A)甲乙 (B)甲丁 (C)

乙丙 (D)乙丁 (E)丙丁。 

  解答  B 

(     )62. 對區域發展不均影響力最大的是：  (A)企業化、核心化 (B)工業化、都市化 (C)標準化、規格化 (D)專業化、自動化 (E)郊區化、

雜異化。 

  解答  B 

(     )63. 下圖所示，(甲)代表天然資源；(乙)代表政治情況；(丙)代表資本形成；(丁)代表勞動人口比例，ABCDE 五區依發展程度由高到低的

排列順序為何？ 

(A)ABCDE  (B)BADEC  (C)DABCE  (D)CABDE  (E)CAEDB。 

 

  解答  A 

(     )64. 印度與歐美企業合作研發軟體優勢包括：(甲)工資低廉；(乙)英語系的國家；(丙)宗教的差異使產品多樣化；(丁)基礎科技進步；(戊)

與歐美的時差可以進行 24 小時連續性研發，爭取時效。以上正確的有幾項？  (A)1  (B)2  (C)3  (D)4  (E)5 項。 

  解答  C 

(     )65. 以海島經濟的空間發展模式而言，在第四階段時的主要特徵： (A)經濟發展由內銷指向轉為外銷導向 (B)人口成長呈現高穩定階段 

(C)都市形態呈現首要型都市 (D)內陸都市發展速度超過港口都市 (E)沿海貿易站是主要的成長中心。 

  解答  D 

(     )66. 臺灣島經濟的空間發展，在哪個時期與孤立的村落階段最類似？ (A)清領時期 (B)清領後期 (C)明鄭時期 (D)日治初期 (E)日治後

期。 

  解答  C 

(     )67. 臺灣島在何時與經濟空間發展模式的第二階段最類似？ (A)荷西時期 (B)光復初期 (C)日治時期 (D)清領時期 (E)明鄭時期。 

  解答  D 

 

二、綜合題  

 1. 下表是五個國家的年度產業人口百分比(%) 

(1)哪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階級尊卑分明？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經濟活動最有可能以耐久財的生產和服務業為主的國家？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區域經濟發展不均的現象，以

哪一國「最不」明顯？ (A)甲 (B)
乙 (C)丙 (D)丁 (E)戊。 
(4)哪一國家進入成熟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甲 乙 丙 丁 戊 

第一級產業 16.6 37.6 61.3 44.1 8.6 
第二級產業 48.3 33.1 26.0 29.6 24.1 
第三級產業 35.1 29.3 12.7 26.3 67.3   

  解答  (1)C (2)E(3)E (4)A 

 2. 臺灣島在經濟的空間發展模式，是由沿海漸向內陸開發的過程： 

(1)早期眾多小港口急速衰退成孤立村落的主因：  (A)開發內陸資源 (B)港口淤沙嚴重 (C)腹地被他港奪走 (D)發展養殖漁業 (E)開發礦產。 

(2)形成這種發展模式的主因： (A)運輸發展與革新 (B)內陸資源的開發 (C)人口向都市集中 (D)都市化與工業化 (E)農業專業分工。 

(3)經濟空間發展模式的第三階段在何時出現？  (A)光復以後 (B)荷西時期 (C)清領時期 (D)日治時期 (E)明鄭時期。 

  解答  (1)C (2)A(3)D 

 3. 下圖是區域的發展空間模式： 

(1)第一階段時，各據點所賴以生存的資源來自何處？ 

(2)第二階段時，c、d、e 的腹地為何拓展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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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哪一階段出現專業化聚落？ 

(4)第四階段與第三階段在都市的分布上最大的差異？ 

(5)哪一階段最有可能發生聚落逆向發展的現象？ 

 
  解答  (1)腹地 (2)缺乏內陸運輸路線 (3)第二階段 (4)內陸都市發展速度超過海港都市 (5)第二階段 

  解析  (5)有聚落反向衰退。 

 4. 右圖為產業部門的轉移模式圖。請問：  

(1)甲∼戊何者是屬於經濟發展的大量消費

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一般稱為「起飛前期」是指圖中哪一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一般稱為「工業化時期」是指圖中何階段？

(A)甲 (B)乙丙 (C)丙丁 (D)甲乙 (E)丙丁戊。  

  解答  (1)E (2)B (3)C 

  解析  (2)起飛前期即為潛伏期。 

 5. 「清領臺灣時期，有些沿海港口因農業興盛、經濟發達，乃與腹地間建立起運輸路線，因而規模擴大。但有些港口，因條件不佳而衰退。」

請問： 

(1)根據上述所言，可知當時臺灣的經濟空間發展形態應屬於哪一階段？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2)若以運輸發展階段而言，當時臺灣應屬於哪一階段？  (A)分散的港口 (B)侵入路線 (C)發展支線 (D)初步相互連結 (E)完全相互連結。 

  解答  (1)B (2)B  

 6. 當一個國家開始發展或引進現代化工業以後，其平均國民所得即開始增加，個人收入亦開始提高，請問： 

(1)個人收入提高的主因是：  (A)工業活動成本較高 (B)製造業活動人口較多 (C)工業活動規模較大 (D)製造業的單位勞工生產力較高 (E)

製造業活動成本較低。 

(2)平均國民所得及個人收入提高的直接影響是： (A)第三級產業逐漸發展 (B)農業活動人口增加 (C)工業活動人口減少 (D)農業活動集約化 

(E)工業成本提高。 

  解答  (1)D (2)A 

  解析  (2)所得及收入提高，消費需求增加。 

 7. 產業國際化的發展約略可分成三個階段，請問： 

(1)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中，造成產業外移的主要因素為何？(甲)擴展海外市場；(乙)國外資金充裕；(丙)獲得低廉的原料；(丁)政府政策的鼓

勵；(戊)外國擁有專業技術的勞工。正確者為：  (A)甲丙 (B)丙丁 (C)丙戊 (D)甲戊 (E)甲乙。 

(2)在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中，產業外移的主因乃是基於哪一原則影響下，為謀求最大利益而分散海外？  (A)累積因果過程的良性循環 (B)環

境負載力的概念 (C)比較利益原則 (D)區域均衡發展的原則 (E)多核心理論的概念。 

  解答  (1)A (2)C 

 8. 右圖為某地區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變化圖。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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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區就業人口比例的高低變化，是由第一級產業

發展到第二級、第三級產業，此過程稱為：  (A)
乘數效應 (B)部門轉移 (C)區域專業化 (D)工業化

(E)產業分工。 
(2)經濟發展至哪一階段，即邁入後工業化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下列哪一個國家目前的發展屬於工業化階段？  
(A)臺灣 (B)泰國 (C)日本 (D)英國 (E)美國。   

  解答  (1)B (2)E (3)B 

 9. 下表為甲∼戊五國某年度三級產業就業人口百分比，分別代表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請問： 

(1)哪一國家正處於經濟發展之傳統社會時期？(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哪一國家的經濟主導部門以耐久消費材的生產為主？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哪一國家為「成熟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4)哪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在「工業化」階段？  (A)甲乙 (B)乙丁 (C)甲戊 (D)甲丁 (E)乙戊。 

(5)假設甲∼戊五國均為海島國

家，且是由沿海向內陸逐漸開

發，試問哪一國家的首要都會位

居內陸的可能性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甲 乙 丙 丁 戊 

第一級 30% 17% 3% 40% 70% 
第二級 35% 43% 28% 28% 10% 
第三級 35% 40% 69% 32% 20%   

  解答  (1)E (2)C (3)B (4)A (5)C 

  解析  (5)首要都會位居內陸，乃屬空間發展的第四階段。 

10. 下圖是假設一個海島國家，其經濟的空間發展形態由海岸逐漸向內陸發展的過程。請問： 

(1)第一階段除了沿海一些小港口或貿易站外，大部分居民最主要的經濟活動是：  (A)採集資源以供出口 (B)傳統自給農業 (C)專業化農牧

業 (D)工業開始興起 (E)以服務業為主。 

(2)第二階段中，a 與 b 兩港口腹地擴大的主要原因在於：  (A)農業商業化 (B)工業興起 (C)腹地人口增加 (D)建立運輸路線 (E)資源豐富。 

(3)第三階段中，a 與 b 之間在運輸系統的發展上，其特色為：  (A)沿海港口各自孤立 (B)發展侵入路線 (C)發展支線 (D)出現高度優越幹線 

(E)運輸系統相互連結。 

(4)第四階段中，f 都市的發展超過海港都市，而成為國家的首要都會，其原因是：  (A)沿海港口因淤淺而沒落 (B)f 資源最豐富 (C)f 位置最

適中 (D)f 最早發展支線 (E)國家經濟結構轉型。 

(5)哪一階段開始，經濟活動出現了專業化的徵兆？  (A)第一階段 (B)第二階段 (C)第三階段 (D)第四階段。 

 

  解答  (1)B (2)D (3)E (4)E (5)B 

  解析  (5)運輸發展的第二階段：侵入路線，即有專業化的徵兆。 

11. 右圖為產業部門的轉移模式圖。試問下列問題： 

(1)一般稱為「工業化時期」，是指圖中何階段？ (A)甲乙 (B)甲戊 (C)乙丙 (D)丙丁 (E)丙丁戊。 

(2)一般稱為「後工業化時期」，是指圖中何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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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圖中，經濟發展的哪一階段，經濟活動

的主導部門轉移成耐久消費財和服務的生

產？ (A)甲 (B)乙丙 (C)丁 (D)戊。 
(4)若以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屬於「大量消費

期」是圖中的哪一階段？(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1)D (2)E (3)E (4)E 

  解析  (2)(3)(4)戊階段時第三級產業人口超越第二級產業人口，正式成為產業結構的主體稱為後工業化時期，其經濟活動的主導部門亦轉移

成耐久消費財的生產和服務業。 

12. 下表為甲、乙、丙、丁、戊五國之某年度三級產業人口之百分比，代表其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試回答下列問題： 

(1)哪一國正處於經濟發展之傳統社會？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哪一國為大量消費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哪一國為成熟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4)哪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在「工業
化」階段？ (A)甲乙 (B)甲丁 (C)
甲戊 (D)乙丁 (E)乙戊。 
(5)哪一國經濟發展階段明顯處於
「後工業化」時代？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第一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第三級產業

甲 30% 35% 35% 
乙 17% 42% 41% 
丙 3% 25% 72% 
丁 40% 28% 32% 
戊 70% 10% 20%   

  解答  (1)E (2)C (3)B (4)A (5)C 

13. 下圖是假設一個海島國家，其經濟的空間發展形態由海岸逐漸向內陸發展的過程。試回答下列問題： 

(1)第一階段除了沿海的一些小港口外，內陸居民的經濟活動最有可能是何種情況？ (A)採集資源以供出口 (B)傳統自給的農業 (C)專業化

農牧業 (D)工業開始興起 (E)以服務業為主。 

(2)哪一階段開始，經濟活動出現了專業化的現象？ (A)第一階段 (B)第二階段 (C)第三階段 (D)第四階段。 

(3)第二階段中，a、b 二港腹地廣大的主要原因在於： (A)資源豐富 (B)農業商業化 (C)腹地人口增加 (D)建立運輸路 (E)工業興起。 

(4)第二階段的 c、d、e 等港口無法興起的原因包括下列哪二種？(甲)附近缺乏資源可開發；(乙)無政策性的開發計畫；(丙)港口路線差；(丁)

缺乏運輸路線；(戊)腹地為他港所奪： (A)甲乙 (B)乙丙 (C)乙戊 (D)丙丁 (E)丁戊。 

(5)第二階段大致相當於運輸發展的哪一階段？ (A)分散港口 (B)侵入路線 (C)發展支線 (D)初步相互連結 (E)高度優越幹線。 

(6)第三階段 a 與 b 兩大港埠之間在「運輸的發展階段」中，最接近何階段？ (A)侵入路線 (B)發展支線 (C)初步相互連結 (D)完全相互連結 

(E)出現高度優越的幹線。 

(7)第四階段，島內的交通大致已發展到「運輸發展階段」中的哪一段？ (A)分散的港口 (B)侵入路線 (C)發展支線 (D)初步相互連結(E)高

度優越的幹線。 

(8)第四階段時，都市 f 的發展超過海港都市，而成為國家的首要都會，其原因是： (A)f 資源最豐富 (B)f 位置最適中 (C)國家經濟結構轉

型 (D)港口因淤淺而沒落 (E)f 最先發展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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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1)B (2)B (3)D (4)E (5)B (6)C (7)E (8)C 

14. 右圖是甲∼戊五個國家三級產業就業人口結構的等邊三角形圖。試問： 

(1)哪個國家的都市化程度最低？ (A)甲 (B)
乙 (C)丙 (D)丁 (E)戊。 
(2)哪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已進入後工業化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3)就經濟發展階段言，哪個國家正處於成熟

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1)D (2)A (3)B 

  解析  五個國家產業結構的就業人口比例如下： 

  

國別 
第一級產

業人口% 
第二級產

業人口% 
第三級產

業人口%

甲 8% 35% 57% 
乙 16% 46% 38% 
丙 49% 20% 31% 
丁 65% 10% 25% 
戊 23% 22% 55% 
 

 

(1)丁國大部分居民仍以自給性的第一級產業活動為主，工商業人口比例低都市化程度亦低。 

(2)甲國的就業結構明顯地已以第三級產業部門為主，是為後工業化階段。 

(3)乙國經濟結構的主體，已正式由第一級產業部門轉為第二級產業部門。 

15. 在機械和農藥、育種革新下，農業經營資本投入愈來愈高，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1980 年代中期之後，全美農業生產總值的 90%來自約

30%的大型農場與農業企業(agribusiness)。集中化持續進行著，例如牛頭數高達 10∼20 萬的牧場己是常態。而畜牧場飼料來自附近榖物大農

場，並與其他鄰近牧場共同使用特殊運輸工具與屠宰場等，以降低成本。試問：1980 年代美國農業因組織革新和產銷革新，分別獲得何種

經濟效益？（先後順序顛倒不給分） 

  解答  規模經濟（效益）；連鎖效益 

16. 地理學引用許多理論或概念來解釋地表現象，如： (A)商閾；(B)區位租；(C)引力模式；(D)長程經濟；(E)擴散與模仿；(AB)環境負載力；(AC)

全球化；(AD)區域發展不均；(AE)貧富差距大；(BC)生態赤字。利用上述選項，回答下列各題： 

(1)「在肯亞西北地區居住著土克那人，他們於河畔洋槐樹林的草地上放牧山羊，藉此度過漫長的乾季；樹林是由長老們管理，想進入此區

的牧人都需由長老們依照洋槐樹的大小來決定是否允許進入。假使牲畜數目過多，甚至未得允許而進入本區放牧者都會被處罰。」文中長老

管理制度，最適合用哪一概念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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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臺北都會區的人口、產業均遠較花蓮市規模大，所提供的中
地機能也較多且等級更高，所以可以說，臺北市的腹地比花蓮市

大。」哪一個概念可作為此文的理論基礎？ 
(3)右表是臺灣某蛋糕公司其原料及烘焙設備之來源地，資料所呈現
的地理意義，用哪一概念最能概括說明？ 

 

一般糖 臺灣 

精緻糖粉 美國 

奶油 澳洲 

果醬 美國、歐洲

小麥麵粉 美國 

芒果 印度 

烘焙設備 瑞士 
 

(4)「在拉丁美洲，人口中最窮的 20%，只分享了國家收入的 3.6%，在已知的未來沒有改善的希望。大部分的貧窮者住在鄉村中，矛盾的是，

他們往往也是糧食的生產者，是小規模的農民或無土地的勞工，他們大多是女人，製造發展中國家 60%以上的糧食」。上文最想表達的是何

種現象？ 

(5)「巴西以遷都的方式，藉由政府公務人員及相關產業的內移，開發並填補真空的國家中心地帶，企圖透過內陸地區的發展來帶動區域的

開發，目前已有顯著成效。」，哪一個概念最足以解釋這種發展策略？ 

  解答  (1)AB (2)C (3)AC (4)AE (5)E 

17. 一般對全球國家的分類方式，常受分類的目的而決定分類的方式與分類的標準。在世界體系理論中，人們常以核心／半核心，邊陲／半邊陲

來劃分國家類型。下表為西方學者為了研究各國發展差異所作的九種國家類型。請回答下列問題： 

國家類型 輸出集中度(%) 全球市場占有率(%) 議價能力(%) 

　高收入工業國／核心 15.24 11.21 1.26 

　高收入產業轉型國／核心 22.33 8.07 0.37 

　中收入新興工業國／半核心半邊陲 10.22 10.89 1.22 

　中收入石油輸出國／半邊陲 64.88 5.38 0.09 

　中收入石油輸出國／邊陲 50.50 2.34 0.06 

　中收入產業轉型國／半邊陲 9.67 0.73 0.07 

　中收入國／邊陲 32.61 2.45 0.11 

　低收入國／半邊陲 9.50 11.00 1.56 

　低收入國／邊陲 40.45 3.25 0.11   

說明：輸出集中度＝某國單一最大輸出產品產值占該國輸出值之比率 

全球市場占有率＝某國單一最大輸出產品值占全球市場之比率 

議價能力＝全國單一最大輸出產品（產值）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全國單一最大輸出產品（產值）占該國出口比率 

產業轉型國＝指由東歐前蘇聯集團分解、轉化而成的資本主義國家 

各類型國家的例子說明： 

　高收入工業國／核心：美國、奧地利、澳大利亞等二十七國。 

　高收入產業轉型國／核心：古巴、蘇俄、匈牙利等九國。 

　中收入新興工業國／半核心半邊陲：臺灣、南非、波多黎各等十國。 

　中收入石油輸出國／半邊陲：巴林、科威特、墨西哥等八國。 

　中收入石油輸出國／邊陲：阿爾及利亞、安哥拉、汶萊等十三國。 

　中收入產業轉型國／半邊陲：拉脫維亞、馬其頓、羅馬尼亞等十三國。 

　中收入國／邊陲：泰國、巴貝多、貝里斯、玻利維亞等四十七國。 

　低收入國／半邊陲：阿爾巴尼亞、中國、印度等八國。 

　低收入國／邊陲：查德、迦納、肯亞、阿富汗、寮國等五十九國。 

(1)表中是依據下列哪一組指標分類？(甲)國家所處緯度的高低；(乙)是否由共產轉成資本主義制度；(丙)是否以石油為國家的大宗輸出產品；

(丁)是否實施永續發展策略；(戊)人民平均收入(GNP per capita)的高低；(己)國家輸出產品的競爭力的高低；(庚)國家所處經度在東半球或西

半球。  (A)丙戊己庚 (B)乙丙戊己 (C)甲乙丙丁 (D)乙丙己庚。 

(2)就表中之輸出集中度最高的國家類型，其輸出品高度集中的最根本原因是：  (A)交通便利，居樞紐的位置 (B)勞力密集度高，降低生產

成本 (C)技術高度密集，較具競爭力 (D)特殊的自然、地質條件所造就。 

(3)依據表中的訊息，下列哪一組原因最適合解釋半核心半邊陲的新興工業國的議價能力高過半邊陲的石油輸出國？(甲)前者擁有較多元的輸

出產品種類；(乙)前者擁有比工業先進國較低廉的勞力成本；(丙)後者有極不穩定的國內外政治局勢；(丁)後者有較多的其他石油輸出國的競

爭壓力；(戊)後者所輸出的產品集中度普遍較高。  (A)甲丙丁 (B)甲乙戊 (C)乙丙戊 (D)甲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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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將阿根廷、巴西、新加坡、土耳其等列為同一類型，依表中分類這些國家應屬於哪一類型？  (A)中收入國／半邊陲 (B)中收入新興工

業國／半核心半邊陲 (C)中收入產業轉型國／半邊陲 (D)低收入國／半邊陲。 

(5)按照表中的國家類型之分類方式，丹麥、捷克、衣索比亞、南韓與菲律賓五國依序屬於哪一類別？  (A)　　　　　 (B)　　　　　 (C)

　　　　　 (D)　　　　　。 

  解答  (1)B (2)D (3)D (4)B (5)A 

18. 依據市場經濟活動發展程度的差異，可將全球經濟體分為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個區域，這三種區域或國家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進行全球

性的產業分工。回答下列各題： 

(1)邊陲區域的國家多發展何種產業為其競爭優勢？  (A)資本密集產業 (B)高技術密集 (C)高能源密集 (D)勞力密集 (E)觀光業。 

(2)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程度各異，若以代號（Ⅰ）核心；（Ⅱ）半邊陲；（Ⅲ）邊陲來表示亞洲國家的發展現況，則下列哪一組的內容是正確

的？ 

(A)Ⅰ——日本；Ⅱ——南韓；Ⅲ——泰國 

(B)Ⅰ——日本；Ⅱ——新加坡；Ⅲ——臺灣 

(C)Ⅰ——香港；Ⅱ——日本；Ⅲ——中國大陸日本 

(D)Ⅰ——日本；Ⅱ——印尼；Ⅲ——菲律賓 

(E)Ⅰ——新加坡；Ⅱ——臺灣；Ⅲ——越南。 

(3)實踐全球化經濟產業分工的前提是：  (A)區域均衡發展 (B)市場指向的經濟活動 (C)運輸革新 (D)跨國企業的成立 (E)世界貿易組織的成

立。 

(4)衡量一國總體經濟活動規模的指標為何？  (A)總貿易額 (B)國內生產毛額 (C)生態赤字 (D)資本形成的多寡 (E)勞動力人口的比例。 

  解答  (1)D (2)A (3)C (4)B 

19. 愛爾蘭於 1956 年設置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到了 1990 年代初期，全球至少有 110 個加工出口區【右圖】，大部分出現在開發中國家。全

球的加工出口區以紡織與電子加工業為主，亞洲的加工出口區雇工則占了全球的
2
3
。許多國家希望透過加工出口區帶動其相關產業的活絡，

但是除了少數國家成功的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外，許多國家並未因加工出口區獲益。請問： 

(1)全球加工出口區的主要區位特色為何？  (A)交
通方便之處 (B)多分布在南半球 (C)近礦產蘊藏區 
(D)緊鄰消費市場。 
(2)亞洲及拉丁美洲加工出口區最多的國家分別依序
是：  (A)泰國、阿根廷 (B)印度、巴西 (C)中國大
陸、墨西哥 (D)越南、智利。 

  
  解答  (1)A (2)C 

20. 右圖為易利信行動電話生產流程圖。請問： 

(1)易利信行動電話的研究和生產分散到許多國家，是在何種原則之下所做的產業布局？  (A)環境保護原則 (B)敦睦外交原則 (C)比較利益

原則 (D)均衡區域發展原則。 

(2)易利信行動電話的生產流程，反映出當前世界經濟的何種特色？  (A)區域化 (B)全球化 (C)地方化 (D)科技化。 

(3)由易利信公司的產業活動範圍來看，該公司應該屬於：  (A)跨國企業 (B)民族企業 (C)國營企業 (D)多角化經營企業。 

 

  解答  (1)C (2)B (3)A 

  解析  (1)將生產流程配置於最適宜的地方，追求最高的總效益。 (2)該生產流程分布於瑞典、美國、日本、臺灣、墨西哥和歐洲，具有全

球化的特色。 (3)一企業在海外設分公司，而分公司的營業額占總營業額 25%以上者，為跨國企業。 

21. 下圖是臺灣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的變化圖， 圖中甲、乙、丙代表各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的變化曲線。請問： 

(1)這種變化過程稱為什麼？ (A)部門轉移 (B)所得彈性 (C)區域分化 (D)機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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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羅斯托( W. W. Rostow)的經濟發展階段模式，臺灣自民國 79 年以後，已進入哪一個發展階段？ (A)起飛前期 (B)起飛期 (C)成熟期 

(D)大量消費期。 

  解答  (1)A (2)D 

  解析  (1)　區域的經濟成長是透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及需求的擴大，兩者配合而實現的經濟規模增大的狀態。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其

經濟的部門結構亦不相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重心，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發生產業部門轉移的現象。　產業部門轉移

過程，大多是從第一級產業部門循序轉移到第二級、第三級產業部門。　由題目的圖所示，「甲」曲線代表第一級，「丙」曲線代表

第二級，「乙」曲線代表第三級產業部門。 

(2)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部門轉移過程是連續而漸進的，且在不同發展階段上所表現的特徵亦不相同，依高度發展國家的實際經

驗，可細分為五個階級。第一階段：傳統社會；第二階段：潛伏期；第三階段：起飛期；第四階段：成熟期；第五階段：大量消費

期。　以上五階段配合產業部門的轉移，可用下圖表示。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第三級產業部門的就業結構超過第二級產門，一般稱為後工業化，即進入大量消費期，臺灣自民國 79 年以後，

即進入此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