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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立 福 豐 國 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2 次 定 期 考 查 八 年 級 國 文 科 試 卷 

測驗範圍：L4~L6＋語(二)＋自學二＋《百試達》各課 26-35題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綜合測驗（1-26題每題 2 分，共 52分） 

1.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Ａ)妄自「菲」薄／「斐」然成章。  

(Ｂ)「緝」捕逃犯／編「輯」刊物。 

(Ｃ)「傾」國傾城／「頃」刻之間。 

(Ｄ)扣人心「弦」／故弄「玄」虛。    

2. 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Ａ)「ㄓㄨ」連九族／口「ㄓㄨ」筆伐。  

(Ｂ)破「ㄈㄨˇ」沉舟／鬼「ㄈㄨˇ」神工。  

(Ｃ)陶「ㄓㄨˋ」品格／「ㄓㄨˋ」成大錯。  

(Ｄ)暗「ㄐㄧㄢˋ」傷人／口蜜腹「ㄐㄧㄢˋ」。 

3. 下列各組「」中的字義，何者兩兩相同？ 

(Ａ)「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太史「令」。    

(Ｂ)乘「輿」馬驚／「輿」論抨擊。 

(Ｃ)怒髮「衝」冠／「衝」著他來。   

(Ｄ)皆「為」輕重／項「為」之強。 

4.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作文比賽如果頒發扁額，可致贈「字字誅璣」題辭。 

(Ｂ)要端正貪腐流弊，唯有大刀闊斧，澈底改弦更張。 

(Ｃ)這對藝人怕被跟拍親膩照片，所幸躲在車內約會。  

(Ｄ)街頭混混的鬥歐嘶殺已是常態，警方也束手無策。 

5.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Ａ)畢業後，他依照興趣「埋鍋造飯」，當起了飯店主廚。 

(Ｂ)顏回安貧樂道，即使「簞食壺漿」，仍怡然自得。 

(Ｃ)這個法官辦案「秋毫無犯」，被害人冤情得以昭雪。 

(Ｄ)若不慎做錯事，應該「反求諸己」，力求改進。 

6. 〈我所知道的康橋〉和〈再別康橋〉是徐志摩寫康橋景色

中最膾炙人口的兩篇詩文，下列各組修辭何者前後不同？ 

(Ａ)村舍與樹林是這地盤上的棋子／那河畔的金柳是夕   

    陽中的新娘。  

(Ｂ)嫵媚的康河也望不見蹤跡／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 

    是今晚的康橋。 

(Ｃ)你只能循著錦帶似的林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揉碎       

    在浮藻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Ｄ)康橋只是一帶茂林，擁戴著幾處娉婷的尖閣／那榆 

    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7. 「是法不信於民也」，「於」者，被也，故此句為「被動句」。

下列何者不是被動句？ 

(Ａ)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 

(Ｂ)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Ｃ)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 

(Ｄ)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 

8. 有關〈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的說明，何者敘述錯誤？ 

(Ａ)全文筆調熱情活潑，詞藻華麗，作者描寫記憶中的 

    康橋，將美景介紹給讀者。 

(Ｂ)連用三個「頃刻間」表示康橋黃昏景色的迅速變換。 

(Ｃ)作者善用排比、類疊的修辭，使全文形成明快的節 

    奏與美感。 

(Ｄ)「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裡的鮮花，關心這水 

    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 

    心新來的鳥語」表現作者對春景仔細觀察與期盼。 

9. 老師請同學搜集有關史記資料，請問誰的資料是正確的？ 

(Ａ)張生：為中國首部紀傳體的史書，內容偏重在人物 

    事蹟的描寫。 

(Ｂ)陳生：記載時間是從黃帝到漢武帝年間，在史學、 

    文學均有高度成就，可謂小說文學的先河。 

(Ｃ)李生：作者司馬遷，於漢文帝時繼任父職為太史令。  

(Ｄ)趙生：體例分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部分， 

    而〈張釋之執法〉一文放在「世家」。 

10. 下列文句所表達出來的情緒說明，何者不正確？  

(Ａ)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金──天子    

    權威，氣急敗壞。 

(Ｂ)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見乘輿車騎即走耳──誠惶誠恐，氣急辭促。 

(Ｃ)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理直氣壯，不卑不亢。 

(Ｄ)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出言諷刺，推諉卸責。 

11. 杰倫讀完〈張釋之執法〉，做了自己獨門筆記，請幫他找

出理解錯誤的地方。 

(Ａ)「上使立誅之則已」可見當時君王對人民操生殺大權。 

(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點明法律須 

    以誠信為本。 

(Ｃ)「唯陛下察之」可見張釋之進退得宜，把決定權交給 

    皇上，給予文帝冷靜思考的空間。 

(Ｄ)「固不敗傷我乎」可知文帝因縣人犯蹕導致受傷。 

12.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這段話的意思與下列何者最不相近？ 

(Ａ)法令之擬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 

(Ｂ)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 

(Ｃ)賞罰者，天子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 

    醜，從而亂焉。 

(Ｄ)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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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同事物選用不同的量詞，而將適當的名詞做為量詞，可

使事物特徵突出，形象具體，增強語言的生動性。請在（ ）

中填入最適切的量詞。 

（甲）一大（ ）的麥浪 . （乙）滿載一（ ）星輝 

（丙）一（ ）炊煙       （丁）一（ ）清泉 

(Ａ)田／船／縷／泓。 

(Ｂ)群／車／抹／溜。 

(Ｃ)波／葉／道／流。 

(Ｄ)片／艘／團／簾。 

14. 下列四首詠人詩，何者吟詠的人物不可能在史記中出現?  

(Ａ)揮菖蒲之碧劍／揚汨羅之濁浪／在澤畔／在石榴分 

    舉怒拳的五月／我又見你從江心踏波而來。 

(Ｂ)晨起宿酒猶自胸口塊壘跌撞而出／門外那五株綠柳 

    竟一夜之間／為酩酊秋風所灌醉，而落得／鬢髮零 

    亂，衣衫不整了／獨東籬下眾菊善飲。 

(Ｃ)他是黑夜中／陡然迸發起來的／一團天火／從江東 

    熊熊焚燒到阿房宮／最後自火中提煉出／一個霸氣 

    磅礡的／名字／錯就錯在那杯溫酒／沒有把鴻門燃 

    成／一冊楚國史。 

(Ｄ)亡國已三年，可恨那韓公子／幾時，才找到狙擊的 

    力士？／百二斤重的大椎劈空一揮／也不到這暴君 

    的冕頂／博浪沙，天色還未明／橋上正候著那褐衣 

    的老人／鞋踢在橋下，兵書揣在懷裏／說星羅一天 

    ，棋布滿地。  

15. 所謂移覺，是利用人各種感官相通原理，將某種感覺移到

另種感覺上。如〈我所知道的康橋〉將「炊煙漸漸上騰」

(視覺)，移轉到「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地翳入了

天聽」(聽覺)。以下哪一個也是以聽覺移轉來表現視覺？ 

(Ａ)他們的跳舞，帶有一點淒涼的酒意，可是心裡發空， 

    再也灌不醉自己。 

(Ｂ)陽光的酒調得很淡，卻很醇，淺淺的斟在每一個杯型 

    的小野花裡。 

(Ｃ)好一團波濤洶湧大合唱的紫色。 

(Ｄ)昨夜的月色，至少還有一瓣是甜的。 

16. 「罐頭食物相當方便，不僅保存容易，也可以製成各種口

味，鹹淡皆宜，隨時可食。相較之下，時下盛行的冷凍食

品固然方便，卻受到電源及設備限制，野外活動時就沒有

如此便利。」關於這段文字的說明何者正確？ 

(Ａ)點出冷凍食品的強項。 

(Ｂ)罐頭隱憂問題在於便利性。 

(Ｃ)冷凍食品的口味是目前最大的挑戰。 

(Ｄ)點出罐頭的優勢。 

17. 關於題辭的使用，下列何組適用對象相同？ 

(Ａ)玉潤珠圓／餘音繞梁。 

(Ｂ)美輪美奐／里仁為美。 

(Ｃ)福壽全歸／壽比南山。 

(Ｄ)杏林之光／春風化雨。 

18. 下列文句中「敬稱詞」與「謙稱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Ａ)我的新居剛落成，真誠邀請各位今晚來「府上」聚餐。 

(Ｂ)「在下」讀書如此勤奮，真是令「閣下」萬分汗顏啊！ 

(Ｃ)將軍「麾下」人才濟濟，首戰相信定能凱旋告捷。 

(Ｄ)這個議題我先拋磚引玉，提出「高見」供大家參考。 

19. 「眼下各國都重視軍隊伙食，禮聘專家精心設計，講究營 

養均衡，色香味俱全，還有菜單可供挑選。講起軍隊埋鍋 

造飯，有幾人能夠體會？」上述這段話想要說明什麼？ 

(Ａ)現今軍隊過度重視飲食的美味。 

(Ｂ)埋鍋造飯的傳統被忽視，表示現今軍紀散漫。 

(Ｃ)希望現代人珍惜現在方便又安全的食物。 

(Ｄ)現今各國較不重視伙食的品質。 

20. 根據〈罐頭由來〉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皇帝不差餓兵」是指因軍糧不足，只能任老弱殘 

    兵自生自滅。          

(Ｂ)罐頭演進是從鐵線固定瓶蓋改善成鉛條封口。  

(Ｃ)軍事行動中能做到秋毫無犯，歷史家才會書而榜之。 

(Ｄ)因為開罐器不易購買，士兵常以刺刀斧頭來開罐。 

21. 〈史記〉乃千古絕唱，下列「」名句皆出自〈史記〉，何

者使用有誤？ 

(Ａ)任用人才，應該要做到「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才算公正無私。  

(Ｂ)雖然你表現還沒受到注意，但所謂「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努力展現優點，就會有一番新天地。 

(Ｃ)生技課從事木作時，必須全神貫注，否則萬一沒切割 

    好，「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縱觀歷史，倡導     

    正直敢言的君主，國家無不強盛；喜歡聽諂詞媚語 

    的，王朝往往滅亡。 

22.  謹訂於民國一一 o 年十月十日(星期日)假王品牛排(台

北站前店) 舉辦福豐國中九年三班謝師宴  敬請 

光臨 

                             主辦人 張筱涵 謹訂 

上列這張請柬，缺少了那一個必備項目？ 

(Ａ)標點符號。            (Ｂ)主辦人具名。 

(Ｃ)活動時間。            (Ｄ)活動事由。 

23. 「我們拚命地學習如何成功衝刺一百米，但是沒有人教過

我們：你跌倒時，怎麼跌得有尊嚴；你痛得無法忍受時， 

用什麼樣的表情去面對別人；心像玻璃一樣碎了一地時，

怎麼收拾？」這段話的主旨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只有失敗者能領會別人成功的原因。 

(Ｂ)失敗的經驗遠比成功來的可貴。 

(Ｃ)承受困頓是讓人難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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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人必須培養面對失敗挫折的能力。 

24. 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態度？ 

(Ａ)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往往比從勝利中學到的多。  

(Ｂ)對有志氣的人來說，失敗是最好的鍛鍊。 

(Ｃ)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 

(Ｄ)成功時，不要把自己看成偉人；失敗時，不要把自 

    己看成懦夫。 

25. 奧運標語：「奧運最重要的意義重於參加，而非獲勝，正

如人生重在奮鬥，而非成功。」，符合羅家倫所說的「運

動家的風度」中哪一項？ 

(Ａ)服輸的精神。 

(Ｂ)超越勝敗的心胸。 

(Ｃ)君子之爭。 

(Ｄ)貫徹始終的毅力。 

26. 從〈罐頭由來〉一文，關於罐頭發展演進，下列何者錯誤？ 

項      目 發展前期 發展後期 

(Ａ)罐頭材質 玻璃瓶 鐵皮罐 

(Ｂ)殺菌方式 沸水加熱 高溫殺菌 

(Ｃ)市場接受度 低 高 

(Ｄ)罐頭價格 較便宜 較昂貴 
 

二、《百試達》測驗（27-38 題每題 2分，共 24分） 

27.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這段話旨在說明

什麼道理？ 

(Ａ)話多不如話少，是非往往出於口舌之快。 

(Ｂ)上位者的看法是否公正，將影響天下局勢。   

(Ｃ)公理正義須付諸實踐，而非流於空洞呼籲。   

(Ｄ)諂媚是罪惡的養分，應予以杜絕。 

28. 林肯：「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這句

話的涵義為何？ 

(Ａ)法律規範內在，道德規範外在。          

(Ｂ)法律要以道德為本。 

(Ｃ)只須遵守法律，毋須遵守道德。          

(Ｄ)法律不必考慮道德。 

29. 「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著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裡

亭亭地像是萬盞的金燈。」這段話所呈現的美感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 

(Ａ)繽紛的燈籠就像鮮豔可口的糖果。  

(Ｂ)泰山頂上的雲海，巨萬的雲峰在晨光裡靜定著。 

(Ｃ)雨水洗禮過的天空似水般的透明。   

(Ｄ)蜂鳥是這麼的美，卻讓人難以發現，但又確實存在著。 

30. 「一天跑一小時，來確保只屬於自己的沉默的時間，對我

的精神健康來說，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功課。至少在跑步

時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談，不必聽任何人說話，只須眺望周

圍的風光，凝視自己便可。」這段話說明跑步有何好處？

(Ａ)堅持。              (Ｂ)超越。 

(Ｃ)求勝。              (Ｄ)獨處。 

31. 「少林寺僧以拳勇稱，欲學其藝者，先納貲若干，每日服

食皆取於貲息。學既成，從中門出。各門土木偶皆有機，

觸即拳杖交下，能敵之無恙，師設酒餞於門，反其貲。」

根據這段文字，師父退還財貨的標準為何？ 

(Ａ)在競賽中取得優勝。   

(Ｂ)習武有成並通過考驗。 

(Ｃ)家境清寒卻想要學藝。 

(Ｄ)提前結業而先行離開。 

32. 「部分罐頭食品會在內壁塗上一層含有雙酚 A 的環氧樹

脂薄膜，作為隔絕食物和鐵罐的內壁，防止鐵罐生鏽和氧

化。」這段文字主要說明什麼？ 

(Ａ)環氧樹脂薄膜的功能。 

(Ｂ)環氧樹脂薄膜的原料。 

(Ｃ)環氧樹脂薄膜的缺點。 

(Ｄ)環氧樹脂薄膜的製程。 

33. 「曾經努力而失敗，與未經嘗試即放棄，二者不可相提並

論。」這句話的涵義為何？ 

(Ａ)不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找方法。   

(Ｂ)如果在勝利前卻步，往往只會擁抱失敗。 

(Ｃ)被擊倒並非最糟糕的失敗，放棄嘗試才是真正的失    

    敗。 

(Ｄ)失敗是邁向成功應付出的代價。 

34.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

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

失也。」尹子傳達給列子的道理為何？ 

(Ａ)人一能之，己百之。  

(Ｂ)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Ｃ)學無止盡。 

(Ｄ)行百里者半九十。 

35.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

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

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范希文無言的原因

為何？ 

(Ａ)生氣諸公僭越職責。         

(Ｂ)反對任意加重刑罰。 

(Ｃ)言多必失，因此三緘其口。 

(Ｄ)不敢直言，害怕得罪諸公。 

36. 「當今之世，卻有許多美食家哄抬米其林，推許薄酒萊，

____________，好像西班牙海鮮飯一定勝過滷肉飯。要是

不隨聲附和，立刻招來傖父之譏。」這段文字畫線處填入

何者最恰當？ 

(Ａ)不斷向讀者貶抑中餐與西餐。 

(Ｂ)不斷替讀者鑑別贗品與真品。 

(Ｃ)不斷為讀者定義嗅覺與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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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不斷向讀者推荐食物與食材。 

37. 「太公吩咐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

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

夜有什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

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擾你麼？

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說，我家

時常齋僧布施，哪爭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

以此煩惱。』」根據這段文字，太公的個性為何？ 

(Ａ)精明幹練。           (Ｂ)固執保守。 

(Ｃ)忠厚善良。           (Ｄ)豪放不羈。 

38. 「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

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麼樣的。」

這段文字的含義為何？ 

(Ａ)人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領會到心靈的快樂。 

(Ｂ)裸體置身於自然中才能得到不同的領悟。 

(Ｃ)唯有獨自一人才能沉浸在自然之美中。  

(Ｄ)投入母親的懷抱方能得到靈魂的愉快。 

三、閱讀測驗（39-46題每題 3 分，共 24分） 

(一) 

對照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裡的描述，康橋真的別來無

恙。 

  當我走過雪白的王家教堂，詩人的大椈樹（柏樹）就在前

方，站在樹腳下，王家教堂 哥德式的八角塔頂果然像一根根

披上銀雪的耶誕樹尖，高高攀向天空。 

    往前一步跨上國王橋，發現這裡竟是觀賞康河兩大奇橋的

好地方。隔著一方流水，數學橋、克萊亞橋就在左右。 

  數學橋的結構美，算是眾橋姊妹中最神奇的，四呎多的柱

身全由古法一節節串搭成。因為鎮上人相信這芳齡兩百五十一

歲的木頭橋身上沒有一根螺絲釘子，於是傳說自然而來。 

  有個孩子氣的說法：一天，頑皮的精靈在河邊玩累了，他

興起拿柳枝編成一座橋，柳枝的稈心柔軟有彈性，精靈隨手一

扔，柳枝掛在皇后學院的紅門邊兒，東風一吹，化成木橋，精

緻得找不出縫合的痕跡。小精靈可樂了，每年都找伴來這兒慶

祝自己的傑作，當人們出現時，他們就變成紫色小花。如果你

夠幸運，看見木橋下一片紫色的野花就對了。 

  也許我運氣更好，站在橋頭盼呀盼，沒遇上小精靈的紫色

party，卻遇上了皇后學院學生午后的水上大戰，只見十幾個

大個兒，在兩艘船上玩起水仗來，長篙、划槳全成了武器，木

橋上的戰友更樂，吹著口哨、忙遞上一桶桶水往船裡澆。水滿

了，船翻了，學生泡在河裡哇哇叫，寧靜典雅的撐篙鏡頭，突

兀地切換成了羅馬鬧浴池。這一下午的笑聲很難忘記，我看到

了真正屬於康橋、屬於悠閒時代、屬於未央歌裡的歡樂。 

(謝金玄 跟徐志摩去流浪：英倫文學飛翔版圖)      

39. 「對照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裡的描述，康橋真的別來

無恙。」作者這句話的意思為何？ 

(Ａ)現今康橋經過整修，符合徐志摩文中的描述。 

(Ｂ)現今康橋仍和當初徐志摩筆下的康橋一樣美。 

(Ｃ)康橋在徐志摩離開後，就沒有他人描寫。 

(Ｄ)現今康橋已經和徐志摩描述的康橋風貌不同。 

40. 根據傳說，數學橋的由來是什麼？ 

(Ａ)由小精靈共同搭建造成。 

(Ｂ)由精靈編製的柳枝橋變化而成。 

(Ｃ)由東風吹過紅門邊的木橋變成。 

(Ｄ)由古法一節節串搭而成。 

41. 根據作者所述，哪裡是觀賞康河兩大奇橋的好地方？  

(Ａ)皇后學院。         

(Ｂ)王家教堂。  

(Ｃ)國王橋。           

(Ｄ)數學橋。 

(二) 

    沛公旦日從百余騎來見項王，至鴻門。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

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

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

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

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見樊噲。樊噲曰：「今日之

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 

                          (節錄司馬遷 史記∙項羽本紀) 

注釋：1.嚮：通「向」，面對。 

      2.玉玦：半環形的佩玉。         

      3.默然：沉靜，不出聲。 

      4.若屬：你們。       

      5.翼蔽：保護遮蔽。 

42. 由文中可知，坐在沛公的對面是誰？ 

(Ａ)項王。              (Ｂ)范增。 

(Ｃ)項伯。              (Ｄ)張良。 

43. 

 

下列敘述何者與本文文意不相合？ 

(Ａ)宴會開始，現場有五個人。 

(Ｂ)范增舉玉玦，是用以暗示項王殺沛公。 

(Ｃ)項莊和項伯都是項王陣營的大將。 

(Ｄ)項伯拔劍起舞，是故意擋住沛公視線使其無法欣 

    賞項莊的舞劍。 

44. 

 

依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關鍵時刻沛公能全身而退，多虧項伯、張良、項莊 

     等人的幫助。 

(Ｂ)依此典故，後世遂將「鴻門宴」專指不懷好意、居 

    心不良的邀宴。 

(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指項莊為宴會助興，特 

意邀請沛公一起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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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張良有感於酒宴熱鬧非凡，一時興起急著邀約樊噲 

    入席參加舞劍。           【試題尚未結束】 

(三) 

    聯合國指出，由於人口急速成長、氣候變遷及城市化等影

響，估計到 2030年，全球供水量將減少 40%，影響 29億人，

面對缺水的未來，台灣到底該怎麼辦？  

一、以價制量，全民共省 

    對於缺水，台灣大多數民眾沒有意識到危機，就是因為自

來水太便宜。台灣的水價是全世界第四低，政府蓋水庫、開發

原水的成本一度約 20元，國人用水卻只付 10元，形同賣 1度

水至少要貼 10元。 

    要能充分實現使用者付費，又不要讓民眾承受太大壓力，

合理的操作方式應該是以差別費率計價。所謂「差別費率」，

假如用比較寬鬆的標準，以每人每天用水 250公升計算，一家

四口人每天用水量在 1000 公升以下，水價即保持現狀，以平

均每度 10 元計價，但若超過就如階梯般跳升，以此方式類

推，不但民眾能正視並培養出節水概念，達到以價制量，各種

相關節水產業也會因此應運而生。  

二、回收再利用，節水逆轉勝 

    政府要告知產業，水價將朝差別費率的方向調整，並給予

適當緩衝期，在這期間由政府提供貸款，並由專家協助產業界

更新設備，並回收廢水再利用率提高到八至九成，盡量做到讓 

每滴水都不浪費，不但國家省下水資源，企業更是實質獲益者。    

如此一來，不僅能節省大量水資源，延緩台灣缺水危機的發

生，更可能比照新加坡、以色列，發展出獨有的水處理系統和

模式，以台灣為品牌，在全世界各地協助解決水資源相關問

題，尤其是水資源嚴重汙染且不時傳出缺水的中國。 

    如果能趁此機會，將台灣──水資源缺乏的劣勢，轉化成

為台灣的優勢──創新的水處理系統，不但能刺激新產業的誕

生，創造就業率，創造循環經濟，還能增加國家稅收，政府所

有投資都能拿得回來，更重要的是，再也沒有必要興建水庫、

破壞生態，一次解決所有問題，也為子孫保留得以喘息的空間。 

                  (改寫自李鴻源 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45. 面對缺水問題，下列何者不是本文所提的解決之道？ 

(Ａ)落實廢水回收，請專家研發提高廢水再利用率設備。  

(Ｂ)以量制價，水費實施差別費率。 

(Ｃ)制定合理的政策，培養人民節約用水的觀念。  

(Ｄ)政府提供貸款，協助產業界更新廢水回收設備。 

46. 文中提及開發創新的水處理系統，除了緩解缺水問題外，

政府還能有額外的收益。根據本文觀點，下列何者並不是

其收益？ 

(Ａ)能清除水庫的淤泥，確保水庫發揮功能而不必再建 

    水庫。   

(Ｂ)能刺激新產業誕生，化危機為轉機。 

(Ｃ)能製造就業機會，創造循環經濟模式。 

(Ｄ)能提高經濟效能，增加國家稅收。 

  

 

         【試題結束，請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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