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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融入歷史元素?
加強趣味性

原因 經過 影響

第一次
危機
1973年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
爭爆發，阿拉伯國家不
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
列，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以石油禁運作
抗議的手段。

當年12月，阿拉伯國家宣
佈收回石油定價權，原油
價格從每桶3美元升高到
10美元。

油價猛漲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
機，所有工業化國家經濟放
緩，美國的工業生產就下降了
14%

第二次
危機
1978年

1978年，世界第二大石
油出口國伊朗發生政
變，宗教領袖霍梅尼取
得大權，親美國王巴列
維下台，引發第二次石
油危機。

伊朗革命爆發後，美伊關
係惡化，對西方國家的出
口大受影響。1980年又爆
發兩伊戰爭，全球石油產
量急降。

石油生產由高峰期減少近500萬
桶，由每天580萬桶驟降到100
萬桶。油價暴漲，從每桶13美
元猛增至34美元。這種狀態持
續了半年多，西方國家經濟全
面衰退。

第三次
危機
1990年

1990年8月，伊拉克出兵
攻佔科威特，國際對伊
拉克實施禁運，中東局
勢動盪影響石油出口。

伊拉克在經濟制裁下，拒
絕撤兵，美國為首的聯合
國部隊在1991年發動波斯
灣戰爭，伊軍從科威特撤
兵前破壞石油設施，使世
界石油供不應求。

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大產油國的
原油供應中斷，國際油價因而
急升至42美元，美、英經濟加
速衰退，影響全球經濟增長。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
格雷厄姆·艾裏森曾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比喻當前美中
關係面臨的危險。
格雷厄姆·艾裏森說，二戰後，美國佔世界經濟市場的
50%，到了1980年，這個份額下降到了22%。而經過30
年中國飛速經濟增長，美國的份額降至16%，而中國由
1980年佔世界經濟的2%發展到了2016年的18%。

哈佛大學的一項應用歷史研究，在總結過去500年歷史時
找到16次國家崛起撼動了主宰強權的例子，研究人員認為
其中12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模式，因為競爭結果都導
致了戰爭。但是還有4次最後並沒有發生戰爭，避免了「
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案例對中美競爭有多少借鑒呢？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
410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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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優勢互補 習總指貿額逾三萬億美元

習近平發表約五十分鐘的主題演講，
引用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明朝鄭和下
西洋等歷史，提出中國要延續「絲路
精神」，構建東西方和平橋樑合作；
又指自四年前提出「一帶一路」構思
，成果豐碩，中國同沿線國家在2014
至16年的貿易額逾三萬億美元。



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史事)
角度 雙方爭議及有關事件

侵華歷史 兩國就如何對待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存有一定的分歧。中國主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
極少數右翼勢力則力圖否定、美化侵略歷史。例如:日本前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曾說，一九
三七年日軍攻佔南京時，約有二萬人被殺，又指控中國政府蓄意誇大死亡人數，以達到宣傳
目的。其他問題還包括「慰安婦」、「強制勞工」、「日本教科書」等。

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位於東京，供奉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戰死的軍人，其中不少為中日戰爭中陣亡的日軍，
當中包括14名甲級戰犯。亞洲多國視神社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但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
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兩國關係陷入低潮。

東海主權 中日雙方就東海劃界和油氣田問題存在爭端，日本提出東海“中間線”來劃分東海專屬經濟區，
我國則堅持根據國際分界原則中的“大陸架延伸說”。此外，中國在“中心線”中方一側建
設“春曉”等油氣田，認為日方無權干涉，日本則認為這會抽走日方海底的資源。

釣魚台問題 此外，釣魚台群島問題也是雙方衝突的焦點。明朝初期，釣魚台群島已為中國領土，但 1971年，
日美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竟包括釣魚台在內。中國政府表示抗議，民間也發起多年的保
釣運動。

台灣問題 日本曾經佔據台灣多年，兩者建立了深厚的淵源，早期不少台獨組織都以日本為基地，具台獨傾
向的李登輝亦常以日本人自居。李登輝下臺後，於2001年以治病為由訪日。年前，日本以
「美日安保條約」為後盾，公然聲稱不會坐視台海可能出現軍事形勢的轉變。凡此種種都遭
到中國政府嚴正的批評。

修憲及入常 為防軍國主義再起，日本憲法規定日方不能擁有軍隊，只能專設自衛隊。近年，日本國內興起
「普通國家論」，不少人主張修改憲法，並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為正常國家，全面
參與國際事務，有關議題遭到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

美日軍事
圍堵中國

冷戰結束後，日美把防衛戰略重點轉向台海和東海，把中國當作假想敵。日本政府每年發佈的國
防白皮書，大篇幅討論中國的軍力，渲染「中國威脅」。中日關係的發展受美國推行單邊外
交路線影響，有學者指日本以美國馬首是瞻，協助美國完成軍事包圍中國的戰略部署。



辨識：戴卓爾夫人推行了甚麼政策？
推論：這些政策如何有利全球化？

經濟因素：保守黨執政，主張國營企業私有
化、縮減政府開支等，推動新自由主義。鼓
勵私人企業競爭、減少規管市場等改革。在
自由經濟和減少規管的前提下，商品、原材
料和資金等可以自由流動，國家的界限已被
企業和投資者所突破。



• 1994年，按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 協議

設立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由凱恩斯設計和命名。

• 國際貨幣基金有約2000億資金（由約180個會員國攤派）以
低於市場價格（利率）借錢給貿赤國，防範爆發世界貿易和
金融危機。

為了保證這些國家能如期還款，IMF會為其擬定一套經濟
計劃，而那毫不例外是緊縮政策，令短期經濟愈形拮据。

• 世界銀行同樣有約2000億資金，功能在協助低度發展國家擺
脫經濟困境，方法是提供發展和建議計劃如學校、醫院、水
壩、公路及灌溉等設施。

許多窮國的大白象由此形成，浪費了大量經濟資源；富
國可以從中大做生意，貧國則背負沉重外債。

http://www.worldometers.info/tw/

例子一：世銀、國基會與強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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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為主 ; 其他單元為輔

簡明扼要 視聽教材 今昔對比 緊扣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