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卷一甲部

本卷共設40道多項選擇題，考生平均答對25題。其整體表現令人滿意。

在第3題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考生選擇A或B。選擇A者也許將水塘的水位誤作0米
的平均海平面，因此在計算小徑兩點之間的平均坡度時，使用了不正確的垂直距離。

題3 下列哪一 項是由高程點178(格網座標284776)至格網座標282780的一段小
徑的平均坡度？

(33%) 
(36%) 
(22%) 
(9%) 

A. 1 : 3
*B. I : 5
C. 1 : 7
D. 1 : 9

在第22題中，選擇D的考生人數排行第二。雖然X國的鄉郊人口百分比由60減 少
至50, 但鄉郊人口數字實際是由l百20萬增加至1百25萬。由於選擇D包括了
「鄉郊人口減 少」，因此不正確。

題22 參閱下表所示X國於2000年及2010年的人口統計數字。

鄉郊人口百分比
城市人口百分比
總人口（百萬）

40 
2.0 

下列哪些過程曾在X國出現？

(1) 城巿化
(2) 城市成長
(3) 鄉郊人口減少

*A. 只有(1)及(2)
B. 只有(1)及(3)
C. 只有(2)及(3)

D. (1)、(2)及(3)

(39%) 
(11%) 
(1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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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6題中，最多考生選擇B。他們也許忽略了貨櫃車在鄉郊地區狹窄的道路上可能

造成的交通擠塞 。

題26 參閱以下照片 。

下列哪些是以上照片所示土地利用可能帶來的問題？

(1) 噪音污染
(2) 交通擠塞
(3) 土地利用衝突

A. 只有 (1) 及 (2)

B. 只有 (1) 及(3)
C. 只有 (2) 及 (3)

*D. (1) 、 (2) 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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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2%) 
(14%) 
(41%) 

在第31題中，超過半數的考生選擇A。他們忽略了該農業活動亦可能引致較乾燥的氣

候 。

題31 參閱以下顒示薩赫勒地區某農業活動的照片 。

下列哪些是該農業活動可能帶來的影響？

(I) 加劇荒漠化
(2) 減慢植被復原
(3) 引致較乾燥的氣候

A. 只有 (1) 及 (2)

B 只有 (1) 及 (3)
C. 只有 (2) 及 (3)

*D. (I) 、 (2) 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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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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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乙部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1. (a) (i) 19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地辨認兩處海岸地形；但 一 些考生

3. (a) 69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運用圖 3a 及表 3b 的資料，以解釋
中央谷地農業發展的有利條件；但 一 些考生只抄寫表 3b 的
每月温度及雨量作為答案。

誤 將X海岸地形當作海灣。 (b) (i)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解釋中央谷地農業的氣候限制；但一 些

(ii)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正確並清晰地繪畫註釋圖 ， 以解釋
Y海岸地形的形成過程；但 一 些考生沒有將註釋適當地加在
繪圖上， 而是將所有解釋寫在繪圖以外。

考生提出不相干的答案，如：土壤肥力。

(ii) 尚可 。 許多考生能適當地討論贊成及反對使弔噴灌的理由，
但鮮有考生能描述在使用噴灌後所帶來的轉變 。 部分考生將

(iii) 尚可。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地指出地點 3 及地點 4 的主要
波浪作用 ， 但一些考生未能運用地圖摘錄及表 lb 的證據以
作說明 。 部分考生只抄錄表 lb 的資料。

噴灌與滴灌或精確農業的操作相混。在提出反對使用噴灌的
理由中 ， 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指出該農業科技會造成土壤鹽
化，但只有少數考生能解釋其原因 ， 如：蒸發加快及毛細作
用加速。

(b)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運用地圖摘錄內指定格網方格的資料 ，

以討論在地點 2 發展渡假地點的正反意見；但 一 些考生沒有
仔細閱讀地圖摘錄，因此忽略了 一 些重要的地圖證據，如：
限制通道對該區通達度的影響。

(c) 尚可。 雖然許多考生能展示對精確農業的認識 ， 但部分考生
只能簡單地列出精確農業的特徵，而對精確農業如何有助於
應對氣候限制上的解釋有限。 部分考生混淆精確農業與滴
灌。 另有部分考生提出與氣候限制無關的答案，如：耕作成

2. (a) (i) 46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地描述A鋼鐵廠的區位優勢；但

部分答案並非根據本題資料，而是取自課本的 一 般工業區位

優勢 ，如：靠近市場。

本上升 、 以化肥取代勞工等 。

4. (a) (i) 67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描述表 4a 所示熱帶雨林的氣候情況 。

(i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運用本題資料 ，解釋B鋼鐵廠在發展

上所受到的限制 。

(ii) 令人滿意。 許多考生能解釋氣候情況如何影響圖 4b 所示植
被的特徵；但有少數考生以課本知識作答 ， 而未有參考本題
資料。

(iii) 尚可。許多考生不太明瞭中國鋼鐵工業不同發展階段所實施

的政府政策。 一 些考生錯誤地將 1980 年代的 「 改革開放」

政策或 2000 年以後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套用到第 一 個五

年計劃及第二個五年計劃上。

(b) 令人滿意 。 大部分考生能描述及解釋圖 4c 所示的人為干擾
對熱帶雨林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但部分考生未能指出這些
人為干擾為熱帶雨林帶來的改變，卻描述正在熱帶雨林發生
的現象，如：加速淋溶作用 。 部分考生提出不相干的答案 ，

(b) (i) 尚可 。 雖然許多考生能正確地描述表 2d 所示的鐵礦及煤炭
進口量趨勢，但他們未能詳細地解釋科技進步對中國鋼鐵工
業區位轉變的影響。大部分考生對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認識
不深；只有少數考生能運用地理辭集解釋中國鋼鐵工業的區

如：全球增温。

(c) 尚可。許多考生對選擇性伐林的認識不多，他們亦未能詳細
地評估其在保育熱帶雨林上的效用 。

位轉變，如：從 「 原料導向」轉為 「 市場導向」 。

(ii) 尚可。部分考生能以工業慣性的概念 ，解釋B鋼鐵廠的區
位為何不變；部分考生卻只從科技的進步方面作解釋 。

卷－丙部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5 24 尚可。

在本題第一部分，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描述及解釋喜馬拉雅山
區的構造活動 ，但部分考生的解釋錯誤，如：海洋板塊俯衝
於大陸板塊之下。有少數考生錯誤地指出該區會出現火山爆
發及海嘯 。

在本題第二部分，部分考生誤以火山灰、熔岩流動等為喜馬
拉雅山區面對的挑戰，亦誤以火山熔岩帶來肥沃土壤為該區
的發展機會。這很可能是由於他們誤將火山爆發列為該區的
構造活動。部分考生指出地震是發展該區的一種障礙，但較
少考生提出其他因素 ，如：氣候寒冷 、 地勢崎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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