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97學年度第一學期九年級社會領域第一次段考試題 

參、公民部分（30％）    答案請寫在答案卷上 

1. （ ）在經濟學上，陽光、空氣是可以不花代價而任意取用的，因此不是稀少或有限的；我們將這類

東西稱為什麼？(Ａ)自由財(Ｂ)經濟財(Ｃ)生產財(Ｄ)消費財。 
2. （ ）小琳、阿鍾與小泰到學校附近的冷飲店消費，店內的咖啡與奶茶價格相同，他們三個人對咖啡

與奶茶的滿足程度不同（如表）。請問：誰選擇奶茶的機會成本較低？(Ａ)小琳(Ｂ)阿鍾(Ｃ)

小泰(Ｄ)三個人都相同。 
各 種 選 擇

帶來的滿足
小琳 阿鍾 小泰 

奶 茶 100 單位  80 單位  90 單位

咖 啡  90 單位 100 單位 100 單位

3. （ ）下列何者不適合用來說明機會成本的概念？(Ａ)偷雞也要蝕把米(Ｂ)一兼兩顧，摸蛤兼洗褲(

Ｃ)魚與熊掌不可兼得(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4. （ ）阿光原本在蔚萊傳播公司上班，每月薪水高達新臺幣 7 萬元，且一年可領十四個月的薪水。但

為了自己的生涯規畫，他申請進入哥倫比亞大學唸企管碩士，學費加生活費一年需要花費新臺

幣 70 萬元。請問：阿光赴美留學一年的機會成本是多少？(Ａ) 70 萬元(Ｂ) 98 萬元(Ｃ) 168 萬

元(Ｄ)無法估算。 
5. （ ）如圖是哈達縣內西瓜的供給曲線 SS 和需求曲線 DD。某日新聞報導：「連日雨水過多，瓜藤敗

壞，瓜農提早採收西瓜，市場瓜滿為患。」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此

時該縣西瓜的價格 P 最可能產生哪一種變化？(Ａ)不變(Ｂ)移至 P1 (Ｃ)移至 P2 (Ｄ)無法判定

。 

 

6. （ ）「有錢人上館子吃飯，沒錢人吃路邊攤。」造成這種需求不同的狀況，其主要原因為何？(Ａ)

消費者所得(Ｂ)消費者偏好(Ｃ)生產成本(Ｄ)節約開銷。 
7. （ ）資本是生產活動的要素之一，以資本的特性而言，下列哪一項交通工具屬於生產活動中所投入

的資本？(Ａ)弟弟上學時所騎的腳踏車(Ｂ)姊姊外出旅遊搭乘的火車(Ｃ)爸爸出門購物時騎

的機車(Ｄ)媽媽營業時所開的計程車。 
8. （ ）「若把自有房子用來經營早餐店，就不能出租給別人收取房租」。依此敘述判斷，其所面臨的是

下列何種選擇的課題？(Ａ)生產什麼(Ｂ)如何生產(Ｃ)為誰生產(Ｄ)為何生產。 
9. （ ）資源相對於人類的欲望，顯得稀少，使人們必須有所取捨。下列有關「稀少」的敘述，何者正

確？(Ａ)稀少係指資源的數量絕對很少(Ｂ)稀少係指相對於人類想要的數量，無法予取予求(

Ｃ)「稀少」與「貧窮」詞異義同(Ｄ)人貧地瘠，必然感到稀少；富甲天下，稀少則不存在。 
10.（ ）阿牛固定每週在星期六下午擺 2 小時地攤，通常可以淨賺 1 千元。這天出門前阿花來訪，阿牛

陪她逛街看電影，剛好把擺地攤的 2 小時用掉，還花了計程車費 2 百元、電影票 4 百元，另外

則吃了阿花買的零食 1 百元。對阿牛而言，他陪女朋友出遊的機會成本多少？(Ａ) 1 千元(Ｂ) 

7 百元(Ｃ) 3 百元(Ｄ) 1 千 6 百元。 
（背面還有試題，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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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關於生活中的選擇，請選出正確的敘述：(Ａ) 相對於我們所要做的許多事情，金錢是稀

有資源(Ｂ)當我們在作選擇時，所放棄的價值中最高的部分是所得的利潤(Ｃ)一連串的選擇或

決策的過程，就是政治活動的一種(Ｄ)選擇的目的是要在有限的資源之中，找出對我們最有利

的事物，以提升生活福祉。 
12.（ ）由於西華銀行存款利率較高，使得許多存款戶紛紛將錢存入該銀行，未料卻爆發該銀行營運 

 出了狀況，導致發生存款戶擠兌的現象。若依市場價格機能判斷，銀行的存款或借款利率是如

何決定的？(Ａ)全權交由銀行決定(Ｂ)由銀行的存借款者決定(Ｃ)由資金市場的供給面與需

求面決定(Ｄ)交由行政院做民意調查隨時調整。 
13.（ ）近日來，新聞媒體相繼報導有關「金線魚含甲醛」的訊息，引起市場一陣恐慌。請問：若根據

需求法則，市場上最可能出現下列哪一種現象？(Ａ)金線魚價格上漲(Ｂ)所有魚類產品價格都

上漲(Ｃ)金線魚價格下跌(Ｄ)所有魚類產品價格都下跌。 
14. （ ）臺灣由於果農對蔬果新品種的研發成功，使得各種蔬果甜度提高，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在其

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此時該蔬果的價格 P 最可能產生哪一種變化？(Ａ)不變(Ｂ)移至 P1 (

Ｃ)移至 P2 (Ｄ)無法判定。 

 
15.（ ）臺灣由於果農對蔬果新品種的研發成功，使得各種蔬果甜度提高，將導致蔬果的供給曲線產生

下圖所示之變動。若依此判斷，則證明下列何種論點？(Ａ)供給量多寡是受該商品市場價格之

影響(Ｂ)供給曲線的變動是受生產技術的影響(Ｃ)供給量是受該商品需求人數多寡之影響(Ｄ

)供給曲線的變動是受預期價格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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