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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木柵國中 111 學年度七年級地理科 補考題庫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D)  下列何者屬於人口的「自然增加」現象？ 

       (A)出國留學的大學生 

       (B)嫁到臺灣的新住民 

       (C)美語學校的外國老師 

       (D)新住民配偶生的一對雙胞胎。 

2.(C) 從民國 40 年至今，臺灣人口金字塔圖的變化過 

程依序為何？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甲 乙 丙 

 
 

 

 

3.(C) 下圖是「內政部人口研討會時的宣傳海報」，由 

海報內容判斷，這應該是探討臺灣哪一項人口問 

題？ 

 

(A)人口成長迅速 (B)人口密度逐年增加 

(C)扶養負擔逐年增加 (D)新住民人數逐年增加 

4.(D) 臺灣可說是個「水果王國」，不管是熱帶水果， 

如香蕉、芒果、鳯梨等；或是溫帶水果，如水蜜 

桃、蘋果、梨子等都有生產。請問：臺灣位於熱 

帶和副熱帶地區，卻能生產溫帶水果的主要因素 

為何？ 

(A)緯度較低 (B)年降水量豐沛 

(C)年均溫高 (D)地形起伏大 

5.(B) 近年來，在臺灣從事製造業與營造業的國際移工 

人數很多。臺灣引進這些勞工的原因，主要是與 

下列何者有關？ 

(A)所得貧富差距擴大 

(B)本地勞工薪資成本提高 

(C)產業發展技術水準降低 

(D)青壯年失業問題嚴重 

6.(A) 高雄地區因有高雄港的對外航運，因此有利於 

原料的進口，使得高雄地區的哪一種產業活動

較其他地區盛行？ 

(A)重工業   (B)金融服務業 

(C)資訊產業 (D)食品加工業 

 
 
 
 
 

 
7.(A) 下表為臺灣三家大型企業為了提升產業競爭力

而採行的方法，雖然在設廠時所考量的區位條

件不同，但主要都是為了達成哪一項目標而努

力？ 

  (A)降低生產成本 (B)落實產業升級 

(C)增加生產數量 (D)減少工業汙染 

企業採行的方法 

南紡將產業外移到越南或中國 

臺塑雲林麥寮廠大量引進國際移工 

中鐊工廠設立在高雄臨海工業區 

 

8.(B)  (甲)酪農業；(乙)金融業；(丙)成衣業；(丁)水泥業；

(戊)國際貿易；(己)鋼鐵業；(庚)運輸業；(辛)製造

業。以上何者屬於第三級產業？ 

(A)甲乙丁 (B)乙戊庚 

(C)甲己辛 (D)戊庚辛 

9.( C )  臺灣工業博物館想以產業類型來代表臺灣的

工業發展歷程：(甲)造船工業；(乙)紡織工

業；(丙)電子通訊業。請問：正確的先後順序

為何？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丙甲乙 

10.(D)「蝦叔叔」大尾蝦酥是經過高科技的低溫真空慢

炸而成的酥脆零嘴，採用雲林縣口湖鄉蝦類產

銷班第 13 班嚴選的新鮮白蝦製作而成，臺灣

生產製造原創蝦酥品牌好吃新奇又好玩。」此

種將活蝦加工製作而成的點心，為產銷班的銷

量再創新高，並成功打響名號，增加蝦農們的

收益。請問：此種農業轉型策略為何？ 

(A)生態農業 (B)集約農業 

(C)改善通路 (D)品牌經營 

11.( A )如果要運送達觀山（拉拉山）的水蜜桃，比較

實際且省錢的運送方式為下列何者？ 

(A)利用公路從產地直送 

(B)利用公路運到港口，再從水運轉到鄰近地區 

的港口送到目的地 

(C)直接用空運送往目的地 

(D)經由路運送到南投車站，再用火車送到目的

地 

12.(D) 臺東的池上與關山，由於生產的稻米口感 Q彈，

甚至在池上鄉開了一家池上飯包文化故事

館，介紹池上飯包的由來。請問：這表現出「本

島三軸」的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哪方面的特

色？ 

(A)人文資源 (B)自然資源 

(C)慢速生活步調 (D)觀光業興盛 

 

背面仍有題目，請翻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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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 除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外，臺灣還有何處具

有特殊的珊瑚礁景觀？ 

(A)野柳地質公園  

(B)太平島 

(C)墾丁國家公園  

(D)金門國家公園。 

14.(B) 下表是四個地區的三級產業比值。請問： 哪

一地的工商業最發達，生活機能較完善？ 

(A)甲 (B)乙 (C)丙 (D)丁 

 

  

 

15.(D) 臺灣某個區域，因地理位置特殊，以戰地風光

聞名的是下列何者？ 

(A)北部區域 (B)中部區域 

(C)東部區域 (D)金馬離島區域 

 

 

 

 

 

 

 

 

 

 

 

 

 

 

 

 

 

 

 

 

 

 

 

 

 

 

 

 

 

 

 

 

 

 

 

 

 

 甲 乙 丙 丁 

第一級 45％ 10％ 50％ 80％ 

第二級 30％ 20％ 25％ 15％ 

第三級 25％ 70％ 2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