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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一、何謂文化？包含那四項要素？試舉例說明之。（25 分） 

命題意旨 理解文化的基本要素，並能具體舉例說明。

答題關鍵 能指出文化的基本要素，包含：符號、語言、價值觀和規範，並能具體舉例說明這些面向。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 7-7～7-8。 

【擬答】
文化是人類生活中核心的元素，代表特定社會人們的信仰、價值觀、行為模式以及物質產物。文化機制多

半影響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與他人互動、以及如何組織他們的社會生活。文化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透

過學習而來，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文化也會誕生、消失或是改變。

傳統社會學定義，文化包含四個主要要素：符號、語言、價值觀和規範。這些要素共同組成了文化的結構，

並在社會中傳播和再生產。

(一)符號（Symbols）
符號是指那些代表特定意義的物體、手勢、圖像或聲音。它們幫助人們傳遞信息和表達思想。符號的意義

是社會約定促成的，不同社會對相同的符號可能賦予不同的意義。舉例來說，十字架在基督教文化中代表

了宗教信仰和救贖的象徵，但在其他文化中，十字架可能沒有這樣的宗教意涵。同樣的，在不同的文化中，

顏色也可能象徵不同的意義。比如在中國，紅色象徵喜慶和繁榮，而在一些西方國家，紅色可能與危險或

警告聯繫在一起。符號的意義依賴於文化背景，人們透過符號來交流並建立共同的理解。

(二)語言（Language）
語言是文化的基石之一，它不僅是一種交流的工具，也是人們表達思想、感情和價值觀的方式。語言的存

在讓人們能夠傳遞複雜的想法、故事和歷史，並且保證了文化的持續和發展。舉例來說，台灣的閩南語和

客家話，作為特定群體的語言，反映這些群體的文化和歷史。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媒介，也體現了群體的身

分認同。語言的差異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存在，而同時語言也在文化融合中發生變化，體現了文化的動

態性。

(三)價值觀（Values）
價值觀是指文化中對於善惡、正當與否的共同標準或信念。它們塑造了人們的行為，並反映了社會對於某

些行為的期望。價值觀是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影響社會中的倫理、法律和政治制度。再以台灣社會為例，

孝道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觀，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尊重和照顧。這種價值觀在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中得到了

具體化。此外，在某些文化中，個人主義被高度重視，強調個人自由和自我表現；而在其他文化中，集體

主義可能佔主導地位，強調社群的和諧與合作。

(四)規範（Norms）
最後，規範是指導人們行為的具體規則或期望，它們是文化價值觀的具體體現。規範可以分為正式規範（如：

法律）和非正式規範（如：社會習俗）。規範幫助社會成員理解哪些行為是可接受的，哪些行為是不可接受

的。具體而言，社會中的法律是正式規範，它們對於犯罪行為有明確的定義和懲罰措施。而像打招呼時的

握手或鞠躬則是非正式規範，這些行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意義。在台灣，鞠躬表示

尊敬，而在其他國家，握手可能更為常見。規範維持了社會秩序，並且讓文化得以持續運作。

綜合來說，文化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複雜體系，它由符號、語言、價值觀和規範這四個主要要素構成。這

些要素相互作用，塑造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結構。文化的多樣性展現在全球的各個角落，而每個文化都有

其獨特的表達方式和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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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環境變遷造成氣溫不斷飆升，對於社會不同群體造成差異影響。何謂環境正義？請用此概念

分析暖化對於不同群體之影響。（25 分） 

命題意旨 環境社會學中的環境正義概念。 

答題關鍵 指出環境變遷對不同全體產生的差異衝擊與承受度，可以跨國與本地議題舉例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七講，環境社會學，傅偉哲編撰，頁 208。 

【擬答】 
環境正義意旨關注環境資源分配、公平及社會不平等概念。旨在於確保所有人無論其種族、性別、經濟地

位或地理位置，都能平等享有乾淨的空氣、水源和居住環境，並在面對環境風險時不會因社會弱勢身分而承受

更大的負擔。 
全球暖化議題嚴重，從社會學觀點來說，氣候變遷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影響不同。在環境正義的觀點下，可

以看見全球暖化如何加劇社會中的不平等，並對弱勢群體造成更大的衝擊。 
(一)弱勢群體承受較大環境風險 

1.在氣候變遷下，氣溫升高、極端天氣事件頻發，這些環境變化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影響是不均等的。貧困群

體、少數族裔、原住民和發展中國家的居民通常面臨更高的環境風險。他們的生活環境往往更加脆弱，無

法有效抵禦自然災害和氣候變遷的衝擊。例如：低收入群體居住在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地區，這些地區更容

易受到洪水、熱浪、乾旱等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貧困人口通常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來遷移或改善居住環

境，無法獲得應對氣候變遷所需的技術和資源。因此，他們更容易遭受房屋損壞、食物短缺及疾病傳播等

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伴隨著氣候變遷而加劇。 
2.同時，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國家尤其容易受到全球暖化的嚴重影響。由於海平面上升，許多小島國的土地面

臨著被淹沒的危機，而這些國家通常缺乏充足的資源來進行防洪設施建設或居民安置。氣候變遷已經威脅

到他們的生計，並且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氣候難民潮，進一步加劇全球的不平等。 
(二)環境正義與社會不平等的交織 

1.環境正義強調，全球暖化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氣候變遷對社會的影響往往與其他

形式的不平等交織在一起。例如：性別不平等在氣候變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女性通

常是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和食物的生產者。隨著氣候變遷引發的乾旱或洪水，糧食和水資源變得更加稀缺，

女性往往承受著更大的壓力來確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這不僅增加了她們的勞動負擔，也加劇了她們的

貧困。 
2.此外，少數族裔和邊緣化群體往往缺乏政治影響力，難以參與環境政策的制定過程。他們的需求和權益在

氣候變遷應對措施中容易被忽視。這導致了氣候政策的不公，例如：許多氣候政策可能側重於減少碳排放，

但卻忽略了這些政策對弱勢群體的具體影響。這使得原本已經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因為全球暖化的加劇

而陷入更加困難的處境。 
(三)全球暖化下的環境正義訴求 

1.環境正義運動主張，氣候變遷的應對措施應該更加關注弱勢群體的需求，並確保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例如：

在制定減緩氣候變遷的政策時，應該確保貧困國家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幫助它們適應氣候變

遷帶來的挑戰。同時，在面對極端天氣事件時，應優先考慮那些最脆弱的群體，確保他們能夠獲得及時的

救援和援助。 
2.另一方面，環境正義還強調，氣候變遷政策的制定過程應該是包容和民主的，確保不同群體都能參與決策，

並且他們的需求能夠得到充分考慮。這不僅能夠減少氣候變遷對弱勢群體的負面影響，還有助於推動更公

平和可持續的全球環境治理。 
3.總結來說，環境正義視角下的全球暖化問題不僅涉及環境保護，更涉及社會公平。不同社會群體在面對氣

候變遷時的脆弱性和風險是不同的，弱勢群體往往承受更大的負擔。因此，在應對全球暖化的過程中，必

須將環境正義作為核心原則，以確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能夠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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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社會流動？社會流動分為那些類型？又有那些因素會影響社會流動？（25 分） 

命題意旨 階層、社會流動。 

答題關鍵 流動類型：垂直、水平、代間、代際；流動的因素：教育、經濟結構、家庭背景、政策與制度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 8-21~8-22。 

【擬答】 
(一)社會流動 

1.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指個人或群體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涉及經濟、

職業、教育等方面，並且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動。社會流動的說明社會開放性程度，以及個人或群體是否能

夠根據能力、努力和機會來改變其社會地位。 
2.社會流動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根據流動的方向、範疇和代際傳遞的方式進行分類。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包

括教育、經濟結構、政策制度、家庭背景等。理解這些類型和因素，有助於分析社會中的不平等和階層結

構。 
(二)社會流動的類型 

1.垂直流動 
垂直流動是指個人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發生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根據流動的方向，垂直流動可進一步分為

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向上流動指個人或群體通過教育、職業或

其他手段提升其社會地位。例如：一名出身於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通過努力學習取得高等學位，並進入高

收入職業領域，從而提高其經濟和社會地位。向下流動則是指個人或群體因為經濟困難、失業或其他原因

而失去其原有的社會地位。例如：當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因為經濟衰退或失業而陷入貧困，這就是一種向下

流動。 
2.水平流動 
水平流動是指個人或群體在社會階層內的不同位置之間的移動，但不涉及社會地位的上升或下降。這種流

動可能發生在職業、地理位置或其他不影響社會階層的變化。例如：一名教師從一所學校轉職到另一所學

校，這種流動不改變其社會地位，只是水平位置的變化。 
3.代際流動 
代際流動是指不同世代之間的社會地位變化。這種流動考察的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社會地位的變化程度。例

如：如果父母是藍領工人，而子女通過教育和努力成為白領或專業人士，這就是一種代際向上流動。 
4.代內流動 
代內流動則是指個人或群體在其一生中的社會地位變化，這是同一代人內部的流動。例如：一名員工從基

層職位升遷到管理層，這種變化發生在其職業生涯中，屬於代內向上流動。 
(三)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 

1.教育 
教育是影響社會流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術培訓通常能夠為個人提供更好的職業選擇和

收入機會，從而促進向上流動。在許多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改變社會地位的關鍵途徑。具有高等學歷

的人往往比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擁有更多的機會進入高收入、高社會地位的職業領域。然而，教育資源的

分配並不總是均等的，家庭背景、社會資本和地區差異都可能影響個人獲取教育的機會。例如：低收入家

庭的子女可能因為經濟困難無法接受高質量的教育，這限制了他們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2.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社會流動的模式。經濟發展和產業變遷可以創造新的職業機會，促進社會流動。

例如：科技產業的發展為那些具有專業技能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向上流動機會。然而，經濟危機、失業率上

升或某些產業的衰退則可能導致大量的向下流動。 
3.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對個人的社會流動有深遠的影響。父母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教育水平等都會影響子女的發展

和社會地位。擁有高社會地位的家庭通常能夠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這有助於其子女在教育和

職業選擇上取得成功。相反，來自弱勢家庭的子女可能面臨更多的困難，限制了其向上流動的機會。 
4.政策與制度 
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設計也會對社會流動產生重大影響。社會福利制度、教育政策、稅收政策等都可以促進

或抑制社會流動。例如：免費或低成本的公共教育、獎學金計劃和職業培訓等措施可以幫助弱勢群體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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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如果社會保障制度不足或稅收制度過度偏袒富人，則可能導致社會階層固化，減少流

動性。 
5.綜合來說，社會流動是社會學中研究社會階層和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可以分為垂直流動、水平流動、代際

流動和代內流動等不同類型。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包括教育、經濟結構、家庭背景以及政策與制度等。理

解社會流動的動態和影響因素，有助於揭示一個社會的開放性和公平性，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以促

進更大範圍的社會流動和社會正義。 
 
四、臺灣社會出現 8,968 家寵物店，比某知名連鎖便利商店還多，反映現代社會人們寧養毛小孩的價

值觀，試述造成當代社會年輕人不願生育的原因為何？（25 分） 

命題意旨 人口生育議題。 

答題關鍵 可說明台灣目前生活條件負擔、性別工作環境、家庭觀念以及托育政策等議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五講，家庭社會學，傅偉哲編撰，頁 113。 

【擬答】 
當代台灣社會低生育率導致人口結構變化，不僅對家庭組成產生深遠影響，也對整體社會的經濟、勞動力市場

以及長期發展帶來挑戰。台灣寵物店數量的增加以及「毛小孩」文化的盛行，反映許多年輕人對生育和家庭生

活觀念的轉變。 
(一)經濟壓力與生育成本 

1.經濟壓力是年輕人不願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台灣的經濟環境對年輕人來說充滿挑戰，房價高昂、薪資成

長緩慢、工作壓力大，讓許多年輕人面臨巨大的經濟負擔。在這樣的背景下，養育一個孩子所需的費用成

為一項沉重的負擔。從懷孕、分娩到養育孩子的各個階段，無論是醫療費用、教育成本，還是未來的學費

和生活支出，都讓許多年輕人對生育心生畏懼。 
2.此外，台灣的住宅市場價格持續攀升，使得年輕人難以負擔購房成本。擁有一個穩定的居所被視為養育孩

子的重要前提，而買不起房或租房不穩定的狀況，使得年輕人往往不敢輕易考慮生育。同時，高昂的育兒

成本也進一步壓縮了年輕人的生活質量，這種現實壓力促使他們將「不生育」視為一種更為現實和理性的

選擇。 
(二)職場與家庭生活的平衡困難 

1.現代職場環境對年輕人要求高，工時長、競爭激烈，讓許多人無法兼顧職場與家庭生活。尤其是對女性而

言，職業發展與生育之間的衝突更加明顯。即使台灣法律規定了產假和育嬰假，實際上許多職場對於懷孕

和育兒的支持並不足夠。一些公司甚至對生育的女性抱持隱性歧視，擔心她們無法投入全力工作，這讓許

多年輕女性在生育選擇上面臨更多壓力。 
2.同時，現代社會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我實現，這使得許多年輕人更傾向於追求個人的職業成就和生活質量，

而不願將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育兒中。許多職場年輕人表示，他們更願意將時間用來提升自我、旅行或

培養興趣，而不是承擔養育孩子的長期責任和壓力。 
(三)社會文化與家庭觀念的轉變 

1.當代台灣的社會文化也逐漸向個人主義和自主生活方式轉變。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影響，許多年輕人不

再像過去那樣將婚姻和生育視為人生的必然階段。他們更重視個人幸福和生活品質，認為不生育或推遲生

育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自由和選擇權。 
2.此外，傳統家庭觀念的變遷也影響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在過去，婚姻和生育被視為一種社會責任，並與

家庭榮譽、宗族傳承緊密相關。然而，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許多年輕人對這種傳統責任感的認同逐漸減

弱。現代社會提倡多元化的家庭形式，單身、同居、不婚等生活方式逐漸被接受，這進一步削弱了年輕人

對生育的社會壓力。 
3.寵物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年輕人對於情感需求和陪伴需求的替代性選擇。與養育孩子相比，養寵物不僅

相對簡單，成本也更低，且能提供情感支持。對許多人來說，毛小孩已經成為家庭的一部分，他們願意花

費時間和精力去照顧寵物，而不願面對養育孩子的長期責任。 
(四)社會福利與育兒政策的不足 

1.儘管台灣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相關的生育鼓勵政策，例如：補助育兒費用、推動托育服務等，但這些措施的

效果仍然有限。育兒支援系統的不足，使得許多年輕人對生育望而卻步。台灣的托兒服務機構供不應求，

且費用昂貴，許多家庭難以負擔專業的托兒服務，這使得育兒成為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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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一些生育率較高的國家相比，台灣在社會福利和育兒政策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在北歐國家，

育兒津貼、免費的托兒服務、靈活的工作安排等措施，幫助年輕父母能夠在工作和育兒之間取得平衡，從

而提高了生育意願。 
3.總結來說，台灣年輕人不願生育的現象源於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包括經濟壓力、職場壓力、社會文化變

遷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的不足。面對高昂的生育和育兒成本、無法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困難，許多年輕人選擇

推遲或放棄生育。加上個人自由與自我實現的價值觀增強，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力減弱，這些都導致了當

代年輕人對於生育持更加謹慎甚至消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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