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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一、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都在研究社會行為和社會變遷，但彼此之間的觀點有差異。請申論社會

學觀點的獨特性。（25 分） 

【擬答】 

試題評析 

今年的社會學出題延續去年的方式，四題申論題。考題內容相當平實，都屬於社會學的主要議題，

只是在題目當中涉及到「階層」與「不平等」則有相當的重疊性。其他「社會學的獨特觀點」與「宗

教」的考題，則相當樸實。唯獨在社會學觀點的考題，考生必須連結到「社會行為」與「社會變遷」，

這裡面所隱含的，則是考出社會學的「微觀」與「宏觀」觀點認知，這點則容易被考生忽略。 
本次考題中，高點的社會學課程即占有約 90%以上的命中率。 

考點命中 

1.申論第一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一回，頁 3，第 1 講社會學基本概念；頁 62，第 5 講社會互動；

《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88，第 12 講社會變遷。 
2.申論第二題、第四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47，第 9 講社會階層。 
3.申論第三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38，第 8 講社會制度宗教。 

社會學不同於其他的社會科學，主要在於社會學強調「社會學的想像」，如果表現在「社會行為」與「社會變遷」

上，則分別可以從「社會互動」與「社會變遷」兩方面來看。 
(一)社會學想像 

1.指的是美國社會學者 C.W. Mills 在 1959 年在「社會學想像」一文中所提出的，認為社會學的學習，應該

具有三種想像力。 
2.這三種想像力分別為： 

(1)歷史的想像力—指縱貫性的比較 
(2)人類學的想像力—指橫貫性的比較 
(3)批判的想像力—指根據以上的了解，來檢視現在的情形 

3.在社會學想像力的觀點中，其特別強調者，在於「個人」與「社會」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 
(二)社會互動 

茲以「符號互動論者」所提出的互動，指出社會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將之區分成三個階段； 
1.「情境定義」(the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1)由湯瑪士(W. I .Thomas)所提出。 
(2)理論定義： 

認為人們會不停地估量自己眼前的一些情形，並且發現自己在這個情形中所處的位置，同時對這個「情

境」(situation)設定意義。在設定定義之後，人們便根據自己所考慮的各種情形設定不同的行動可能。 
2.「建構現實」： 
「湯瑪士定理」(The Thomas theorem)：如果人們界定情境為真實，則它就是真實的。這句話意味著，一

旦人們對於一個情境賦予意義，那麼這個定義不僅會影響我們的行為，也會決定我們行為的結果。 
3.「協商的互動和秩序」： 

(1)根據上述兩點，人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不可預測而且是不精確的世界，所有的行動必定會隨著情境

定義的改變而修正。 
(2)因此，個人必須不斷地試驗他的行為，並且根據別人的回饋，來修正自己的行為。 

(三)社會變遷 
主要從社會學古典三大家的學說來加以說明 
1.馬克思 
馬克思在解釋社會變遷的時候，主要從「歷史唯物論」的觀點著手： 
(1)歷史唯物論 

在上下層建築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了歷史的分期，可以根據以上的機制，區分出下列的變化時期 
(2)歷史演進過程原始時期古代時期封建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時期 

2.涂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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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最主要分析的是工業社會的變遷，他所提出的變遷機制，可以從他的著作「社會分工論」看出，

該書提出幾個觀念： 
(1)「機械連帶」（mechanical solidarity）「有機連帶」（organic solidarity） 
(2)社會連帶轉變的原因： 
社會量增加物質密度增加精神密度增加分工 

3.韋伯 
在其宗教社會學方面的貢獻，即「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提出了關於歷史變遷的解釋，

只不過這解釋必須放在他的關懷主題，即「理性化」的脈絡下來分析。 
韋伯在該著作中，指出了幾個分析焦點：從喀爾文教派的「預選說」以及新教倫理，並指出這樣的宗教倫

理，無形中卻也積累的財富，恰恰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具有了「選擇性的親近」(selective affinity)。 
 
二、請申論社會階層化的意義，並舉例說明階層化的來源。（25 分） 

【擬答】 
對於社會階層化，最主要的，就是一種人群的區隔方式，藉此，社會學提出了以下的說法： 
(一)功能論的解釋 

1.涂爾幹(E. Durkheim)的理論遺產 
(1)《社會分工論》的貢獻：任何社會中，都有他們認為比其他活動更為重要的活動。 
(2)每個社會的功能，都是根據各自的價值形成階層。 
(3)不同才智在訓練後所產生的差異會更大。 

2.戴維斯和莫爾(Kingsley Davis & Wilbert Moore)階層化之功能探討 
(1)1945 年提出之「社會階層化的功能理論」(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探討，著重在將

階級看作是一個「結構」，所指涉的是一種「位置」體系。 
(2)問題意識︰ 

社會如何對合適人選灌輸佔據某些位置的意願？  
當這些人佔據適當位置時，如何讓他們有滿足這些位置要求的意願？ 

(3)理論概念： 
①某些社會位置比其他位置更為舒適。 
②就社會的生存而言，某些社會位置比其他位置更為重要。 
③社會位置要求不同的能力與稟賦。 
④社會重要位置者，必然需要經過艱苦的過程來獲得，因此，社會也必然會給予較高的報酬來吸引人

們追求這些社會位置。 
⑤著重結構中的不同位置，會帶來不同聲望，但對於獲取的方式，卻並無特別關注。 

(二)衝突論的階級理論：馬克思的理論遺產 
1.階級的本質 

(1)馬克思對於「階級」的概念說明，具體出現在 1848 年所著之「共產黨宣言」一書中。 
(2)對於階級的區分，以「生產工具」的有無，分成「資本家」與「無產階級」兩個部份，至於中間的階

級，馬克思則認為，他們必然會往上下兩個階級的方向演變。 
(3)階級之間的關係，主要是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的「剝削」。 
(4)任何階級本身並非同質性的一體。 

(三)韋伯(M. Weber)的理論觀點 
1.韋伯與馬克思階級理論的差異： 
馬克思與韋伯皆將階級的形成因素奠定在「經濟」上，也同意，不過，韋伯在「生產工具」之外，另外又

指出了「與財產無關的經濟差異」。 
2.韋伯對於「階層」的界定，還提出了「地位」與「政黨」兩個面向： 

(1)地位(status) 
定義：地位指的是社會團體依照他人所給予的社會榮譽或是聲望所產生的差異。 

(2)根據聲望可以區分成：高聲望的群體、賤民群體 
(3)階級與地位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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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依照客觀的經濟條件（即生產工具的有無）所形成。 
地位依照主觀的評價所形成，受到各個不同團體的生活方式(styles of life)所支配。 

(4)政黨 
定義：指涉一群因為共同背景、目的或興趣而在一起工作的人。 
政黨本身可以補充階級概念的不足。 

(四)崔曼的「四點論」 
1.由崔曼所提出。 
2.主要在解釋為什麼不同的社會工作聲望的區分會如此相似。 
3.主要的解釋有： 

(1)人們的「需求」在各個社會中是相同的。 
(2)分工的社會中，有些人比他人擁有或控制更多的「資源」。 
(3)任何社會中都會因為「權力」而產生「特權」。 
(4)因為權力和特權，會導致「聲望」的產生。 

(五)華納的「聲望論」 
1.由華納所提出，主要研究洋基市。 
2.主要根據洋基城市民彼此述說對方的資料來描述該地區的階級體系。 
3.可以區分成六個階層： 
上上、次上、中上、中下、次下、下下等六個階層。 

(六)布赫迪厄(P. Bourdieu)的資本理論 
1.由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所提出，他在分析社會階層的時候，採取了「場域」、「慣習」、「資本」的分析

工具，當中： 
2.場域(field)的比喻性理解︰ 

(1)市場—有一個競爭的規則 
(2)遊戲—有一個需要競爭的目的。 

3.習癖、慣習、生存心態(habitus)的定義： 
各個社會團體以社會地位為基礎的功利計算方式，展現在他們集體的知覺和評價圖式上，而且是在無意識

的層次上進行的，這種各個團體各自行動「傾向」(disposition)和模式，便稱之為「習癖」。 
4.資本(capital)的概念與三種內容︰ 

(1)經濟資本—凡是任何可以轉換成「貨幣」形式者，皆可以被稱為經濟資本，舉凡動產、不動產、文化

產品等皆可謂之。 
(2)文化資本—包含︰身體化、客體化與制度化。 
①資本身體化指的是身體的健全與否以及體態完美否。 
②客體化則是指個人的品味。 
③制度化則是指文憑。 

(3)社會資本—指得是資本的一種形式，主要是描述透過人際網絡來實現目的的資源與能力。即指涉著人

脈，顯示出在社會當中人群聯繫的重要性。 
 
三、從社會學理論的觀點，宗教可能是一套文化性象徵體系、宗教可能是社會的變形、宗教可能是人

民的鴉片。請申論前述三個社會學理論對宗教的觀點。（25 分） 

【擬答】 
對於宗教的行為，呈現出許多的樣式，主要在於宗教必須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世俗化」(secularization)，故分析

社會學的宗教觀，可以從定義開始著手，進一步分析社會學三大家對於宗教的觀點： 
(一)宗教本身的定義 

儘管各種宗教有其特殊之處，但是所有的宗教幾乎都有： 
1.崇拜或是畏懼的象徵 
崇拜與畏懼的未必是人或物，也可以是某種神祕的力量。 

2.與信徒共同參與的儀式 
(1)儀式本身乃是一種多元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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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儀式不同於日常生活的步調。 
(3)儀式通常是以集體的方式進行。 
(4)儀式通常都在固定的時間、地點進行。 

(二)古典社會學三大家對於宗教的看法： 
1.馬克思的負面態度。 
馬克思認為宗教本身即是統治階級的在宗教層面上的作用方式，藉由不斷提供未來的理想願景，要人們忍

受現世的不滿，因此，馬克思認為這即是一種「鴉片」。 
2.涂爾幹的四個要點說。 

(1)涂爾幹(E Durkheim)的宗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傳統社會中的宗教。 
(2)涂爾幹的宗教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①宗教不是與社會不平等或權力有關，而是與整體社會體制有關。 
②社會本身採取「二元論」的區隔，亦即「神聖的」(sacred)與「世俗的」(profane)。 
③原始宗教的崇拜形式--圖騰(totem)的概念： 

A.指涉神聖的事物，被團體採用而具有神聖的象徵意義。 
B.圖騰神聖的賦予，來自於團體自身的中心價值。 

④宗教構成的四項要素： 
A.聖物 
B.信仰 
C.儀式—具有以下的作用： 

a.宗教儀式對於個人思考模式的限制。 
b.宗教儀式越標準化，越親近於「世俗的」。 
c.宗教儀式對於宗教次團體(宗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功用。 
d.宗教儀式對於團體的凝聚作用。 
e.二元論的連結點 

D.團體 
3.韋伯對於宗教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解釋。 
即藉由「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選擇性的親近」，來說明宗教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三)宗教世俗化的意義： 
1.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定義： 
指關於超自然的信仰與這種信仰有關的實踐已經喪失權威，且宗教的制度也喪失了社會的影響力，這種過

程，便稱之為「世俗化」。 
2.宗教世俗化的原因： 

(1)科學的發展 
(2)民族國家的興起 
(3)資本主義的發展 
(4)宗教問題的相互協調 
(5)宗教社會的失落 

3.世俗化的面向： 
(1)宗教的成員層次 
(2)教會團體對於影響力、財富、特權的持有 
(3)宗教性的影響 

 
四、社會不平等是社會學中的重要概念，試申論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社會不平等的特點。（25 分） 

【擬答】 
社會的不平等，除了社會階層的意義之外，亦可以藉由「社會排除」的機制看出，即社會在「政治」、「經濟」、

「社會」方面，呈現出彼此的差異。 
(一)三大家界定社會階層 

1.功能論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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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和莫爾(Kingsley Davis & Wilbert Moore)階層化之功能探討 
(1)1945 年提出之「社會階層化的功能理論」(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探討，著重在將

階級看作是一個「結構」，所指涉的是一種「位置」體系。 
(2)問題意識︰ 

社會如何對合適人選灌輸佔據某些位置的意願？  
當這些人佔據適當位置時，如何讓他們有滿足這些位置要求的意願？ 

(3)理論概念： 
①某些社會位置比其他位置更為舒適。 
②就社會的生存而言，某些社會位置比其他位置更為重要。 
③社會位置要求不同的能力與稟賦。 
④社會重要位置者，必然需要經過艱苦的過程來獲得，因此，社會也必然會給予較高的報酬來吸引人

們追求這些社會位置。 
⑤著重結構中的不同位置，會帶來不同聲望，但對於獲取的方式，卻並無特別關注。 

2.衝突論的階級理論：馬克思的理論遺產 
階級的本質 
(1)馬克思對於「階級」的概念說明，具體出現在 1848 年所著之「共產黨宣言」一書中。  
(2)對於階級的區分，以「生產工具」的有無，分成「資本家」與「無產階級」兩個部份，至於中間的階

級，馬克思則認為，他們必然會往上下兩個階級的方向演變。 
(3)階級之間的關係，主要是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的「剝削」。 
(4)任何階級本身並非同質性的一體。 

3.韋伯(M. Weber)的理論觀點 
(1)韋伯與馬克思階級理論的差異： 

馬克思與韋伯皆將階級的形成因素奠定在「經濟」上，也同意，不過，韋伯在「生產工具」之外，另

外又指出了「與財產無關的經濟差異」。 
(2)韋伯對於「階層」的界定，還提出了「地位」與「政黨」兩個面向： 
①地位(status) 
定義：地位指的是社會團體依照他人所給予的社會榮譽或是聲望所產生的差異。 

②根據聲望可以區分成：高聲望的群體、賤民群體 
③階級與地位的差異 

階級依照客觀的經濟條件（即生產工具的有無）所形成。 
地位依照主觀的評價所形成，受到各個不同團體的生活方式(styles of life)所支配。 

④政黨 
定義：指涉一群因為共同背景、目的或興趣而在一起工作的人。 
政黨本身可以補充階級概念的不足。 

(二)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 
1.社會排斥的定義 
個體中斷全面參與社會的方式，強調「過程」與「機制」。 

2.社會排斥的類型︰ 
(1)經濟排斥—包含在「生產」「消費」兩方面與社會脫離，前者代表無法找到工作，後者則代表無法購買

社會認為必須具備的消費品。 
(2)政治排斥—包含無法獲得政治身分證，或參與政治活動。 
(3)社會排斥—包含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或社區活動，但也可能包含著「主動排斥」，即自己放棄參加。 

(三)除了上述的排斥之外，也可以藉由「貧富差距」來觀察一般而言，由於學理上的根據，因此，在判斷人們的

階層地位時，常從「生產面」進行，如所得差距便是主要的指標。藉此，在劃分階層時，經由吉尼係數

(Gindcoefficient)的結果顯示，即最富裕者與最貧窮者所得差距，而貧窮者，則常陷入被排斥的境地。 
對於貧窮(poverty)的定義，社會學者有兩種不同的定義： 
1.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 

(1)絕對貧窮以生存的概念為基礎，指出為了維持身體的健康存在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如果缺少維持生存

所必需的條件，如食物、衣服等，就被視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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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絕對貧窮的概念被視為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學者認為不論生活在各種地方，若是有相似的生物背景，

就必須滿足最低標準。 
(3)許多國家更以「絕對貧窮線」(absolute poverty line)來區分貧窮，若是收入無法達到絕對貧窮線者，便

被稱為「貧窮」。以台灣的情形而言，根據社會救助法，以一年內個人消費支出的六成為貧窮線的判斷

標準，則 92 年度，台灣省的絕對貧窮線為 8426 元。 
(4)具有的困境是，使用單一指標的「絕對貧窮線」可能無法顧及到在同一社會內部不同地區的社會群體

的需要差異。 
2.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 

(1)主要是把貧窮與一個社會中主流的生活水準相聯繫。 
(2)強調貧困應該從文化來界定，而非從基本生活所需來界定。如在某個社會的生活所需，可能是另一個

社會的奢侈品。 
(3)具有的困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相對貧窮的理解也必須加以改變，如隨著社會的富裕程度增加，相

對貧窮的標準也會向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