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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試題評析 
今年度的四大申論題都不脫主流教科書範圍，除了第三題較為冷門之外，其餘題目都很單純，但

皆指定了時事議題要求分析，可說是非常靈活的考法。此外，今年題目明顯有社會工作之色彩，

雖然不需要引用社工知識就可順暢作答，但是在近年來倒是少見，值得在未來準備時稍加留意。 

 

一、馬克思用疏離或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勞動特徵，包括那四種主要層

次，請分析處理社會救助申請的社工人員符合上述那些異化的現象？（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異化屬於基本考題，切入社會救助之行政工作並不困難，但四大異化務必區別清楚。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2-14。 

 

答： 
(一)意指勞動者原本為勞動的主體，卻在資本主義的剝削（exploitation）下淪為勞動的客體的過程。馬克思曾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討論四種異化的形式： 
1.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資本家支付了有折扣的工資（wage）之後便對產品加以侵占，使勞動者生產

的產品不歸自己所有。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制實為一體之兩面：前者使勞動者為資本家提供利潤，後者

使資本家再控制資本以剝削勞動者。 
2.勞動者與勞動過程的異化：勞動者無法安排自己的勞動時間，而是全然順從於機器的規律。這使勞動者

在工作時被物化（reification），僅只是機器的殘餘部分，喪失原本的創造性。 
3.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異化：勞動者之間僅有職務上的接合，並且成為潛在的競爭者，彼此之間缺乏人

性的聯繫。資本主義以自由競爭的口號為既得利益者的財富做辯護，實則是將利己主義（egoism）散布

在勞動者之間，使集體生活被粉碎而無法團結。 
4.勞動者與人性本質的異化：人性本質的實現，乃是以可自由支配之時間為衡量。因此，勞動者愈是在不

從己願下付出愈多勞動，勞動者便愈喪失自己的本質。 
(二)對於處理社會救助業務的社工人員，其部份勞動過程亦呈現異化之特徵。 

1.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在業務繁忙時節，申請人數爆量，加班及停止休假的情況屢見不鮮，不一定

都能申請加班費用，工資無法完全反映工作之付出。 

2.勞動者與勞動過程的異化：在審核申請案件的過程中，不能全然依照社工專業的同理心與個別化原則，

而需符合社會行政之相關法規，自由裁量之範圍都受到嚴謹的限制。 

3.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異化：面對許多低階層的申請者，即使與社工人員同樣是勞動者的身份，為了配

合行政法規，都需從嚴審查，斷絕了人性之間的聯繫。 
4.勞動者與人性本質的異化：在審查低收入戶及失業救助的過程裡，和社會工作的扶持弱勢之精神不無抵

觸，時而衝擊自身之理想，若無法妥善調適，難免出現事與願違或力不從心之情況，導致與自己的本質

相違背。 

 

二、請說明何謂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及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臺灣近年來興起的同志運動展現那些社會運動特性？（25 分） 

試題評析 
資源動員論和新社會運動論可說是截然相反的社會運動理論，前者強調社運組織以上對下的領

導，後者強調群眾自發的建構，兩者各有擅長，其實並非完全衝突，同志運動中就同時具備兩派

理論各自強調的元素。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4-13；4-15。 

 

答： 
(一)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1.代表：John D. McCarthy、Mayer N. Zald 
2.主張：強烈主張社會運動需要由運動組織領導，因而與群眾自發的羣眾行為截然不同。社運若要成功，

運動組織必須有能力集中以下資源，並做有效應用，包括人力、物力、時間、場地、政黨支持、意識形

態等。 
3.特色：此論將社運核心幹部稱為社運企業家（social movement entrepreneur），認為真正的社會運動是一

場精心的操作，由菁英領導外圍參與者達成預設的目標，因而又被稱為理性選擇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1)組織領導，而非群眾自發； 
(2)公關聯繫，非一味抗爭； 
(3)理性的資源集結，而非情緒宣洩； 
(4)社會變遷之實驗，是造勢非乘勢。 

(二)新社會運動論（New Social Movements Theories） 
1.抗拒國家及資本主義融入日常生活中 
2.都市草根運動，維持社區自主 
3.文化符碼上個人認同的壓抑反抗 
特色： 
1.支持基礎：非團體，是議題 
2.組織結構：非組織，是分散 
3.政治型態：非政治，是民間 

(三)臺灣的婚姻平權運動 
臺灣的同志運動近年蓬勃發展，從2012年底於立法院叩關失敗的《多元成家草案》開始，到2019年5月24日
由大法官會議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為止，歷時近7年終告實現。首先，以資源動員

論之角度觀之，此一運動先後由同家會、伴侶盟、同志熱線等運動組織集結，透過對媒體公關、立法委

員、支持群眾、理論論述之努力，方有實現之可能。其次，以新社會運動論觀之，此一運動不僅是達到政

治效果，而是在市民社會層面提高性少數之自我認同，成為一項文化成就。 
 
三、請試解釋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現象，並分析臺灣社會對於過動症（ADHD）及女性健康

醫療化的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醫療社會學原本是新興的社會學分支，自從被列入考試院的命題大綱之後，近二年連續出現，未

來前景可期。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9-36~38。 

 

答： 
醫療並不與健康等同，這在社會學的理念上，犯下了大眾健康「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問題，亦引出了

社會學家所批判的「醫學宰制」（medical dominance）的權力結構困境。為了充分揭露此一現象，首先要打破

「醫療保障健康」的迷思；其次要揭發「醫源病」的可怕事實；最後要重新尋找「製造病人」的社會罪魁和防

治方法。 
(一)「醫療保障健康」的迷思 

在《英國疾病史》一書中，麥克翁發表了著名的「麥克翁論述」（Mckeown Thesis）：死亡率的大幅下

降，並非因為醫療和疫苗科技的發展所造成。英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傳染病死亡率的下降遠遠早於醫藥介

入之前，是非醫藥因素（如公共衛生之改進）在其中發生作用。 
疫苗的研究和推廣有以下的盲點： 
1.疫苗的安全性與效用至今仍是不定數； 
2.疾病防治政策反映了意識型態的偏好； 
3.疫苗研發是國際科學界的競爭場域； 
4.疫苗研發涉及到重要的醫學研究倫理問題。 

(二)醫源病（iatrogenesis）的風險 
醫藥的研究，除了藥效的有限和安全問題外，已涉及重大倫理和生態危機。醫源病一詞來自希臘文：iat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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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醫師，genesis指的是起源。伊利希（Ivan Illich）發表了著名的《醫療劊子手》（Medical Nemesis）
一書，分析了三種醫源病： 
1.臨床醫源病：當醫生權威越大時，臨床醫源病越嚴重，各種侵入性檢查傷害、藥物傷害（甚至藥癮、藥

物戒斷癥候）、抗生素的濫用、以及醫師的失誤和醫院內的感染也都普遍了。一旦醫療化現象十分嚴

重，醫師便會躍升為民眾的健康掌管者。 
(1)醫療失誤：美國每年有近十萬人因醫療失誤而死亡，成為全美十大死因的第四位。其過失分類如下： 

A.技術性過失 
B.診斷錯誤 
C.可防止而未防止的傷害 
D.用藥錯誤 
E.其他過失 

(2)抗生素濫用：過度使用抗生素會造成細菌的抗藥性。這不只使原有的藥效喪失，且使醫院成為各種頑

強細菌進化和集中的大溫床。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專家可漢（Michell Cohen）以「抗菌末

期」來描述這漸漸浮現的醫療危機。 
2.社會醫療病：醫源病若是經由政治機制而轉化為「醫療化」的健康政策，就成為社會醫源病。醫師的權

力也由專業自主進昇為制度壟斷，即經由藥廠、醫院、保險、各種醫師公會、學會以及國家機器，主宰

了民眾健康的政治和社會系統。其嚴重程度，可由國家健康預算的醫療支出比、健康研究和教育（包括

社會和媒體）的醫療取向來反映。 
※例證：美國癌症政治（The Politics of Cancers）的內幕 

美國國家癌症中心長年來一直誤導社會大眾，讓人們誤信藥廠和科學社群已研發出奇蹟似的抗癌藥

物，但同時又大力打壓任何非大藥廠意屬的另類療法或補助療法的研發推廣。同樣地，該機構一直抑

制有關環境致癌物質資訊的曝光，以致民間無法獲致其生活、工作和日用產品中的致癌物和風險資

訊。 
3.文化醫源病：當醫學經由政策、市場、教育媒體等社會機制，成功地說服社會大眾，讓他們覺得大眾的

健康都可交由醫療或醫師來改善消除時，這個社會便已進入了文化醫源病。（發展中國家的扭曲尤其嚴

重） 
※例證：發展中國家的醫源病 

由已開發國家帶進來的專科醫師教育和重視科技、醫院為主的健康服務，主宰了貧窮國家的健康醫

藥。例如，這些國家的衛生支出有95%是花費在醫療上的，至於公共衛生（如供水和污水處理）花費

只在4-5%之間。並且，西方醫學視不同文化和傳統的保健醫療為無知、迷信，形成文化霸權。 
(三)由醫療化觀點看過動症與美容 

過動症又稱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縮寫为ADHD），被認定是神經發

展障礙的精神疾患，特性是難以專注、過度活躍、做事不考慮後果等等。然而，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而

言，過動症的界定一向是模糊，其標準是受社會環境而影響的，而其治療藥物更因此使跨國藥商獲得獲得

暴利。至於女體美容，更是鼓吹了一種遠離健康的身體美感，甚至不惜以手術侵入以符合主流的女體標

準，都是醫療化的寫照。 
 

四、請解釋社會階級再製（reproduction），在臺灣，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之後是否有助於解決社

會階級再製的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在國考社會學中，凡是教育制度的考題，幾乎毫無例外聚焦於文化複製論，討論文化資本的影

響，本題也出得中規中矩，沒有例外。 

 

答： 
Pierre Bou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意指個人對於高等文化的掌握能力。包含三大形式：內

化形式的心理情操（ethos）、外在形式的儀表（hexis）和制度形式的認證（certification），例如文憑，就是文

化資本最突出也最客觀的表現。 
依照Bourdieu的文化複製論（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上層階級並非直接以財富傳遞的形式將自身的階級

地位保留給下一代，而是透過家庭習養的文化資本，經過教育系統的偏頗認證，間接取得上一代的階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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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高等教育並未發揮預期的社會流動之功能，反而合理化現存的階級秩序，成為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Pierre Bourdieu在《秀異》（Distinction）一書中分析，品味就是一種辨識區分差異的過程。布迪厄研究的重點

不是說消費直接來自階級差異，而是經由消費人們選擇合適自己的品味，於是才產生了階級的差異性。同一階

級的行動者之所以會有特定的消費品味和消費風格，是因為具有相同的思維結構以及習性（habitus）。習性是

由習慣性的行為傾向系統所構成，這套系統讓個體可以行動。習性展現於個體在食衣住行生活風面很多「視為

當然」的嗜好和選擇，習性的養成最初是在家庭、接著是學校，還有階級屬性中很多已自我內化的觀念。 
臺灣的多元入學方案包括了申請入學、推薦入學、繁星計畫。其中，除了繁星計畫對城鄉差距與部份階級差距

有一定的平衡作用之外，申請入學依然是升學競爭，推薦入學更是仰賴家庭既有的文化資本，雖然有避免一試

定終身、考慮長期表現、肯定多元能力、重視主動表現的優點，仍不免持續了文化複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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