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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的社會學出四題申論題，屬於常規題數，而且都是有學過就有分數，所以考生只要熟讀《高點‧

高上社會學講義》，然後連結所學的相關部分，即可以高分過關。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楊駿編撰，占 90%以上的命中率。 

第一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第十講，頁 64。 

第二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涉及社會變遷，楊駿編撰，第十三講，頁 133，以及《高點社

會學總複習講義》 

第三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一回，請參考網路科技與社會互動，講社會變遷，楊駿編撰，頁 30-54。

以及總複習上課 STS 內容。 

第四題：《高點社會學講義》第一回，談到了性別，楊駿編撰，頁 108-127，以及上課提到性別方面

的議題分析。 

一、臺灣社會的人口問題己成國安問題，目前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現象。何謂人口高齡化？其形成原

因為何？請從高齡化社會可能產生的問題與風險，提出社會學的思維與對策。（25 分） 

【擬答】
  人口高齡化，也稱為人口老化，就學理的概念而言： 

(一)人口老化

1.老齡化人口：指的是總人口中 65 歲和 65 歲以上的人口。

2.人口老化：指的是從一個具有高生育率和低預期壽命的人口向著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人口轉變的過程。

(二)人口高齡化的形成因素

1.人口因素：決定人口老化的決定因素，是「出生率的降低」。而「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人口的遷移」，則

是比較次要的。

2.社會因素：這方面主要是指人口政策、生育觀念、宗教信仰等。

(三)人口高齡化所造成的風險與問題

1.勞動年齡人口負擔老人的係數提高

  65 歲和 65 歲以上的人口 

(1)老年負擔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100%

  15 歲到 64 歲的人口 

(2)公式所代表的含意是：負擔係數越低，對於經濟的開發將更為有利。

2.降低勞動生產率：老年人口對於新知的吸收緩慢，而且容易阻礙社會的流動性，並對消費形態產生影響。 

3.老年人口對於儲蓄率的影響

4.老年人口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四)人口老齡化的理論解釋

1.功能理論

(1)立足於 1950-60 年代的結構功能論，所以強調【學習角色】的重要，認為老年人必須了解到會有生理上

的衰退，因此，這種老人的角色，必須要考量這種衰退。

(2)Parsons 指出，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必須考量到重新界定老人的社會角色，以免落入到傳統中【老人

會被社會所拋棄】等負面印象。

(3)脫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

由於老年人年紀的增長，因此必然會離開原先所佔據的位置，並將位置空出來給他人，這是具有功能性

的。同時對於老人也有功能，因為承擔的責任也變少了。

(4)批評

A.退休年齡逐漸後退，以及退休金發放的爭議。

B.忽略的老人們所面臨的不友善環境。

C.現今老人更常扮演積極成人的角色，而非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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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分層理論&生命歷程論 

(1)年齡分層理論 

A.在老齡化過程以及老年人在社會分層的結構中，國家政策之類的社會結構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 

B.結構滯後(structure lag)：強調說明國家的政策始終跟不上實際人口的變化。 

(2)生命歷程論 

A.不同於將老齡化視為一個獨特的區塊，而是將老齡化視為是從出生、青年一直到老年的延續過程，老

年的所有特徵，都是由生命歷程所累積而來的。 

B.連結了【微觀社會學】與【宏觀社會學】。 

3.政治經濟學理論 

(1)著重在批評國家與資本主義在【支配】與【邊緣化】老年人所起的作用。 

(2)強調在【形塑】和【再生產】社會權力與不平等方面，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作用。 

(3)社會政策是不同階級之間角力的結果，因此無法孤立於整個社會結構來單獨考察。 

(五)對策 

1.鼓勵生育：由於人口老齡化，主要在於出生率的減緩，使得人口當中老年人口增加，因此可以從以下幾個

方面著手。 

(1)獎勵生育 

(2)鼓勵跨國婚姻 

2.健全老人福利措施：強化社區老人福利機能。 

藉由社區等較小單位為主，增設老人安養與福利機構，使得長輩得以有社區進行日間照護，晚上再由家計

單位照顧，使得老人與家庭不會失去連結。 

 

二、全球化的趨勢下，產業鏈結的國際分工讓世界各國處於不同的階層，造成全球的不平等。請闡述

全球不平等是如何發生的？社會學的不同理論對此一現象提供了何種解釋？請分別從現代化理

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加以論述之。（25分） 

【擬答】 
  全球不平等的情形，可以由下列幾個理論觀點分析之： 

(一)現代化理論 

1.現代化的過程、階段與類型：現代化理論的兩大支派： 

(1)目的價值論：認為由於科技的發展，世界各國會以西方社會為原型，而模仿西方的現代化方式，即： 

A.動力：採取普遍與必然性的進化動力。 

B.過程：採取單線轉化的原則。 

C.階段：傳統過度現代。 

(2)工具價值論：採取了不同於目的價值論的理論觀點，認為受到西方現代化刺激的第三世界，未必會採取

西方的現代化模式，而是會有所反省，並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其： 

A.動力：選擇性與非必然性。 

B.過程：挑戰回答崩潰。 

C.階段：續續地成長。 

D.發展的過程圖示： 

                              邁向現代化 

現代化的挑戰傳統社會的回答 

                          崩潰與破產 

2.現代化的相關面向 

(1)經濟發展優先理論 

A.內涵：將現代化的概念予以具體化，將現代化等同於發展，但實際的情況是，發展未必等同於現代化，

可是現代化必然蘊含了發展。 

B.古典的發展觀點： 

a.樂觀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經濟學對於「經濟理性」與「私有財產」的強調，採取資本

主義的樂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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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悲觀論：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對於人口的增長超過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的

發展悲觀論。 

c.衝突論：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所引起的政

治方面的衝突。 

C.現代的發展階段理論—羅斯托(W.W. Rostow)認為經濟發展階段可以分成： 

a.傳統社會—農業社會為主。 

b.準備起飛期—資金的籌備。 

c.起飛後期—勞力密集的輕工業階段。 

d.成熟期—重工業取代輕工業。 

e.大量和高消費期—出現「生產過剩」、「大量消費」、「服務業人口增加」等特徵。 

(2)政治優先發展理論 

政治發展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根據杭丁頓(S. Huntington)對於「經濟發展—社會變動—政治安定」的

研究顯示： 

A.在高度政治參與的國家中，經濟成長成為政治安定的前提條件。 

B.無相應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措施時，經濟增長可能會導致人們在物質方面的滿足，也可能增添社會的挫

折感。 

C.社會性動因在「經濟發展對政治的影響」上，主要是：「社會動員」、「差距挫折」、「分配不均」上。 

D.強調政治安定—社會性因素—經濟成長之間的一種動態的辯證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3)社會文化發展理論 

可以分為以下兩者： 

A.Duverger 的「文化閘」(Barrage Cultural) 

a.理論內涵：將社會文化中的關鍵因素區分為「經濟(E)」、「社會階級(C)」、「意識形態(I)」、「政治組

織(P)」四大項。 

b.社會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為： 

      E        C         I         P 

c.四大變數在長期互動後，就會凝固或是結晶出具有獨特文化的次體系，彼此再結合而形成「文化

閘」，它具有一種意願的，或是意圖的特性。 

d.具有特性： 

社會運動與既有秩序的調停人。 

過濾與整合的社會功能。 

阻礙社會進步的社會反功能。 

B. G. M. Foster 傳統文化障礙分析 (Analysis of Socio-Cultural barriers or obstacles) 

a.問題意識：傳統文化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什麼有許多人仍要保持傳統而拒絕對現代化觀念的

變遷？ 

b.理論解釋：「有限利益」(limited good)的觀點，限制了變遷的可能。 

3.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1)現代化所隱含的「西化」觀點，常被認為是「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 

(2)預設的直線進化模式，往往忽略了計畫變遷的可能作用。 

(二)依賴理論 

1.依賴理論(Dependent Theory)形成的歷史背景 

(1)理論學者：以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為代表 

(2)理論觀點：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壟斷和控制整個世界市場的新歷史條件下，任何低度發展國家的社會和

經濟發展，都勢必依賴著先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2.理論內涵： 

(1)「依賴」產生的背景：A.帝國主義跨國公司的擴張 B.拉丁美洲國家的工業化 

(2)新帝國主義：A.向外擴張的經濟中心 B.作為擴張對象的附屬國家 

(3)依賴發展的理論前提：任何依賴形態的出現，必然承襲著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即依賴關係的不平等性： 

A.法蘭克認為，要正確理解低度發展國家經濟現代化的過程，關鍵就在於正確考察宗主國和附屬國的相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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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本來就是以「自由競爭」和「不平衡發展」為基本的模式。 

C.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模式，會導致宗主國與附屬國之間的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又會進一步鞏固資

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模式。 

D.戰後世界資本的輸出特徵： 

a.資本輸出規模大，增長速度快。 

b.私人資本輸出中，直接投資佔主要地位。 

c.對外直接投資部門結構發生明顯變化。 

(4)依賴的類型：A.殖民地型的依賴 B.工業、金融依賴 C.工業、技術依賴 

(5)依賴國家的可能出路： 

A. O. Sunkel & C Furtado 

a.低度發展國家可以通過轉變經濟類型獲得獨立地位。 

b.主要從「外向出口型」轉變成「內向生產型」為主。 

c.批評附庸國的「低廉生產原料」、「廉價勞動力」因素，但他們卻忽略了造成依賴主要是不平等貿易

的結果。 

B. F. H. Cardoso 

a.依賴發展的模式：附庸國盡量擴大跨國公司的投資，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與技術力量，同

時排除本國內的保守階級。 

b.試圖在承認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擴大經濟市場」的前提下，有計畫的開發本國的獨立經濟

力量。 

c.這種做法的主要前提是︰附庸國本身在政治、經濟上的獨立性。 

d.理論強調了「外部力量」以及「內部力量」的結構性依賴。 

(三)世界體系理論 

1.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的形成以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為代表 

2.歷史背景的描述：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1)16-19 世紀的第一個型態：由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不平等關係的世界經濟網絡，是以宗

主國的最強大國作為「中心控制塔」，形成「塔型結構」。 

(2)19 世紀末以後：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除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外，經濟上的控

制從原先對原料、資源的掠奪以及商品輸出的基本形式，轉變成對於資本輸出，在殖民地生產和加工各

種原料、充分利用殖民地國家勞動力從事壟斷性商品生產與買賣，軍事與政治的干預同時進行。 

(3)二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共產集團出現，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對抗，且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使得宗主

國—殖民地關係轉變成為先進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再加上西方國家以文化、科技優勢進行殖民。 

3.世界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 

(1)科學的性質及其各個組成學科的相互關係：近來的「多學科研究取向」構成了當代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徵。 

(2)歷史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A.對於歷史的爭論，主要在於「歷史學究竟是對於發生事件或人物的純粹描述呢」還是「可以從複雜的

歷史現象中概括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即「描述性」還是「解釋性」的。 

B.並認為應當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長期歷史來進行分析，故「反對 Marx 將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階

段」；或 Lenin 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壟斷資本主義，也為資本主義的矛盾預留分析的空間。 

4.世界體系的理論內涵：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是區分成「經濟上

先進的核心地區」與「經濟上低度發展的周邊地區」這種雙重結構的分工，進而以此作為分析的原則，將

焦點置於： 

(1)核心—邊陲 

(2)半邊陲 

(3)不平等的交換 

(4)資本的積累：A.核心積累過程的單位 B.核心與邊陲之過程的整體性 

 

三、拍照上傳網路社群媒介已成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網路儼然成為新媒體影響大眾的日常生活。請

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網路科技媒體興盛對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所可能產生的正面或負面現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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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25分） 

【擬答】 
  網路對於人們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從【網路影響個人身分】以及【網路影響互動】兩方面分析。 
(一)網路對於身分造成的影響 

1.網絡空間中的身分認同 

不同於物理空間，因此網絡空間造成成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因為任何的溝通都要有身分認同，且網路

時間充足，「多重身分的製造」是可能的，但卻不是無限度的，你得想像力夠，且擁有多重身分。 

2.網絡設群中的身分虛擬 

(1)網路社群交往，儘管不如現實，但也要身分認同作為基礎。 

(2)網絡中的書寫，都是「電子文本」(Derrida)，藉由電子文本跟主體溝通，並導致了「身分的流動性」(identity 

fluidity)—在線身分與離線身分有一致性嗎？與「等級重建」(renovated hierarchies)，在線社會等級與離線

社會等級不相同。 

3.身分的電子文本化 

(1)註冊(仍有可能反映當事者的特性) 

(2)自我描述(說明自己的特徵) 

(3)電子文本的虛擬身分所導致的兩個問題： 

A.身分透明度(在線與離線的關連性而言) 

B.身分穩定性(隨時間變化的程度) 

(4)身分透明度 

A.經由網絡雙向所界定，但仍可以從往來中找出關於真實的蛛絲馬跡。 

B.涉及到「信任」與「欺騙」：在網路上，想要偽裝成高技術者相當困難，但網絡卻可以容忍一般刻板

印象所形成的角色，如性別方面的轉變。 

C.網絡對於欺騙有較高的容忍程度，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如「電子情人案例」，顯示即使是在網絡環

境中，仍然需要某種程度的真實。 

4.虛擬身分的流動性 

(1)網絡中，似乎可以消除膚色/性別，但事實是，消失的只是他們的物理形式，在社會心理層面上，他們

仍然存在，只不過建構方式與離線有所不同。 

(2)因此，網絡的身分只是離線身分特徵的重組，有些重要有些不重要，會被保留或不會被保留。 

(3)網絡的身分，可能藉由暱稱或是個人網頁探詢個人風格，這就是一種對於文本的解讀，並轉換成為某種

離線的特徵。 

(4)虛擬身分與「真實身分」的關係： 

A.將網絡身分看作是真實身分的延伸。這會導致「作為其所是」(intend to be)。 

B.將網絡身分看作是「幻想」(fantasy)空間。這會導致「成為其所扮演」(intend to perform)這兩重的劃分，

可以用來取代「真/假」的區分。不過，事實上，由於在線身分的缺乏想像力(why)，所以通常會導致

「身分的同質化」(homogeneity)，而不是個性化。(主要原因是身分容易被抄襲，複製/拼貼)。 

(二)對於互動的影響性 

1.正面影響：強化的互動的聯繫，使得人們在正式的面對面互動之外，得以藉由網路媒體再強化整個互動。 

2.負面影響：也有可能真實與虛擬的差異，產生了： 

(1)角色緊張(role strain) 

A.定義：指的是個人在「同一個地位」的「各種角色」之間產生了不協調的情形。 

B.例如：當佔據社工人員地位、履行社工人員角色時，個人可能同時面臨與案主、同儕、主管的互動、

彼此的需求可能不協調，如案主需求較多時間，但主管對於其他案主權益的考量，並不認同在同一案

主花過多時間等。 

(2)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 

定義：指的是個人在「不同地位」的「不同角色」之間行為產生了扞格的情形。 

 

四、近年來美容整形蔚為風潮，不同性別者對於外貌的美醜有著特定的評價。請論述整形（或稱醫學

美容）的興盛如何反映性別的社會規範與框架？（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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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關於【醫美】與【性別的社會規範】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分析。 

(一)消費文化的影響：消費文化是市場社會的文化。 

1.現代的消費以「市場」做中介，意思是消費的任何商品、服務與經驗，都是透過「市場」販賣給消費者，

一方面是不顧理念與需求的商業機構，一方面是依照著物質與文化資源、市場關係來作選擇的消費者。 

2.在 Marx 的觀點中，工人只能透過間接的方式來獲得商品，也就是「資本主義」與「薪資關係」同時生產

著「工人」與「消費者」。 

3.消費文化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意味著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才能夠讓消費者存在，社會主義或是

宗教立國的國家沒有消費者的意義。 

(二)女性主義的興起所造成的影響(生理性別化的身體，無關乎社會影響) 

1.做性別(doing gender)：由 West 以及 Zimmerman 在 1977 年於【做性別】(doing gender)一文所提出，文章中

指出，性別本身是經由後天不斷的展演所形成的，因此每一天的人際互動，都會根據社會所界定的標準來

執行，在這樣的過程中，性別會被不斷地強化，這就是不斷加強性別認知的過程。而在這個前提之下，性

別的形成就會經由【性別社會化】而形成。 

(1)基於個體生物器官以及社會期望，社會會將人群分為：雄性—男性；雌性—女性。前者所指的是生物的

「生理構造」，亦即所謂的「性」，而後者則指生物體的「社會期望」。這裡的社會期望，包含對於：男

性—勇敢、果決等。女性—溫柔、婉約等。 

(2)同時，社會也會採取相關的機制，如學校、家庭、傳媒等，以進行「性別社會化」的運作。 

2.性別壓迫的機制：認為女性處境是男女之間直接權力關係的結果，男性控制、利用、壓迫女性，拒絕承認

被支配者的主體性。這就是【父權體制】的統治結構。並且把【美】的概念，界定成由男性認知的標準，

並使女性加以配合、學習。 

激進派的女性主義 

(1)兩個主要信念：A.女人生為女人有其絕對的價值，反對貶抑女人的想法。B.女人受到父權體制壓迫，且

是暴力的壓迫。 

(2)認為所有的壓迫形式中，【性別壓迫】是所有壓迫的根本，而【父權體制】是最不被注意，但是最重大

的社會不平等結構。 

(3)【父權體制】是指由男人與男性主宰的組織去殘害女人的暴力實踐，但並非以身體虐待的形式出現，可

以是【美麗標準】、【貞節觀念】、【職場性騷擾】、【薪資給付】等方面。 

(4)【身體虐待】是【父權體制】與【暴力】聯繫的中介，而經由此，父權體制便可以集中其他的權力資源，

如經濟、法律來支撐其本身。 

(5)出路：A.女性意識。B.姊妹情誼。(對立父權、分離主義)。 

(6)批評：焦點只集中在【父權體制】而已。 

(三)訓育 

1.傅柯(Michael Foucault)的觀念 

2.訓育技術的轉變：Foucault 將這種「處罰」與「規訓」(17.18 世紀的統治機制)聯繫在一起，製造出馴化的

身體，主要是來自於軍事上的基礎，包含了： 

(1)層級監視(hierarchical observation)：訓育權力是個等級化體系，因此被訓育者對於體系中的管理者而言，

必須是「可見的」，會處在結構性監督或管理下。 

(2)規範化裁決(normalizing judgement)：確定偏差者的罪行，不僅要判定罪行，還要究其原因，因此必須按

照犯人的罪行加以「規範化」，包含了監獄看守、心理學、牧師等。 

(3)檢查(examination)：包含了前述兩者的合併，監視主體並進行規範化裁決，主體成了一個「檔案」，造成

了「權力的對象」與「知識的對象」的合一。將主體視為「個體」，分別對待，使其「個體化」(individualized)

了。 

(四)由以上三個理論的背景可以得知 

醫學美容，藉由性別主義，界定出何者是【美】的概念，可能藉由選美等方式，形成一種標準，再藉由訓育

等方式，教化女性符合這個標準；但是與此同時，也指出了任何女性都可以健康地追求這個目標，即是藉由

消費，達成此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