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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答題關鍵 

這次的調查人員社會學考題，題目出得四平八穩，所以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都有考到，微觀社會學的

部分主要集中在【文化】與【偏差行為】，後者是調查局在考社會學的每年必考題，課程中也有多次

提醒同學；宏觀社會學部分考的與時事有關，所以從【家庭暴力】到【全球暖化】都入題，考生可

能會對於環境社會學有所陌生，但是該主題在社會變遷當中都有提到，並配合【風險】的概念進行

理論解釋，而不是一直在做現象的描述，應該可以有理想的分數。這次的考題，在課程與講義當中

都有教授到，考生可以參考以下講義頁數，來確認自己在這方面的學習成果。 

考點命中

1.《高點社會學講義》種族中心主義，楊駿編撰，頁 1-48。
2.《高點社會學講義》文化相對論，楊駿編撰，頁 1-48。
3.《高點社會學講義》偏差行為，楊駿編撰，頁 1-87 至 1-90。
4.《高點社會學講義》家庭暴力，楊駿編撰，頁 1-140。
5.《高點社會學講義》環境社會學，楊駿編撰，頁 1-166, 169。

一、 請舉例說明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一)「民族優越感（或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二)「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

【擬答】
(一)種族中心主義

1.定義：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行為、信仰、價值和規範，視為唯一正當生活方式，並且以自己的標準，

去判斷別人，便稱之為「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2.種族中心主義背後的意含：

(1)導致了專制主義的產生。

(2)種族中心主義背後的霸權意含。

(3)種族中心主義對內與對外的不同意義，就對內而言，它是一個團體的團結與穩定的來源，但是如果就團

體之間而言，它卻是形成衝突和誤解的來源。

3.逆轉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這種種族中心主義，是指說主動地去學習別人的價值觀或是行為模式，並不是被迫的去接受，而是主動的

去學習，這便稱為逆轉的重族中心主義，如哈日族、哈韓族便屬於這種類型。

(二)文化相對主義

1.定義：衡量某一文化要素，應該按照它自己的標準，而不是按照某些假定適合所有文化的普遍標準，這種

說法，便稱之為「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
2.文化相對論背後隱藏的意含：

(1)各種文化應該具有相同的價值。

(2)尊重差異性。

(3)研究各種文化，應該將它放在既有的文化脈絡中進行研究，而不能夠從不同的文化脈絡中進行研究。

3.但是，文化相對主義，也可能會導致絕對的相對主義，即文化必須在不同的脈絡裡面被理解，就意味著沒

有所謂的普世標準，在這種情形下，就會形成相對主義，即怎麼論證都是合理的，會導致衝突的產生。

二、根據功能論（Functionalist Theory）、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以及衝

突論（Conflict Theory），分別從偏差行為（Deviance）的定義、偏差行為發生的原因、以及什

麼時候會產生偏差行為，解釋偏差行為。（30分） 

【擬答】
(一)結構功能論

1.涂爾幹的「迷亂；脫序」理論

(1)涂爾幹指出，在社會就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起來時，人們沒有準確的社會規範可以遵循，這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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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迷亂的狀態。 
(2)處於迷亂狀態中的人，便可能因此而產生偏差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無法以既有的規範從事。 
(3)肯定的「犯罪/偏差」的必然存在，而且會有兩種反應︰ 
調適 
維持界限 

2.莫頓(Robert K. Merton)的脫序理論  
(1)認為偏差行為的發生，在於【遵循了既有的規範，卻沒有達到規範所設定的應有結果】這時候就會有偏

差行為發生。 
(2)問題意識︰ 
有錢人的犯罪 
犯罪率較高的多半是中下階層 

(3)目標與有限手段的五種可能模式： 
順從(conformists)： 
接受社會既有的目標，採取社會接受的手段；盡全力去達成，這並不是一種偏差行為。 

創新者(innovators)： 
接受社會共同的目標，但是卻以創新的手段來達成目標，如：犯罪。 

儀式奉行者(ritualists)： 
只顧著一味地遵循著不合時宜的手段，但卻不了解目標，這是在無法達成目標下的挫折反應。 

退縮者(retreatists)： 
由於達成目標受到阻礙，所以放棄社會共同目標、放棄可被接受的手段，採取自我滿足的方式。 

叛逆(rebels)： 
反對社會既有的目標及手段，並企圖建立新的價值體系。 
反應類型 文化目標 合法手段 實例 
順從 是 是 努力讀書以獲得優異成績 
創新 是 否 偷竊行為 

儀式主義 否 是 因為點名才去上課的學生 
退縮 否 否 隱士 
反叛 否 否 革命者 

(4)這個理論所受到的批評，包含下列的情況： 
無法解釋為何某人的選擇項不同 
亦即，他只有指出了各種不同的類別，但是並沒有說明為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行為反應。 

忽略人的自主性 
他並沒有說明，是否行動者本身會有所反思，而不是單純的落入了類別的窠臼當中。 

另外，他也沒有解釋，為何在一個富裕的社會中，犯罪率仍然會逐漸上升呢？ 
同時，這個理論的適用，主要來自於富裕的美國社會，並給予人們向上的激勵，那麼，在一個沒有崇

尚激勵的社會中，這種理論解釋將非常困難。 
3.偏差行為的文化觀（偏差的次文化） 

(1)強調偏差行為受到【次文化】影響頗深 
(2)莫伊尼漢(Moynihan)提出的《定低偏差》(Defining Deviance Down)便提出了讓偏差行為的被容忍程度上

升，藉此減少偏差行為。 
4.偏差行為的區域觀 

(1)強調鄰里社區的整合程度，即鄰里的穩定性與同質性對於偏差的影響。 
(2)強調社區的社會控制。 
(3)尹卡艾若克森(Kai Erikson)《任性的清教徒》(wayward puritans)便指出，任何社區的偏差程度，就相當於

這個社區處理偏差的能力。 
(二)衝突理論 

1.馬克思(K. Marx)的上下層建築理論 
(1)馬克思的上下層建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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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律、宗教…… 
經濟 

資產階級屬於下層建築佔據優勢者 
認為偏差的發生，在於資產階級制定了法律，以排除不利於資產階級獲利或是進行統治的人或行為。 

2.新犯罪學 
(1)泰勒(Taylor), Walton,Yeung—1973「新犯罪學」 
(2)定義︰偏差是被有意選擇的，其本質經常是政治性的。個體故意選擇偏差行為，為了是「反抗資本主義

制度的不平等」，如：黑人權利或同性戀者的解放運動。 
(3)1978 文化研究，Stuart Hall 的「管制危機」用以分析在 70 年代英國盛行的「攔路搶劫」，指稱政府與媒

體企圖強化這種行為的道德恐慌，以掩飾日益增長的失業率、工資與社會不平等。 
(4)「法律」的重新定義。 
(5)理論的意含。 

3.新左派實在論 
(1)傳統左派的概念 
  犯罪只是對於現實的不滿罷了，不用在意犯罪的統計數字，重點在於談論理想的未來。 
(2)以往左派只是批評政府犯罪統計數字的上升不實，但新左派實在論則是認為犯罪率的確是在上升，需要

更多的「犯罪控制」與「社會政策」，而非理論性的談論。 
(3)把注意力轉向「犯罪受害者」的研究，這樣比較真實。 
(4)解決出路—最小管轄理論。 

(三)符號互動理論（社會過程論） 
1.差別結合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1)由蘇勒蘭(Edwin H. Sutherland)所提出 
(2)主要觀點：認為人們同時承受強調守分與偏差的觀念，如果在其周遭，後者的影響力大於前者，則偏差

行為就會出現。 
(3)認為偏差行為主要是學習而來的，尤其是從個人所屬的親密團體中學習而來的。 
(4)又稱「染缸理論」，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其中強調幾個因素： 
涉及的他人所具備影響力 
接觸時間—優先性 
期間 
頻率與次數 

(6)受到的批評： 
儘管「差別結合理論」解釋了偏差行為如何傳染，但是它卻沒有指出，「偏差行為如何出現的？」 
偏差行為的發生，有可能是社會機會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 

2.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 
(1)由貝克(Howards Becker)提出，並由勒馬特(Edwin Lemert)加以說明。 
(2)主要觀點：社會團體在提出規範的同時也指出了偏差，因為兩者互為反面，偏差是用來規範某些人，並

將它們界定為「局外人」(outsider)，局外人並未完全脫離團體，但是他只能是被動的接受者。 
(3)標籤的界定在於「偏差者與非偏差者的互動過程」，所以，它反映了社會的權力結構(也就是誰在製造標

籤)。 
(4)「標籤偏差行為」的過程 

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tion)：初次犯錯 
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tion)：再次犯錯 

(5)理論的貢獻與困境： 
理論的貢獻： 
指出犯罪並非天生的，而是有權有勢者的法律界定與法院、警察的執行(如：判定罪狀、決定罰多少)。 

理論的困境： 
A.貼上標籤之後，如何成為偏差行為？ 
B.標籤與偏差行為是正相關或是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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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必須了解法律、司法、警察系統的發展 
 
三、家庭暴力為什麼是晚近社會學研究的議題？家庭暴力有幾種類型？（25分） 

【擬答】 
(一)家庭暴力近期研究的原因 

家庭暴力在近期受到研究重視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談起： 
1.現代性的興起 
家庭領域向來被視為是【私領域】(即主要著重在私人或家庭的事務)，相對於【公領域】(即公眾方面的事

務)，以往這兩個領域區隔的非常清楚，但是在進入到現代化之後，公私領域相互影響，使得公共領域的

事務也會在私人領域討論，而私人領域的事情，也可能進入到公共領域，如討論明星的私人家庭事件便是。

在此前提下，家庭暴力成為可以被公開討論的議題，而不是私人處理的事務而已。 
2.傳播的發達 
由於傳播領域的發展，除了既有的報紙電視媒體之外，自媒體(self-media)的出現，很多人的直播，都有助

於資訊的快速傳播，因此，家庭暴力的消息可以在短期內迅速傳播。 
以上兩點都促使家庭暴力成為社會學逐漸重視的議題。 

(二)家庭暴力的類型 
1.定義：家庭中的成員直接對另一成員或是其他成員施以身體上的虐待 
2.家庭暴力的類型，可以包含： 

(1)從攻擊的類型來區分： 
肢體暴力：家庭成員主要進行肢體方面的攻擊行為。 
言語暴力：家庭成員主要在言語溝通方面進行攻擊。 

(2)從攻擊的對象來區分，可以分成： 
夫妻暴力 
夫妻之間的暴力行為，通常比較容易發生並受到重視。 

手足暴力 
指兄弟姊妹之間的暴力行為，比較被忽視。 

老人暴力 
針對家中祖父母輩的攻擊。 

子女暴力 
這類的暴力行為，常常被視為是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而獲得社會的漠視或是認可，因此，最容易遊

走在合法的邊緣，除非是有重大的傷亡事件，否則很難受到社會重視。 
(3)家庭暴力普遍的原因： 

情感上的緊張與家庭生活具有個人親密的特質 
由於外在的社會的生活過於緊張，個人的情感壓力無法在外宣洩，因此只能回到親密的私人領域發洩，

造成了家人反倒成為壓力的受害者。 
許多家庭暴力是被容忍的，甚至是被允許的 
如前述所提到的子女暴力，被視為是父母的管束而受到社會的認可。 

家庭暴力與收入間的關係 
研究常常指出，低收入戶的家庭暴力行為較為嚴重，但是，也有可能在高收入家庭當中，也有類似的

情形，或是更嚴重的言語暴力，只是較少被揭露出來。 
 
四、請從「環境社會學（ Environmental Sociology）」，討論人類社會與全球暖化的關係。（25分） 

【擬答】 
(一)全球暖化的情形 

2007 年 IPPC 的【評估報告】就提出了全球變暖的 10 個年份都在 1990 年之後，而且有溫度越來越高的趨勢。

自然的變化影響到了人民的棲息地、農業與相關的動植物瀕臨危機的情形層出不窮。2001 年時 178 個國家

為此簽訂了【京都議定書】並開始對人類社會的許多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開始進行反思。 
(二)環境社會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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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學主要在於探討【環境】與【社會】的關聯性。探討自然環境在人類社會影響下所出現的變化，以

及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當中特別關注環境正義的問題： 
1.環境正義的內涵 

(1)環境正義的社會建構         
1970 年代【增長的極限】 
1980 年代【新環境主義典範】 
  強調自然勝於人類，人類應該服膺自然，並了解自然是有極限的。 
1980 年代的專有名詞 
LuLus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NIMBY 鄰避現象(Not in my Back Yard) 
環境種族主義 
1990 年代【生產磨坊】(production treadmill) 
三角聯盟 
國家—資方—勞方的聯合 
貧窮陷阱 
窮國無法脫離的螺旋 

(2)環境正義的特徵 
追求環境權利的平等，阻止政府財團等強勢的環境殖民。 

(三)【人類社會】與【全球暖化】 
由於人類社會的過度消耗自然資源，造成了全球暖化現象的發生以及更進一步的惡化，除了從全球暖化的現

象數據提出變化之外，人類社會也因此進行了反思，認為這是人類社會恣意妄為的結果，完全符合了【風險

社會】的概念： 
貝克(Ulrich Beck)論述「風險社會」： 
1.自反性現代化的含意 

(1)「傳統現代化」︰意味著工業社會對傳統社會的抽離、重新鑲嵌。「自反性現代化」意味著另一種現代

性對工業社會抽離、重新嵌合。 
(2)「自反性現代化」是指創造性的自我毀滅一整個世代。 
(3)從「政治」上而言，意味著難以界定的深層的不安全感，故孕育著巨大「風險」，可能導致相反的結果。 

2.自反性現代化的特徵—風險社會 
(1)工業社會被淘汰的另外一面，就是「風險社會」的出現。風險，是企圖使不可計算之物變得可以計算。 
(2)諷刺的是，工業社會已經製造出越來越多風險，但工業社會仍用舊有的計算方式，顯示出看不到危機的

後果。 
(3)風險社會包含兩個階段︰ 
系統產生了影響與自我威脅，但仍沒有成為大眾關注的中心，此時仍是工業社會為主。 
工業社會導致的危險開始支配公共政治與私人的爭論，導致社會與政治問題。 

(4)風險社會導致了「個體化」 
3.「反思」(reflection)與「自反性」(reflective)的區別 

(1)「反思」意味著啟蒙時代起，知識與科學化的累積。 
(2)「自反性」則意味著「自我對抗」，產生著工業社會所無法處理的風險，並在第二階段有可能成為「反

思」的目標。由於是在意料之外，所以沒有反思，只是出現之後有可能引起反思。 
4.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徵 

(1)產生於晚期現代性的風險，在本質上與財富分配的邏輯有差異。 
(2)由於風險的分配與增長，某些人比別人受到更多的影響，即「風險社會地位」應運而生。 
(3)使得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4)風險是文明所強加的。 
(5)社會性的風險，包含特殊的政治爆炸力 

因此，人類社會是造成全球暖化的最主要原因，社會將此視為人類行為的【非預期後果】，因此只能藉由降低風

險並進行風險治理以期能夠延緩此一風險的持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