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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答題關鍵

今年的調查局四等考試，題目試圖聯繫社會現實與理論，並請考生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考，屬於相當

中規中矩的考題。如果有課程的背景與上課老師舉例的解釋（如第三題便在課程中舉出實際數字加

以分析過），寫來必然相當順手。這些在本班社會學課程當中都有教授並舉例分析過，茲分述如下。 

考點命中

第一題：1.《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43。 
2.《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79-180。

第二題：1.《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148。 
2.《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4-15。

第三題：《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20-122。 
第四題：(一)《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149。 

(二)《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5。
(三)《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18。
(四) 1.《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117。

2.《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97。
一、全球疫情的發展下，迫使我們須進一步思考科技社會各項技術發展可能衍生出的相關風險。現代

社會的風險有那些特性？（10 分）並可以透過那些方式得以避免這些風險？（15 分） 
【擬答】
(一)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論述

1.貝克論述「風險社會」(1986)時，指出了【現代性】的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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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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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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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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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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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導致了「個體化」。 
3. 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徵

(1)產生於晚期現代性的風險，在本質上與財富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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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會有遲滯性，但是早晚都會降臨每個人身上。

(5)風險會有專家政治的出現，即各種專家應運而生，且每個專家對於其他專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二)科技的重新定義

以往的科技，著重在於被人類運用的類型與功能，但是，現在對於科技的認知，除了上述的風險概念之外，

也重新從社會的角度思考，而有三種理論取向：

1.科技決定論

(1)強調著【科技發展有其內在的動力】以及【科技發展主導整個社會的發展軸線】。

(2)科技本身所帶來的權力支配

①建立了社會秩序的安排。

②內在具有政治性的科技物。

2.科技的社會建構

(1)科技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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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義：強調把科技當成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下所產生的結果，並藉此駁斥了科技決定論那種單一、線性

的發展方式。並藉此批評科學研究過於著重成功的發明，忽略了失敗的案例。

3.行動者—網絡理論

(1)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
(2)定義：該理論強調【非人】(non-humans)行動者的重要性，強調社會是由人與非人共同所組成、建構與

演變的。並認為人與非人並非區分的兩造，雙方的性質都必須透過對方來確認，因此無法切割。

(三)可能的思考出路

綜上所述，科技的發展會造成人類無法確知的後果，而形成了風險，要想避免風險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採

取的方式，則是重新認識科技，讓人們與科技有一種新的協調互動，則以下的方式即可加以參考：

1.民眾與專家的風險認知差距減少

由於民眾與專家對於風險認知是有差異的，所以專家的叮嚀也許並不會受到民眾的重視，如吸菸的影響便

是，因此，必須採取與民眾溝通的方式，來對風險加以治理。

2.風險治理

評估   管理   溝通 
    (專家)   (決策者)   (民眾) 
(1)首先由專家加以評估風險，但是鑒於專家政治的緣故，所以不同專家加以彙整會更有意義。

(2)專家加以討論提出多項的方案以供決策者做選擇。

(3)藉由專家與官員向民眾溝通，以獲取共識和了解，這樣才能有效的面對風險。

二、從性別平等到性別正義的發展脈絡下，臺灣婦女在整體社會及勞動參與過程中存在那些困境？亦

請分析如何協助婦女突破這些困境。（25 分） 
【擬答】
(一)現狀描述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在 2020 年的勞動參與率當中，男性占 67.24%，而女性占 51.41%。另外，在 21-29 歲之

間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佔有 90.47%，隨著年齡增加則婦女勞動參與率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家庭因素的考量。

(二)理論上的思考

女性在職場上的困境，女性主義者有很多的論述，當中包含

1.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安奧克蘭（Ann Oakley）的研究《家務工作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與《家庭主婦》

（Housewife）便在研究女性操持家務的問題。顯示內容：

(1)工業化的出現，使得工作與家庭區隔開來，但是家務似乎仍然是婦女必須的任務。

(2)節省家務工作時間的設備發明之後，婦女花在家務上的時間並沒有減少。

(3)婦女從事家務工作，會感到【被孤立】、【被疏遠】、【缺乏內在滿意感】，主要原因在於【自我設定的標

準】。

(4)婦女的工作無聊經歷，主要在於缺乏【時間的區隔】。

2.工作女性化

越來越多女性進入到職場之後，男女經濟活動差距正在縮小，這主要是由於：

(1)傳統上與女性聯繫的工作已經產生變化。

(2)經濟方面的變化。

(3)女性個人的成就動機。

(4)職場當中的性別不平等。

①職業隔離

②兼職工作

③工資差距

A.特別是【女性代價】的問題。

B.指女性在一生當中，比同樣資歷男性少賺多少工資，就算她並沒有孩子。

3.單親家庭的女性困境，如【輪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
這個觀念由符號互動論學者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hild）所提出，主要是描述女性的工作狀況。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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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1)職場中 

在職場中，儘管女性與男性從事相同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必須負責職場當中庶務方面的工作，如影

印、倒茶水、整理環境、招呼主管或客戶等，使得女性在職場便屬於較為勞動的層次。 
(2)下班後 

當女性從職場下班之後，回至家中，仍然必須負擔主要的庶務工作，如打掃、整理家務、照顧孩童等，

因此只是在下班之後再次重複同樣的職場庶務工作。 
所以，下班之後的女性其實並沒有下班，就工作性質仍是相同的，只是從原先的職場換成了家庭而已，

只是輪了另一班，故稱為輪第二班。 
4.玻璃天花板 
女性在職場中，即使並未明文點出，但是似乎有一道無性的限制，使得女性無法跨越既有的限制而持續晉

升，這被稱為【玻璃天花板】。 
5.次級勞動市場 
女性由於職場的歧視，所以多半從事技術低、門檻低、替代性高的工作，意即次即勞動市場，使得女性無

法從事相關的高階工作。 
(三)可能的出路 

這個問題是各個社會面臨的長久問題，如果要解決它，不妨可從下面幾個面向著手： 
1.制度上的公平 
即在制度上以性別平等為考量，並非設置婦女保障名額，而是要求 1：1 的性別比例雇用原則，在人數比

例相同的情形下，自然比較打破性別的影響。 
2.類別上的區分 
破除原先既定看法的職業性別區分，而是以能力為考量，如業績等來劃分職業等級，以破除男性為主管較

多的刻板印象。 
 
三、臺灣在全球化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從吉尼係數及十等分位組的數值分析，皆暴露出國內貧富差距

逐漸擴張的社會問題。請分析造成社會中貧富差距擴張的主要因素可能有那些？在政策作為上可

以有那些因應的對策？（25 分） 
【擬答】 
(一)現實狀況 

根據主計處 2020 年的國民所得統計，台灣的貧富差距達 6.13 倍，且基尼係數為 0.34，增加了 0.001。顯示

出台灣的所得差距正在擴大。 
(二)理論分析原因 

1.【分配不平等】，則是檢視同一時間點內，社會結構中資源分布不均的情形。 
(1)個體分析 

主要把分配結果的原因，歸咎到個人身上，如【歸咎窮人】便是，並且將貧窮的問題，從： 
①文化論—窮人就是自己不努力所導致這樣的結果。 
②情境論—社會環境並沒有給予窮人可以晉升的機會，造成他們目前的困境。 
來加以分析。 

(2)結構分析 
主要從【基尼係數】來分析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狀況： 
①基尼係數定義：根據勞倫斯曲線，來判斷年收入的公平程度，數值介於 1 與 0 之間，前者代表絕對

的不平均，後者代表絕對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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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轉引自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 

②影響不平等的因素包含 
A.政府政策的影響。 
B.經濟方面的因素。 
C.人口方面的影響。 
D.資本累積的優勢。 
E.勞動力組成。 
F.勞工政策。 

2.災難的影響 
鑒於這次 COVID-19 所造成的全球影響，會使得【馬太效應】（Mathew Effect）更為明顯，也就是富者更

富、貧者更貧，因為在災難中，富人可以藉由投資而獲利，但是窮者卻因為謀生的基本為勞動力，受到關

廠、倒閉、停工等影響而使得生計受損，造成差距擴大。 
(三)可能的政策出路 

1.政府政策 
除了給予紓困方案之外，政府的輔導轉型就業，也是可以在這方面派上用場。 

2.靈活的反應 
(1)低收入者，也可以藉由轉換職業跑道，或者低門檻的創業來謀求新工作。 
(2)零工經濟（gig economy） 

低收入者藉由多樣的打工，亦即【斜槓】的方式，來使得收入多元化，來轉化自己的困境。 
 
四、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 

(一)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6 分） 
(二)工作貧窮（Working Poor）（6 分） 
(三)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6 分） 
(四)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7 分） 

【擬答】 
(一)性別主流化 

在最終極的目的是【性別平等】的前提下，使得婦女與男性同樣享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會有同工不同酬或

職業歧視的情事發生。 
所以必須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思考，特別是從【女性】的角度思考來解決性別不平等。如在空間方面，如果男

性的思考是男女廁所空間大小相同，但是如果考慮到女性如廁時間較久，因此空間必須有所差異，這便是一

例。 
(二)工作貧窮 

主要是指，越工作越貧窮，抑或是俗稱的【窮忙】，特別指涉著有工作，但是卻相對貧窮的人士。最主要的

原因是他們處於低薪且工時不確定的人，雖然付出了較多的勞動時間，但是因為薪資低、工作內容繁瑣，等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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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根本付出與收入不成比例而造成，部分也是零工經濟的結果。 
(三)責任倫理 

由韋伯（Max Weber）所提出，主要指出，行動者認為行動能夠加以計算，或是能夠預測行動的後果，所採

取的倫理態度，並且為行動負責，這呼應到了韋伯所提出的【目的理性】行動，即選擇最有效的手段以達到

目的。 
(四)社會網絡 

藉由各個節點（node）所聯繫起來的網路結構，最初由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提出，強調主要是基於

【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所形成，包含三個層次：(1)由電子脈衝的迴路所構成，(2)第二層次，由「節

點」(node)與「核心」（hub）所構成，(3)第三層次，佔支配地位的管理菁英的空間組織。並藉此指涉任何基

於此聯繫的組織網絡，如常提到的東協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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