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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試題評析 

1.今年的考題，明顯強調台灣現狀在理論上的分析效度，所以考生在前二題當中，必須要根據所學

的學理內容加以邏輯分析，否則只有單一理論的學理，會無法完整回應題目。 
2.如在第一題，題目考出了「地位」但是又加上了「身分地位取得模型」的內容，用這兩個概念來

共同反映出現在台灣貧富差距背後家庭背景、教育資源、社會成就的差異，所以無法單用一個理

論來加以說明。考的內容在於理論實務的結合。第二題，則要聯想到人口紅利的扶老比與扶幼比

問題，而不能只把人口轉型當作是唯一的考量指標，這樣就會忽略台灣實際中老年人口對人口紅

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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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 
2.《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20-122。 

第二題：《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81-84。 
第三題：《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二回，楊駿編撰，頁 115-117，119-120。 
第四題：《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第一回，楊駿編撰，頁 126-128。 

 
一、社會身分或是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常會決定我們的生活機會，社會身分可以指涉任一面向，

諸如職業地位、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等，社會學家將社會身分區分為兩大類，即出身地位

（ascribed status）與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請說明出身地位與成就地位的差異，並以地位

取得的過程說明當前臺灣社會流動的現況。（25 分） 
【擬答】 
(一)社會地位的分類 

1.定義： 
(1)在社會學的定義中，「地位」（status）這個詞指的是人處於社會結構當中的「位置」（position），它只是

決定個人在社會中所適合的位置，並沒有所謂的高低之別。 
(2)個人可以在同一時刻當中，佔據許多位置，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稱為「主要地位」（master status），這

個位置通常可以決定個人的社會認同。 
2.地位的種類： 

(1)歸屬地位（ascribed status） 
指的是個人的許多地位中，經由出生而被賦予的地位，便是「歸屬地位」，通常指的是，個人在生命週

期（life cycle）的不同階段中所被指定的地位，在今日的重要性已經降低。 
(2)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 
指的是個人經由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地位。 
成就地位也會受限於「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的影響，使得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決

定了他未來發展的機會大小。 
3.地位與角色 
角色是指當位於不同社會地位時，社會會對於該個體有特定的行為模式期待，這個稱之為角色。不同於地

位，角色是相對地，如父母與子女的相對性。 
(二)社會流動 

在整個階層體制中，由於社會的開放程度不同，因此便會有「社會流動」的情形出現，流動的類型包含了以

下的方式： 
1.定義：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指的是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之間，人或團體的移動。 
2.在整個社會流動的機制當中，一個主要的前提以及兩種機制： 

(1)空位鍊（vacancy chain） 
強調社會流動的發生，必然是有某些人空出了位置（position），亦即出現了「空位」（vacancy）。指涉

著，當社會結構中有了空位之後，其他的人才有遞補上去的機會。 
(2)兩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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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流動】 
強調藉由公平競爭的機制，使得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可以力爭上游。 

【遴選流動】 
強調藉由菁英的推薦，使得某些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可以藉由其相似的「文化資本」來獲得晉升的可

能。 
3.社會學在解釋社會流動方面，採取了「地位」&「機會」，以及「個體」&「結構」交錯的方式進行說明。 

解釋角度/解釋面相 地位 機會 
個體 從個人特質解釋所獲得的資源 從個人角度解釋社會流動情形 
整體 從社會結構解釋所獲得的資源 從社會結構解釋社會流動的現狀 

而「身分地位取得模型」則從個體的角度，說明個人在社會流動方面的原因與結果。 
(三)身分地位取得模型（status-attainment model） 

從 1967 年 Blau & Duncan 便指出，「教育」與「家庭」是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取得地位的主要原因，而從此脈

絡出發，後續的研究者便著眼於這兩方面對於個人成就所造成的影響，如： 
1.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繼承人」、「再生產」這兩本書中，即有指出學校本身便是「複製」既有的

階級狀況，並且藉由： 
(1)學校本身的篩選機制—從教師、教材到學生皆經過篩選。 
(2)天分的意識形態—以成績而非階級來解釋學生的成績落後。 
(3)邊緣團體的兩難—使邊緣團體打入主流團體，或是強調邊緣的獨特性，皆進退失據的狀態。 
(4)文憑的貶值—以眾多文憑發放降低其價值。 

2.包含「米德」、「顧里」等學者，從「社會化」的角度說明了家庭對於個體社會化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如： 
家庭對兒童的社會化貢獻： 
(1)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家庭可以提供兒童學習「控制行為」與「決定性別角色」的功能。 
(2)兒童從當中學習語言與溝通能力。 
(3)兒童從家中學習主要的文化因素。 
(4)家庭社會化功能面對社會變遷的壓力。 

3.上述的說明都指出了，藉由「家庭」與「學校教育」等機制的「文化再生產」概念，會產生「馬太效應」

（Mathew Effect），將上一代的優勢或劣勢轉移到下一代。 
(四)台灣社會流動的狀況 

由於社會主要是以「成就地位」作為流動的標準，但是，在成就地位的養成方面，卻更大程度地倚賴「教育」

與「家庭」背景，如在 108 課綱實施之後，對於很多高國中小學生而言，課外的作業增加，需要補充的課程

內容仰賴於家庭與學校的資源，所以家庭背景佔有優勢的中上層階級，藉由補習自然獲得好成績，進入好學

校，維持高社會地位，反之亦然。所以等於直接驗證了地位取得模型所指涉的內容。 
 
二、十餘年前，許多有識之士疾呼人口是臺灣的國安問題，而多年來的學界分析又指出人口紅利

（demographic dividend）是東亞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請說明產生臺灣人口紅利的動力

為何？而此動力又與臺灣刻正面對的人口危機如何關連？（25 分） 
【擬答】 
(一)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 

主要是指當人口中的勞動人口比例上升，有較高的勞動力，同時因為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扶養人口減少，所

以使得經濟成長較為快速，稱為「人口紅利」。 
(二)人口紅利與人口轉型 

人口紅利的出現，多半是伴隨著人口轉降的第三階段，即低出生、低死亡、低人口增長階段。其中由 Davis
於 1945 年提出了「人口轉型」的概念如下， 
1.定義：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就是指由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為特徵的傳統人口再生產，向以低出生率

和低死亡率為特徵的現代人口再生產轉變。 
2.對應前者，即是從「高成長潛力」到「初期下降」階段。 
3.關於此的解釋： 

(1)人口的轉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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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階段 
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階段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階段 

(2)轉變的解釋 
現代化的概念進行解釋 

傳統社會，出生率與死亡率都很高。現代社會，出生率與死亡率都很低，介於兩者之間的，就是人

口轉型。 
死亡率下降先於出生率的下降 

工業化的進步，使得死亡率率先下降，而社會必須要花費一段時間去適應死亡率下降的事實，才會

產生出生率的下降。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A.子女已經不再是生產力的來源了，弱化了生育壓力。 
B.都市人口生育壓力減低。 
C.控制生育的意識增長。 

4.人口轉型達成的原因： 
(1)自然實現： 

指的是西歐、北美等國家，在沒有社會計畫的干預，而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一系列變動所導致。 
(2)自發與自覺相結合 

指的是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同時，對人民的生育行為加以控制。 
(3)社會制度性安排 

包含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家，由國家以制度化的措施對人口進行管制。 
(三)已開發國家的人口問題 

1.先進國家人口的「出生荒」 
(1)先進國家首先達到人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2)二次大戰後出生率的回升，導致了「嬰兒潮」。 
(3)補償性生產後的出生率下降，被稱為「嬰兒低潮」，由於維持著較低水準，因此必然導致「出生荒」。 

2.先進國家人口的「人口衰退」 
(1)「出生荒」的必然結果---「人口衰退」。 

西方理論家解釋： 
「人口爆炸」是發展中國家的現象。 
「人口衰退」則是先進國家的人口特徵。 

(2)「人口衰退」指的是： 
人口出生率慢慢下降，並且出現「出生荒」之後，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開始繼續下降且不可逆轉，人口

絕對數量出現減少後，會進一步地妨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四)台灣的人口危機問題 

1.近年台灣人口數變化 
年代 粗出生率 死亡率 總人口增長率 
107 7.70 7.32 2.71 
108 7.53 7.44 2.03 
109 7.01 7.34 -1.78 

(1)圖表分析 
由上面統計可以看出，台灣實質上進入低人口增長階段，甚至進入到了二次人口轉型，即 
由 Van de Kaa 所提出 
定義：人口轉型後期，出生率持續下降，甚至持續低於死亡率，造成人口的自然增長成為負值，再加

上離婚率、同居率提升、高墮胎率、延後結婚、未婚等因素，使得人口增長不斷下降，謂之。 
2.人口老化的問題 

(1)老齡化人口： 
指的是總人口中 65 歲和 65 歲以上的人口。 
 



 111 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4  

年分 老年人口比例(65 歲以上) 
107 14.56 
108 15.28 
109 16.07 

(2)扶養比的變化 
107 38 
108 39 
109 40 

3.實質的統計分析 
由上述的統計與理論可知，如果要有人口紅利，代表著要有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與較少的撫養人口，台灣在

近三年雖然出生率降低，顯示扶幼比在減少，但是如果從人口的另一端來看，則是老年人口增加，即扶老

比增加，所以總體的撫養比，並沒有下降，而是不斷攀升，這等於相對的讓青壯勞動力人口被壓縮，無法

藉此獲得人口紅利，主要原因在於少子化，使得人口呈現倒金字塔，老年人口反倒增加。可能的原因在於： 
(1)婚姻家庭觀念的急速淡化： 

意味著獨身主義在先進國家的盛行。 
(2)現代化緩慢影響理論： 

先進國家對於人員的需求，意味著對於質量的要求勝過數量，這使得先進國家的青年男女在工作上的

追求遠勝於婚姻。 
(3)子女成本收益論： 

由於在現代社會中，「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生活消費水準」兩者相互影響，使得對於子女的生育，

也成為成本效益的考量，因此便會面臨「高消費物品」與「生育子女」兩者之間的權衡考量。 
4.解決辦法 
面對以上的人口紅利減少，進一步引起的經濟成長減緩，可能可以從「吸引外來人口」以及鼓勵「跨國婚

姻」等方式，以提升總體人口增長，進一步使得青壯勞動力人口增加，才能解決此一國安問題。 
 
三、職業影響現代社會生活的型態，我們常以職業聲望（occupational prestige）反映其地位。請說明

何謂職業聲望？再以社會經濟地位指標（SEI）討論職業聲望的決定因素為何？（25 分） 
【擬答】 
(一)理論背景 

韋伯（M. Weber）的理論觀點 
1.韋伯與馬克思階級理論的差異： 

(1)馬克思與韋伯皆將階級的形成因素奠定在「經濟」上，也具有同樣的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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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同、異點： 

理論家 馬克思 韋伯 
解釋名詞 階級 階層 
區分的標準 生產工具的有無 階級、地位、政黨 

2.韋伯對於「階層」的界定，除了經濟的階級概念之外，他還提出了「地位」（社會）與「政黨」（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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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聲望可以區分成： 

A.高聲望的群體（prestige） 
B.賤民群體（pariah groups） 

階級與地位的差異 
A.階級依照客觀的經濟條件（即生產工具的有無）所形成。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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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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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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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本身可以補充階級概念的不足。 
(二)職業聲望 

職業聲望是指，社會對於某些職業，有著某種默契加以排序，它並不是以經濟收入做為標準，也包含了社會

對於某種職業的尊崇，如教授的社會聲望就高於工廠的老闆等，儘管後者收入可能更勝前者，而這種情形之

所以發生，正如崔曼在四點論所提到的內容。 
崔曼的「四點論」： 
1.由崔曼（Donald J. Trei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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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經濟地位指標 
由於韋伯提出的階層測量，包含了三個不同的向度「經濟」、「社會」、「政治」，因此在實際測量過程中，就

有可能產生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的問題，如經濟方面屬於上層階級，但是社會聲望很低，如幫

派角頭等，因此，研究者會根據研究採用社會經濟地位量表（SES），給予不同變項不同的權重，這樣就可

以避免單一指標造成過大的影響，因此而產生以下的階層。 
社會階層的區隔，奠基於以下的一些指標： 
1.財富 
財富（wealth）的定義： 
(1)指個人所擁有的資產，包含儲蓄、動產與不動產等。 
(2)通常對於財富分配的資料並非是可信的，因為不同階級對於財富的公開程度並不相同。 

2.收入 
(1)收入（income）的定義：指受雇者所賺取的工資、薪資以及投資所得。 
(2)生產力的提升，促使了個人的收入增加。 

3.階級的區隔： 
(1)上層階級（upper class） 

由於組成上層階級的份子以商業、金融組織及地主為主，但是今日這些指標已經有所變化： 
(2)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中產階級的名稱，即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組成，基本上可以區分成三個部份： 
舊中產階級（old middle class） 

A.指涉的是小型商店的擁有者、地方商店擁有者。 
B.通常有特定的政治見解。 

上層中產階級（upper middle class） 
A.主要指涉那些執掌管理或是專業的人士。 
B.通常受過特殊的專業教育。 

下層中產階級（lower middle class） 
A.屬於一個異質性較高的組成。 
B.類似於勞工階級，但是在某些見解方面卻明顯地不同於勞工階級。 

(3)勞工階級 
勞工階級依照「技術層次」又可以區分成： 
上層勞工階級 

意味著技術性的勞工階級，在科技影響下仍能有所發展。 
下層勞工階級 

意味著半技術或是非技術的勞工階級，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收入也較差。 
下層階級 

多半是因為種族等因素而位於「邊陲」（peripheral）的勞動工人。 
(4)底層階級（Under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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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階級的背景：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對於無法移動的勞工，則提出了「底層階級/不成階級」（underclass），亦即，他們

處在社會的底層，宛如黑洞一般，沒有任何可以社會流動的機會。 
 
四、自 1980 年代開始，許多學者引用社會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形容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

結果。請以科層組織（bureaucracy）說明何謂社會麥當勞化，以及社會麥當勞化的後果。（25 分） 
【擬答】 
(一)韋伯對於科層制，曾經提出了相關的理念型建構，包含了下列六項的特徵： 

1.權威層級 
2.明文規定 
3.全職工作者 
4.工作與家庭的區隔 
5.生產工具公有 
6.分工 

(二)立足在這個基礎上，瑞澤（George Ritzer）提出了「社會的麥當勞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並

指出了當中所包含的四項要點： 
1.效率： 

(1)定義：效率意味著達到一既定目標選擇最佳的手段。 
(2)特點：由於要找到最佳的手段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這意味著設法去找到並使用盡可能好的手段。此外，

手段與目的使得我們能夠相信，效率可以用在無數不同的目標與手段。如流水線的生產方式。 
(3)優點：藉由調整手段，使得達成目標的速度加快。 

2.可計算性： 
(1)定義：包含了對於可計算、可點數、可量化的事物的強調。 
(2)特點：對於量的強調，與過程、結果都有關係，就過程而言，強調的是速度，就結果而言，強調的是產

品的數目。總之，就是快速生產和獲得大量東西的能力。而不是對於質的強調。 
(3)優點：使得所有的產品數量能夠精確的準備與估計。 

3.可預測性 
(1)定義：合理性包括不斷努力確保從一時到他時，從一地到他地的可預測性，在社會中，即是強調紀律、

秩序、系統化、形式化、常規、連貫性以及方法論的操控。 
(2)特點：對於社會人而言，可預測性可以帶來生活的平靜，並使得人們管理變得相對容易，但是也可能將

每一件事情轉變成使得頭腦麻木的常規程序。 
(3)優點：藉由系統化的方式，使得時間、地點的活動都能夠被有效的事先準備以獲得確保。 

4.控制： 
(1)定義：這裡指涉的是非人技術對於人的日益控制和替代。 
(2)特點：由於任何合理化的過程中系統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和低效率的正是人的本身，因此，增加努

力便是意味著對人而採取的行為。 
(3)優點：使得合理性的過程不會偏離，而增加理性化。 

5.麥當勞化所產生的缺點：理性的不合理性： 
由於麥當勞化對於合理化的強調，特別著重了「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控制」這四項要素，

但是都是特別著重過程，卻忽視了目的，即著重合理性卻忽視最終的目的，而造成反效果，如強調效率，

得來速（drive-through），便可以不需要離開交通工具而獲得食品，但是如果發生錯誤，或拿錯了食品，卻

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修正。強調可預測性，撥放了快節奏的音樂以加速翻桌率，但是卻使得客人在用餐當

中應該獲得的享受蕩然無存。 
6.理論上的延伸： 

(1)麥當勞化的概念，可以說從韋伯的科層體制延伸而來，強調手段卻忽視了目的，最終形成了麥當勞化的

「鐵籠」（the iron cage），這不僅呼應了韋伯在描述科層制時的悲觀結論，也反映出法蘭克福對於「形

式理性」批判的特徵。 
(2)虛無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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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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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社會的麥當勞化》之後，里澤又提出了《虛無的全球化》一書，描述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時代時，

「麥當勞化」、「美國化」、「資本主義」成為了虛無全球化當中「增長全球化」（Grobalization）的主要

特徵，並說明在進入到全球化的時候，麥當勞化被視為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文化代表，並不是唯一的

通行指標，也已經出現了麥當勞分店經營不善、麥當勞成為反全球化人士攻擊的目標。 
(3)社會的迪士尼化 

繼麥當勞化之後，學者 Alan 也提出了迪士尼化的社會，指出在新型態的社會中，「主題化」、「去區隔

化」、「混合式的消費」、「表演性勞動」等四項特徵，以說明現今社會的新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