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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一、在大多數經濟發達的社會，女性勞工的平均收入低於男性，請說明造成此現象的社會因素為

何？請以三個要點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最基本的作答，是從性別角色理論的生物因素、文化因素與社會因素切入；更進階的作答，可

深入討論多種理論的比較。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8-24~8-25。 

 

答： 
1.性別角色論：1980年代發表的相關論文，多來自勞動力市場與階層化的領域。它們把性別視為一個個人屬

性或社會角色的變項，探討與職業聲望（高淑貴，1986）、專業角色的認知與調適（劉仲冬、張宗尹，

1980）、職業成就抱負（蔡淑鈴、瞿海源，1988）、就業態度與事業觀（呂玉瑕，1981）的相關性。徐宗

國則在<性別標籤的學術工作>中透過對大學女教授的訪談探討不同學科領域的性別標籤化，以及女性研

究者在男性主導的學術圈中，由於非正式的人際網絡作為一個資訊與資源交換的重要媒介，而遭到在權力

地圖中邊緣化的排除效果。 

2.發展理論：1980年代以降的性別與發展學者，從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批判發展過程本身就是

奠基在對第三世界的勞動力的剝削，尤其是其中被跨國資本視為手指靈巧、工資低廉、容易控制的年輕女

工。Lydia Kung在<Factory Work,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中到台灣做田野觀察，離家工作未必帶

給單身女工獨立與自主，她們仍然面對婚姻、孝親的壓力，薪資多用於滿足父母兄弟的財務需求；張晉芬

在<女性員工在出口產業待遇的探討：以台灣1980年代為例>運用勞動力市場的統計資料來測量性別區

隔，以解釋八○年代出口產業的女工所面臨的低薪條件；成露茜、熊秉純在<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

家：臺灣個案>中指出，台灣的國家發展策略具有性別意涵，國民黨政府透過「客廳即工廠」、「媽媽教

室」等政策，成功擠壓出廉價的女性勞動力，並持續以賢妻良母的父權意識型態來合理化女人的彈性勞

動；李安如在<王美玲的故事：台灣小型製造業家庭中兩性關係的政治經濟學>中的製造業女工，不再是

依循傳統的孝順女兒，而移轉為追求個人獨立與機會的新女性；周玟琪在<全球化經濟衝擊下台灣工業權

威及父家長式資本主義的轉型>強調，台灣的勞動體制文化已從父家長制轉變為法制權利掛帥的工作倫

理。 

3.身體勞動：藍佩嘉在<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中以「身體勞動」的

概念來分析化妝品百貨專櫃銷售員的勞動過程，並區分出剝削的身體、馴化的身體、鏡像的身體、溝通的

身體等不同面向，來呈現化妝品銷售員的多重勞動內容、分殊的管理策略。不同於工廠，百貨公司等服務

業職場有如「規訓女體的霓虹牢籠」。服務員與銷售員的身體勞動，體現了跨國資本引進台灣的服務文

化、以及商品或服務所象徵的女性特質與階級差異，同時也在日常勞動生活中打造台灣的消費社會與性別

關係。 

4.性別化的工作：性別不只是人口範疇，更是社會關係與社會過程，換言之，我們要研究的不只是女人的工

作，而是職業或職場的性別化，其面向有三：一、該職業或組織的人員組成是性別化的，多數從業者集中

在某性別。二、該組織的制度運作是性別化的，指資源、權力與地位的分配是根據性別界線，結果再製性

別不平等。三、組織的象徵論述是性別化的，指職業意象或組織文化複製、強化了性別意識形態。 

 

二、何謂「人口金字塔」？請說明臺灣在1950年代與2020年代的人口金字塔的特徵及差異，及這

段期間臺灣人口結構變化的趨勢對整體社會發展有那些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表面詢問人口金字塔，實則詢問從人口轉型論分析臺灣的人口變遷。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學講義》總複習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145-146。 

 

答： 
台灣的人口轉型過程： 

人口轉型理論（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又稱為人口革命理論，是Frank Notestein根據歐洲國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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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變遷經驗，發展而成的理論。此種理論可用來解釋過去三百年，世界人口急速增加的原因，亦可用來說

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對總人口成長之影響，並分析其變化的因素。人口變遷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現

象，轉到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現象，稱之為「人口轉型」。 

 
 

1.第一階段：自1920年代以來，主要是因為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使得整體人口死亡率從此經歷大幅度的長

期下降，且嬰幼兒人口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老年死亡率並未跟隨下降，使得人口金字塔呈現下寬上窄之

「等腰型」的形狀。此一階段的台灣人口，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快速的人口成長。 

2.第二階段：自1950年代以後，導源於多生育的規範式微、養育子女的成本上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等因

素，使得出生率亦開始下降。此一階段的人口成長雖然持續進行，但速度已經趨緩。至1980年代為止，因

上一階段增長的嬰幼兒人口和本階段新加入的嬰幼兒人口都有增加、且增加的幅度近似（因生育率已開始

下降），使人口組成呈現「寬底型」的人口金字塔形狀。 

3.第三階段：自1984年以後，死亡率穩定地維持在低水準，但出生率卻繼續下滑，甚至人口淨繁殖率（net 

reproduction rate）已低於替換水準（replacement level），長期來看已種下了人口衰退的種子。截至1997年

為止，此一時期造成一種中年人口多、且老少人口少的人口組成，故人口金字塔已略呈「酒瓶型」。 

4.第四階段：自1998年以後，台灣的死亡率依然穩定，但出生率下滑的速度變本加厲：在2003年後即低於

1.3，且2005及2006年僅有1.11，已經醞釀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第二次人口轉型」之現象。 

 

三、為何社會總是存在種族或族群歧視？形成社會歧視的主要原因為何？請提出具體可行的改善

之道。（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詢問的是歧視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關係。若能引用近年廣受關注的新移民政策舉例，會有明

顯的加分效果。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8-37~8-38。 

 

答： 
歧視（Discrimination,或譯差別待遇）：是指剝奪某些團體成員的資格，使其無法參與開放給他人的機會。

偏見純粹是一種心理狀況，而歧視則是實際行為。雖然偏見常是歧視的基礎，這兩者仍可能各自分開存

在。有些人可能具有偏見態度，但並不付諸行動；同樣地，歧視並不一定直接源自偏見。 

多元論模式（The Pluralism Model）：A+B+C=A+B+C 

意指各個族群保留原本的文化，且接受其他族群的文化。又可分為兩種：文化多元主義（ cultural 

pluralism）主張保留各個族群的傳統文化，但拒絕讓各個族群形成共同的主流文化；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除了主張保留各個族群的原有文化之外，還接受各個族群形成共同的主流文化，這是目

前各國在政策推動上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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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種族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多種族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常有以下三種具體措施。第一，維持並發展族

裔文化、語言的措施：承認族群社區並給予財務援助（例如：設立少數族群學校、移民博物館，由政府支

援財務，贊助經營福利機構、安養院等教育、福利服務事業）；由政府核准並出資贊助針對少數族群的大

眾傳播系統；政府支援獎勵族群相關事業等。第二，促進少數族群社會參與的措施：提供翻譯、口譯等服

務（如電話口譯，法院、醫院、警察等公共機構提供翻譯服務）；公共機構內提供多國語言版本的介紹說

明書；承認國外取得的證照；實施優惠補償措施，針對新移民、難民提供特別的福利支援措施、積極實施

教育及促進就業之肯認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方案；賦予居留者及長期居留者選舉權（地方選舉）；

制定種族歧視禁止法；設置人權平等委員會等。第三，教育主流社會國民及促進文化交流的措施：實施多

元文化公營播放系統；一般在學校、企業與公共機關內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包括跨文化交流及人權、反歧

視教育等）；設置多元文化問題研究、廣播機構；制定多元文化主義法律（公開承認多元文化社會一事）

等等。 

2.多民族的多元文化政策：多民族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多種族的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差異，在於強調要維繫及

發展其傳統自族文化。幾乎所有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者，都強調原住民族權利與少數族群權利的區隔，也都

十分重視其文化族群的民族建構。儘管如此，就追求調適短期現實壓力方面而言，亦分享多種族多元文化

政策的目標與方案。但不同於一般少數族群者，原住民族有一種獨特的訴求，是自決和自治的權利。 

 

四、現代國家無論政府或民間單位均致力於蒐集各種調查或普查資料，供學界、政府機構或民間

單位使用。請問政府官員如何利用這些資料制定新政策方向，或評估與調整現行政策？請舉

一例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看似困難，實則在問科學與實踐之關係，那就屬於三大典範的辯論範疇。至於「各種調查

與普查資料」更容易讓考生感到苦手，實則以人口政策作答，正是典型的實證典範之範例，亦

曾在課堂上講授過。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2-10~2-12。 

 

答： 
1.實證典範（Positivistic Paradigm）：此派以為，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由經驗事實所提供的，所以科學理

論乃是客觀中立，也與價值觀無關。 

2.詮釋典範（Interpretative Paradigm）：此派以為，為經驗事實的確是科學理論的核心，因而必須與價值觀

有所區分；但是每種科學理論都奠基在某些特定的價值預設上，因而對經驗事實的觀察從來就不是徹底客

觀的。因此他們認定：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由價值預設所導引的。 

3.批判典範（Critical Paradigm）：此論一來駁斥科學理論只來自經驗事實，認定這是一種假客觀的意識形

態；二來駁斥價值判斷和價值預設的區分，認定這切斷了科學理論和政治實踐之間的連繫，因此主張：所

有的理論，都是由經驗事實的觀察，導向政治實踐的判斷。 

例如：國內社會學者曾接受內政部之委託，針對內政部之人口統計、國發會之人口推估、普查局之人口普

查等資料，先後提出三個版本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作為干預少子女化、高齡化、移民等三大人口問題

之政策指導，可說是道地的實證典範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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