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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概要》 

試題評析 

1.今年的社會學出題延續去年的方式：四題申論題。 
2.考題內容相當平實，都屬於社會學的主要議題：「偏差」、「社會流動、「家庭」、「全球化」。 
3.答題時，只需熟記上課課程的學理內容，即能夠回答周延，唯有第四題，在涉及到「全球化」對

於台灣的影響時，若是能夠陳述除了經濟以外的面向，如文化，當能夠較為凸顯個人觀點。 
4.本次考題中，高點的社會學課程即占有約 95%以上的命中率。 

考點命中 《高點社會學講義》第 4 講：偏差行為，第(1)，頁 42。 

 

一、社會偏差行為的研究在社會學領域中是一項重要的議題。請申論偏差行為的意涵，及其與規範性

假定、社會問題之間的關連性。（25 分） 

【擬答】 
(一)偏差行為的定義 

所謂偏差行為(deviance)，乃是相對於規範而言，因此，有多少規範，就有多少偏差行為，而且偏差行為本

身具有「時空性」，亦即在某個時期、某個文化中被視為是偏差的行為，在其他的時空背景中，則未必是一

種偏差行為，而根據這些原則，社會學家對此的基本思考，必須包含以下特點： 
1.違反何種規範？ 
隨著規範重要性的不同，偏差行為所導致的反應也會不一樣。 

2.誰是違反者？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不同的偏差行為者，會受到不同的待遇；通常是財富、權勢造成的影響。 

3.偏差的可見度 
「白領犯罪」(white-collar crimes)與「街坊犯罪」(street crimes)的差異。 

4.誰界定偏差？ 
偏差的認定是由於違反規範，因此誰界定規範，誰就有權力決定偏差，這通常是指政治等權力。 

5.發生偏差的社會情境 
偏差行為的認定，涉及偏差行為發生的不同情境。 

6.偏差的時間性 
偏差會隨著不同的時空而有變化。 

(二)偏差行為的理論學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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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調適 
B.維持界限 

(2)莫頓(Robert K. Merton)的脫序理論  
①與 Durkheim 的 anomie 理論相比較。 

(個人認同的規範與社會現實發生衝突──舊秩序瓦解，新秩序未建立) 
②問題意識︰ 
③目標與有限手段的五種可能模式：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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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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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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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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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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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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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從  是  是 

創新  是  否 

儀式主義  否  是 

退縮  否  否 

反叛  否  否 

④受到的批評：無法解釋為何某人的選擇項不同。 
2.衝突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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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政治、法律、宗教......

經濟  
②資產階級屬於下層建築佔據優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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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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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左派實在論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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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把注意力轉向「犯罪受害者」的研究，這樣比較真實。 
③解決出路。 
④受到的批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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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涉及的他人所具備影響力 
B.接觸時間──優先性 
C.期間 
D.頻率與次數 

⑥受到的批評：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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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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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勒馬特(Edwin Lemert)提出，並由貝克(Howards Becker)加以說明。 

 2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4 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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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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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理論的貢獻與困境：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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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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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必須了解法律、司法、警察系統的發展 

4.控制理論 
(1)犯罪的發生︰犯罪行為的衝動與防止犯罪的社會控制、身體控制兩者之間的不平衡所導致。 
(2)赫爾斯奇(Travis Hirschi)在<<失足的原因>>(1969)提到，缺乏「依賴」、「責任」、「投入」與「信念」將

使人違反規則。 
(3)補救辦法︰ 
「目標強化」、「零容忍管制」主要是採取實際措施來防堵犯罪者的能力，而非改造罪犯。 

(4)批評︰ 
沒有涉及犯罪的根本原因，只是在保護與防止不受罪犯的侵犯。 
受襲擊目標的轉換。 

(5)主要政策觀點：「破窗理論」(broken window theory) 
(二)偏差行為的界定，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解釋「違反規範」的原因何在，以及它們所製造出的「社會問題」，所

以偏差行為的理論解釋，在於連結這兩者之間的關係。並說明為何會製造出這麼多的社會問題。 
(三)政府部門應該加強的部份： 

1.政府的矯正政策 
就上述的情形而言，政府的矯正措施分兩方面來看： 
(1)犯罪防治 
①第一層次：主要在於改善犯罪環境，包含家庭、學校與社區等。 
②第二層次：區別出潛在犯罪者，以降低犯罪的發生率。 
③第三層次：以刑事司法體系對犯人進行矯治處遇，使其不再犯罪。 

(2)未來發展趨勢： 
①刑事處分：應該區分為兩極，對於罪行較輕者，予以寬鬆的刑事制裁，對於累犯、再犯者，則應予以

長期監禁、隔離。同時並輔助以社區校正作用，採取家庭監禁、電子監控等方式。 
②犯罪矯治： 

A.獨立犯罪矯正行政體系，並加強民營犯罪矯正機構的監督以雙管齊下。 
B.強化專業矯正人員的訓練。 
C.校正機構地方化、小型化，以提升矯正效能。 

 
二、社會流動是社會學的重要概念。請申論社會流動的社會學意涵，並舉例論述之。（25 分） 

考點命中 《高點社會學講義》第 9 講：社會階層，第(2)，頁 47。 

【擬答】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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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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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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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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與類型的結合 
①而前述所提到的「競賽機制」，強調的是依照著個人的實力，在一個「開放性」的社會當中晉升，屬

於「垂直流動」的類型。 
②而前述的「遴選機制」，強調的是一個團體佔據著優勢，挑選與其相類似背景的成員，因此屬於「垂

直流動」與「水平流動」的結合，垂直流動是指新進成員的晉升，水平流動則是指同一個集團佔據著

統治的地位，只是在不同的領域之間橫跨。 
(二)共同流動性 

社會流動的發生，儘管在不同社會的流動方式不同，但是都具有以下三種流動的力量： 
1.階級繼承(inheritance)：即階級流動停留在父母輩原先地位的可能性相當高。 
2.跨級流動障礙(hierarchy)：流動到其它階級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3.產業區隔(sector)：跨越到不同階級的可能性較為不高。 

(三)社會流動的類型︰流動的類型，區分成「垂直流動」、「水平流動」、「事業流動」及「代間流動」、「結構流動」、

「循環流動」，但是每種界定的標準並不相同： 
1.垂直流動(vertical mobility) 
指的是個人在社會經濟地位的等級中，向上或是向下的移動，可以是「向上流動」(upwardly mobility)或是

「向下流動」(downwardly mobility)。 
垂直流動可以顯示社會的「開放程度」。 
(1)向上流動較為普遍，主要是由於白領工作的成長較為迅速。 
(2)向下流動較不普遍，通常是因為「冗員」的出現，通常： 
①伴隨著焦慮。 
②失業的中年人、婦女較多。 
③現實層面的差異 

2.水平流動(horizontal mobility) 
指的是等級的轉變，但是並沒有沿著社會經濟等級向上或是向下的移動，便稱為「水平流動」。 

3.代內流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指的是個人一生中在社會等級上的改變，尤其是指個人在工作生涯中的改變，又稱為「事業流動」(career 
mobility) 

4.代間流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主要是指子女與雙親或是長輩的職業相似性的差異，稱之。 

5.結構流動：由於經濟結構變動所導致者。 
6.循環流動：與經濟結構無關所導致流動者。 

 

三、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度，對於社會文化、社會秩序的運作具有其重要性，請申論家庭作為社會制

度的意義，並舉例說明之。（25 分） 

考點命中 《高點社會學講義》第 7 講：社會制度—家庭，第(2)，頁 1。 

【擬答】 
(一)家庭的定義 

就定義而言，家庭指的是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由婚姻、血統與收養關係所構成的團體，並且為經濟和其他

目的作為合作單位，以發揮職能的親屬團體，通常包含以下的關係： 
1.至少兩個不同性別的成年人住在一起。 
2.彼此之間有著某種勞動分工。 
3.彼此之間進行經濟與社會交換 
4.成員之間共享許多事物 
5.成人與兒童有著親子關係 

(二)家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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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代化的影響，使得家庭的功能變得更專業化了，原先的功能，已經分別由學校、教堂、政府等分化了，

但家庭仍有下列五項功能： 
1.社會化的功能 

(1)教導子女社會中文化的構成要素。 
(2)家庭組成份子較少，屬於庫里所謂的「初級團體」，請參考「團體」一講。 
(3)今日家庭的社會化功能，未必能夠勝任。 
(4)今日仍然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完全替代家庭的社會化功能。 
(5)替代制度的不足，儘管有以色列的「聚居區」，或稱「集體農場」，以及以往「人民公社」欲對家庭進

行取代，但是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社會化機制。 
2.感情和伴侶關係 

(1)家庭的一個重要功能便是為成員提供愛情和感情。 
(2)缺乏母愛的孩童，有礙於智力的發展。 
(3)對於成人而言，家庭也可以提供感情和伴侶關係。 
(4)現代家庭中，在直接家庭之外的親戚朋友間建立友誼和相互支持的可能性越來越低。 
(5)與外界的隔離和到處移動，迫使家庭成員的緊密聯繫。 

3.性生活的調節 
(1)性態度和性行為的規範確實因時因地而大不相同。 
(2)許多社會允許婚前性行為，並作為婚前的測試。 
(3)性行為被視為是社會而非個人的事，主要在於對於嬰兒的撫養。 

4.經濟單位—消費功能 
(1)農村中的家庭，仍是最主要的生產單位。 
(2)現代化的社會中，主要的生產活動在家庭之外，家庭的經濟活動轉變成「消費」。 
(3)男性與女性在家庭中扮演不同的角色。 

5.經濟單位—生產功能 
儘管在農業社會時的家庭，具有生產功能，但是進入到工業社會之後，家庭漸漸以「消費功能」見長，只

是近來有些學者，如 Becker 等，再次提出了「新家庭經濟論」（new home economics），提倡家庭本身也可

以具有「生產」功能。 
(1)家裡面的成員生產著「家庭貨品」(household connodities)，如：家人、子女的健康等。 
(2)夫妻依照「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作家務分工。呼應了以往「男主外，女主內」的觀點。 
(3)只是許多假設仍受到質疑，如：沒有資料可以證實，男主外、女主內的分工最具有相對優勢、忽略了家

庭中權力因素的考量，使得女性仍然必須為家庭犧牲等。 
(三)家庭制度的變化 

由於社會變遷的緣故，家庭制度也發生了相當多的變化，因此，對於家庭本身所具有的變化，一般對於家庭

的價值，也呈現出了不同的看法： 
1.家庭與家庭價值衰落對於個人、社會是有害的。 
2.家庭價值的衰落對於整體社會而言是有益的。 
3.社會變遷對家庭衝擊大，但家庭也可發展出相當的調適能力。 
但是，家庭本身似乎具有無可取代的功能： 
(1)對幼童的社會化以使家庭成員能順利成為社會成員。 
(2)提供支持成人人格穩定或情感支持的基本場所。 

另外，也包含了幾項變化的特色： 
晚婚、不婚、不育：由於「結婚率」、「初婚率」以及「出生率」的降低，很多學者指出這是社會變遷的結

果，但是，除了這個因素之外，仍有相當多的原因，分述如下： 
1.女性意識的抬頭：由於女性主義的意識抬頭，很多女性在認識伴侶的過程中，強調自主的意識，這些觀點

的背後，也有女性主義的影響存在。  
2.親密感的重視：由於社會的流動性增加，因此如 Giddens 或 Bauman 都指出，親密感與流動性的愛，更甚

於家庭制度的存在，因此現代人強調有「親密關係」，但是又不想被束縛的觀點，使得目前社會多元形態

的關係增加，如同居、同性戀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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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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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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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財富流動理論：前工業社會，財富必須要靠大家庭的積聚，而在工業化的社會中，財富的積累主要是靠小

家庭，這便使得財富的流動產生了轉變，從原先「子女流向父母」轉變成「父母流向子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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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子女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 
7.人口壓力反應論：強調人類本身的反省能力，因此當人口自然增加率提高的時候，人類面臨這種壓力，必

然會加以反省而使得出生率下降。 
綜合以上，顯示出，由於社會制度與內部的轉變，使得許多人開始強調自我意識的增長，對於傳統的社會

制度—家庭，有了不同的看法，因此造成了家庭內部的分工，以及家庭型態的變化。 

 

四、全球化使社會關係獲得延伸，帶來文化、經濟與政治之跨世界連結網路之存在，特別是在網際網

路相關技術得到發展之後，社會變遷的質量受到影響。試申論全球化與臺灣社會變遷的關係。（25

分） 

考點命中 《高點社會學講義》第 12 講：社會變遷，第(2)，頁 88。 

【擬答】 
(一)全球化的定義(Globalization)： 

全球化當初被認為是當代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世界範圍相互關連的不斷擴大、深化和加速，許多現象表明

了當代全球化把一個地區的社群與另一個大陸的發展聯繫在一起的方式。爭論解釋方式的，有三個學派： 
1.極端主義者(hyperglobalizers)：如大前研一、福山 

(1)認為在新時代當中，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不和諧或是不能繼續存在的活動單位了

(Ohame)。認為新自由主義所導致全球市場的出現以及全球競爭規則為人類的進步。 
(2)全球化所導致的「解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使他們相信全球化在建構新的社會組織，使他們正在

逐漸取代傳統的政治、經濟等民族國家。 
2.懷疑論者(skepticalists)：Hirst, Thompson 

(1)舉出 19 世紀的數字，認為經濟相互依存的水平並非前所未有的，並設定全球化應該是「完全整合的全

球市場」，有「一種價格規律」，故現在的情況只不過是「高國際化」罷了，全球化被誇大了，現在所發

生的只不過是「區域化」(三大區域-歐洲、亞洲、北美洲)，且比起世界帝國，這些區域小的太多了。 
(2)國家在全球化中仍有相當重大的影響力，國際化要依靠國家政府的權力來保證經濟自由化的不斷進行，

國家政府並非受到國際規則的制約，而是在管制和積極推動跨邊界活動中，是主要的建構者。且 Gilpin
認為國際化只不過是美國的「多邊經濟秩序」的副產品，Callinicos 認為近來的世界貿易解釋做「西方

帝國主義的新時代」。 
3.變革論者(transformationalists)：Rosenau, Giddens 

(1)主要觀點：認為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快速變遷的中心力量，這些變革正在重新塑造著現代

世界秩序。 
(2)在當中，國際事務與國內事務不再有清楚的劃分，「國際性的國內事務」(intermestic)(Rosenau)的出現，

預示著大規模的變動更新，且不同於前兩者，它認為全球化這個長時期的歷史過程，充滿著矛盾與偶

發事件的影響。 
(3)單一全球體系的存在不是趨同或單一世界社會來臨的證明，全球化是與新的全球分層模式聯繫在一

起，部份國家被捲入，部份國家則被邊緣化。它所體現的社會結構不再是傳統世界的「金字塔型」，而

是三個「同心圓」，代表著菁英、贊成者與邊緣者。 
(二)對於台灣的影響 

全球化對於台灣的影響，表現在眾多層面上，重要者，可以表現在下述幾方面： 
1.國際企業文化 
在這方面，由於參與國際分工，使得台灣的企業開始向全球各地進駐，形成跨國公司，相對的，各國的跨

國公司，也有部分尋求在台灣設立分公司或工廠，這種全球分工現象所造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兩方面，即

跨國人才的流動，外商公司派駐人員進駐台灣，當然，這些人員與台灣的企業，也在「全球化」與「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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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互動中，形成特有的互動模式。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台灣將其企業經營模式營銷境外，如台商赴全

球各地投資，所帶去的台灣經營管理模式便是。 
2.全球通俗文化 
表現在各國將其文化產業輸入台灣，如隨處可見的麥當勞、肯德基等速食餐飲，以及各國影視工業對於台

灣市場的興趣，重要者如近年所體現的日劇、韓劇所造成的「哈日族」、「哈韓族」，由於與台灣的環境具

有「文化的接近性」，所以在台灣廣受歡迎，連帶使得周邊商品，戲劇旅遊之旅大為興盛。 
3.全球在地化 
正如前面所述，國際企業、全球通俗文化，進入台灣後，仍會配合台灣既有的文化特徵予以調適，形成具

有台灣特色全球化，亦即「全球在地化」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