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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試題評析 
1.今年的社會學考題，與去年有一個鮮明的差異，即完全著墨在「宏觀社會學」的論述範圍中，微觀社會學的

部分在此並沒有出題。 
2.在四題考題的內容中，結合了台灣的時事趨勢進行出題，所以諸如「人口老化」、「外籍新娘」等內容皆在

考題出現。 
3.另外，團體、組織方面的題目為今年考試的重要部分。 

 

一、費孝通先生曾經以「差序格局」這個概念來描繪傳統中國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和群己關係。請問

「差序格局」是什麼意思？為什麼傳統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會不利於現代社會以及民主政治的

發展？（25分） 

答： 
(一) 差序格局 

1.「差序格局」，主要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論文集所提出，其主要內涵包含幾個層次： 

（1）描述西方群己關係是「團體格局」，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就好像是「稻草」或「柴」一樣，

幾根形成一把、幾把形成一扎、幾扎形成一捆、幾捆形成一挑，每一個人都屬於當中的任何

一把、一挑等，儘管個人可能身處好幾個團體，但是團體的界限卻是相當清楚的。 

（2）中國的群己關係是「差序格局」，就如同一塊石頭丟到水裡面，由石頭為中心，向外產生了

一圈一圈的水波，藉此描述中國人所重視的親屬關係，每個水波的同心圓都有個中心，也就

是「自己」，然後藉由親屬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展現其人際關係。這樣的結果，便形成了公

私界限相對化的觀念。 

2.藉此，費孝通先生指出，西方有清楚的「公/私」界限；但是在中國人之間，「公/私」界限相對且

模糊。 

(二) 現代社會與民主政治的發展特徵 

在西方的界定中，現代社會的一個鮮明特徵，即是公私的分明，這表現在幾個指標上： 

1.團體的區隔 

在團體的區分類別中，不論「初級/次級團體」、「正式/非正式團體」或是「內/外團體」的界定，

都指出了屬於親屬或親密關係的團體，具有與屬於公眾團體的差異，如由顧里(C. Cooley)所提出的

「初級團體」所具有的特徵(組成份子少、軀體的接近性、份子間的平等、不斷的、面對面的互

動、穩定的份子關係、共同的價值與規範、為社會化的主要機構)便可顯現一般。 

2.科層組織的界定 

而屬於公眾事務所具有的特徵，亦從非正式團體等，發展至極致的「科層組織」表現出來，如在科

層制當中所具有的特徵(清楚的權威層級、科層制中成員行為的明文規定、成員是全職工作與受薪

者、成員的工作必須與工作場合外的生活做區隔、成員並不擁有生產工具、分工)。 

         3.相對於上述兩者的「差序格局」特徵，著重在私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從社會資本的理論角度可以

提出其所具有的正面價值，但是這種著重私人關係網絡的連結性，對於現代社會與民主發展，仍有

負面影響。 

4.差序格局的負面影響 

由前述所及，指出了差序格局所強調的關係特色，但是，對於民主的發展，卻仍有負面影響，如就

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提出之「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概念進行分析，強調西方從雅典時期開

始，即出現廣場型的公共領域，發展至今日資產階級的公共領域，儘管受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影

響，但是得以公開討論公眾事務的這個公共領域，卻是一個不可或缺的西方民主特質。反觀差序格

局所形成的關係網絡，凡是憑藉著裙帶關係、用人唯親，不僅模糊了公私界限，更凡事以個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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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關係為主要考量，也使得西方的民主價值無法落實在中國的社會當中。 
 
二、社會階級（階層）是任何社會都會出現的社會不平等現象。請說明（一）韋伯和馬克思兩個學

派對社會階級（階層）形成的不同看法？以及（二）解釋何謂M型社會，這樣社會的形成，韋伯

或馬克思的理論中，那一個較能解釋，為什麼？（25分） 

答： 
(一) 社會階級的觀念 

1.馬克思(K. Marx)的階級概念 
馬克思在1848年的<<共產黨宣言>>中，清楚標誌出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社會將日益分化為
兩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布爾喬亞)與「無產階級」(普羅大眾)，兩者的區分具有以下特徵： 
（1）以生產工具的有無來判定 

具有生產工具者為資產階級，不具有者為無產階級，且無產階級的工人具有商品

(commodity)的特徵，為資產階級可以用以交換的商品。 
（2）兩者之間處於衝突關係 

由於資產階級會剝削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使得兩者不斷處於衝突當

中。 
（3）中間階級會向兩邊移動 

中間階級將會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往兩邊移動，亦即中間階級將逐漸消失。 
（4）社會的發展將由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 

當無產階級具有了「階級意識」(class consciousness)之後，將由「自在階級」 
(class in itself)轉為「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並聯合起來推翻資產階級。 

2.韋伯(M. Weber)的階層概念 
           不同於馬克思的階級觀念侷限在經濟方面，韋伯在經濟方面外，又提出了「政治」與「社會」兩

方面的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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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收入。 

               (2)地位(stat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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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聲望群體」 (prestige)與「賤民群體」 (pariah 
groups)。 

               (3)政黨：政黨是指涉一群因為共同背景、目的或興趣而在一起工作的人，可以補充階級概念

的不足。 
3.兩者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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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M型社會的特徵 

1.由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在2006年所發表的<<M型社會>>一書，提出了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少

數的富人，資產快速積累，而原先多數的中產階級，大部分則逐漸沒落到中下階級，形成中低收

入戶，使得原先中間的這一塊突然消失，就像一個「M」字母一樣，中間掉落了。類似的觀點，

也出現在日本作家三浦展的「下流社會」當中。 
2.而台灣是否走入了「Ｍ型社會」，也經由(1)所得分配之中產階級的減少(2)人民痛苦指數的增長(3)
物價指數的上升(4)老齡化社會的來臨所證實。 

(三) 較適當的理論解釋觀點 
根據前述理論可以得知，馬克思所提出的階級觀念，與大前研一所提出的「M型社會」較為接近，兩

者都在指陳，中間的階級將逐漸消失，而形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社會。不過，這只是在於現象的描

述，也許出路並不相同，因為馬克思所著重的是一個藉由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結局，可是，在全

球化的時代中，個體必須藉由了解到自己在現代社會中所具有的「個體性」(即不再一種穩定的生活方

式或權威得以遵循)而尋求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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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的快速成長或老化，都是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不同階段的表現。請問

（一）什麼是人口轉型，其主要的內涵為何？（二）請以台灣1980年代以後台灣人口的老化為

例，以人口轉型論點說明為何會有人口老化現象？（三）大量外籍新娘的移民台灣，能解決人

口老化的問題嗎？為什麼可以或不可以？（25分） 

答： 
(一) 人口轉型的內涵 

1.人口轉型為「人口再生產」類型的轉變，就是由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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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人口學家的理論，人口的轉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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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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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指其「一胎化政

策」。 

        4.人口轉型的理論解釋 

          (1)經濟發展階段論： 

由英國的經濟學家羅斯托(W.W.Rostow)所提出，主要以「生產力水準的歷史演變」階段為基礎，

提出了經濟發展階段論。 

將經濟的發展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傳統社會階段(人口屬於「高高低」階段) 

現代經濟起飛前階段(人口屬於「高低高」階段) 

起飛階段(人口屬於「低低低」階段) 

成熟階段 

追求高生活品質階段(人口屬於「絕對減少」階段) 

(二) 人口轉型與人口老化 

1.老齡化人口：指的是總人口中65歲和65歲以上的人口。 

2.人口老化：指的是從一個具有「高生育率」和「低預期壽命」的人口，向著「低生育率」和「低死

亡率」人口轉變的過程。 

3.影響人口老化的因素： 

(1)人口因素 

決定人口老化的決定因素，是「出生率的降低」，而「死亡率的降低」以及「人口的遷移」，則

是比較次要的。 

 (2)社會因素 

   這方面主要是指人口政策、生育觀念、宗教信仰等。 

4.人口老化的影響 

(1)勞動年齡人口負擔老人的係數提高 

                        65歲和65歲以上的人口 

              1老年負擔係數 =  --------------------------------  X 100 

                                 15歲到64歲的人口 

              2公式所代表的含意是：負擔係數越低，對於經濟的開發將更為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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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降低勞動生產率 

      老年人口對於新知的吸收緩慢，而且容易阻礙社會的流動性，並對消費形態產生影響。 

     5.「人口轉型」與「人口老化」的關聯 

        由於人口轉型的結果，形成了「低出生」、「低死亡」與「低人口增長」，因此便意味著「出生

的人口減少」，在平均餘命不斷增長的情形之下，就出現了幼年人口減少的情形，相對的，也造

成了老年人口的比例增加，形成人口老化。 

(三) 外籍新娘的移民 

在外籍新娘的影響方面，根據主計處的資料顯示，至96年5月，外籍配偶人數已達39萬人，其中外籍

新娘約有35萬人，因此，外籍新娘的移入，將有助於人口出生率的增長，可以減緩人口老化的問

題，這主要是因為，外籍配偶的移入，使得婚姻當中約有1/4的跨國婚姻形成，而當中大多數是以傳

宗接代為前提，儘管在女性主義的立場會對此有所批判，但是就人口增長而言，移入的外籍新娘與

出生的跨國婚姻兒童，將減緩人口老化的趨勢。 

 
四、當代社會組織研究，深受新制度論的影響，其主要論點之一，就是制度趨同(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概念，（一）請問這個概念的主要內涵為何？（二）請以這個看法，來解釋南韓

與台灣的企業組織模式和結構特質。（三）您認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南韓與台灣的企業組織

模式會趨同嗎？（25分） 

 
答： 
(一) 制度趨同論的內涵 

1.對於組織的研究，近來已經將研究的重點，從單純的組織本身，轉移到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聯性。 

2.在這個前提下，分別出現了「人口生態論」(population-econology approach)、「資源依存論」(resource 

dependence approach)以及「新制度論」(neoinstitutionalism)，「人口生態論」強調環境對於組織的主

動影響力，因此，組織人得試著適應環境，同時大型、較老的組織則較具有存活力。「資源依存

論」則強調組織本身會試著去因應環境採取變化，甚至可能因為環境影響組織內部的權力分配。而

「新制度論」則試圖指出，為何一些沒有效率與理性的組織，卻也能夠繼續的存續下來，因而指出

了組織的長久存在，便形成了一個慣性的運作機制，這些慣性能夠滿足制度環境的需求，以使得組

織繼續存在。 

3.而「趨同力」，更可分為「強制趨同力」、「專業規範」、「市場模仿」 

（1）「強制趨同力」：強調藉由政府的力量進行規範要求。 

（2）「專業規範」：指同行業當中所形成的行規。 

（3）「市場模仿」：描述成功的市場生存法則，成為眾人模仿的對象，因此造成的趨同的出現。 

(二) 南韓與台灣企業組織模式與結構特質 

      根據Orru, Biggart, Hamilton藉由新制度論的研究指出，台灣的企業屬於「家庭網絡」(family network)的

特質，而南韓則屬於「世襲家族」(patrimonial households)的特性。前者表現為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家

庭企業網絡，後者則呈現出政府支持下的世襲企業。 

(三) 南韓與台灣企業組織模式趨同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這兩個企業模式將逐漸走向「趨同」的特徵，首先，企業的購併風潮興起，

使得越來越多的企業財團走向併購擴大一途，這表現在台灣出現的幾個財團所顯現的局面，另外，走

向「全球化」以及打開全球市場，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目標，在這種「市場模仿」的成效下，兩者將

會逐漸模仿彼此的經營行銷方式，以進行全球佈局。最後，相同的文化背景因素，也使得兩者的組織

模式，無法避免地必然受到私人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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