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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一、近來青少年犯罪事件頻傳，請從差別結合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與標籤論

（labelling theory）來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基本題型，送分意味濃厚。以青少年偏差為例，卻沒提及犯罪次文化論，就表示重點並

不在青少年偏差本身，而是把兩派理論講清楚，最後約略切入就能符合期待。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6-12、6-14。 

 

答： 

(一)差別結合論（Theory of difference association） 

1.代表人物：蘇薩蘭（Edwin Sutherland） 

2.偏差的原因：其基本假定為：一個人犯罪，是因為有利違犯法律的定義或解釋多於不利違犯法律的定

義或解釋。 

3.偏差的結果：此論認為，人們同時承受強調守份及偏差的觀念，當其周遭的觀念主張偏差的比例大於

強調守份的比例時，偏差就可能發生。 

4.所受的批判︰首先，此論特別適用於正在鬆動或剛剛興起的社會規範，但是對於已然深入人心之規

範，通常缺乏解釋力；此外，亦不夠重視個人動機之外的結構條件對於犯罪行為之影響。 

(二)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 

1.代表人物：貝克（Howard Becker） 

2.偏差的原因：依據雷馬特（Edwin Lemert）之見解，偏差的類型依當事人是否有意，可分為兩種。第

一種是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意指行動者偶然破壞了社會規範，但並未影響他的自我認同和

角色扮演；第二種是次級偏差（ secondary deviance），乃是行為人被他人貼上負面之汙名

（stigma），從此被視為偏差者，同時其本身也承認自己是一個偏差者。 

3.偏差的結果：一旦初級偏差的犯錯者被標籤化，將產生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之現象。功

能論者莫頓（Robert K. Merton）最早提出此一概念，用以指涉若個人受到他人評價的影響，將逐漸改

變本身之行為，到最後使得他人之評價與個體之行為日趨相似之現象。從此一角度觀之，每個團體，

都要為其所創造的偏差者，負起某種責任。 

4.所受的批判︰ 

(1)個人行為總是發生在先。 

(2)無法解釋犯罪何以有個別差異。 

(3)過度誇大受沾者的永久性。 

(4)過度誇大受沾者的被動與軟弱。 

 

二、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有那些？如何降低離島的健康不平等？（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的前半部為基本問題，後半部雖可自由發揮，但若能參考衛福部之「完善原鄉及離島醫療

照護體系」一文，才有全面的回答。此為近五年來社會學試題的常態，隨機挑選一個當前的社

會政策入題詢問，若剛好有知識儲備最好，即使沒有也請鎮定，不必期待接近滿分，因為幾乎

所有考生都對此陌生，只要自由發揮就不會落後。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9-66。 

 

答： 

(一)作為一種巨大的「經濟產業」：醫療牽涉到的市場不但多元，且已成為跨國資本主義運作的重頭戲。不

論製藥業、醫院產業、醫療（健康）器材（食品）業，都在快速擴增中。藥物研發的倫理議題（尤其是

研究界一向以「監獄犯人」、「精神病患」、「婦女」、「發展中國家人口」等所謂易受剝削的群體為

臨床實驗和疫苗介入試驗之主體時），也因而成為國際所關注的焦點。 

(二)作為一個巨大的「勞動市場」：除了醫師、護士、牙醫、藥劑師等專業人口外，還有各式「醫院管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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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國家衛政體系」、「衛教體系」、「藥業（及健康食品）產銷體系」、「民間各種治療和看護

體系」的人口。其中，從在著許多性別和階層不公平之問題，而醫療體系中勞動關係的批判分析和改

革，亦成為當代社會權發展的重要切入點。 

(三)作為國家機器介入的場域：醫療牽涉到的國家政策與各種制度環環相扣—包含法律、教育、福利和衛生

行政部門。一九九五年強制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每年支出都在增加中，到了二○○○年，已

達到三千億元。 

(四)作為政治經濟的重要環節：人口健康不單僅由醫療體系本身所決定，而是牽涉到世界體系當中的資源配

置。其中，將發展中國家的民眾視作藥物研發的白老鼠，以及國際跨國藥廠高價傾銷第三世界的議題，

也開始受到批判和檢視。 

至於改善離島的健康不平等問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已指出醫療在地化、照護社區化、救護即時化等三項

指導原則，以充實在地醫療機構與人力、整合在地資源以照顧老、幼、病，最後則是推進轉診後送服務，

以將健康不平等的程度降到最低。 

 

三、何謂社會階層化？社會學家馬克思與韋伯如何界定社會階層化？（25分） 

試題評析 
馬克思與韋伯的關鍵差異，就是不平等的原因僅在經濟或是兼含政治與社會，簡言之就是單因

論與多因論的差異。 

考點命中 《社會學》，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8-78～8-79。 

 

答： 

(一)韋伯（Max Weber） 

1.社會成員為爭奪財富／權力／聲望而彼此垂直分化。 

2.經濟領域之階級、政治領域之政黨、文化領域之身份團體，因相互競爭而產生多層次的社會階層。 

3.各種不同的資源之間彼此獨立但可互相轉換，其中經濟的利益為階層化最重要的因素。 

4.社會不平等將永久持續。 

(二)馬克思（Karl Marx）論社會階級 

所謂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意指在生產關係中具備同樣客觀條件的群體。依照資本或生產工具的有

無，可分為兩大階級：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綜觀韋伯與馬克思的社會不

平等理論，有以下幾點差異： 

1.韋伯以財富、權力、聲望等要素定義社會階層，馬克思以生產能力（資本）定義社會階級。 

2.韋伯認為社會階層具有多極化，因而各個階層之間容易產生局部且溫和的衝突；馬克思認為社會階級

必將趨於兩極化，因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終將產生全面且激烈的社會革命。 

3.韋伯認為財富、權力、聲望可互相轉換，但轉換之條件會受到特定歷史情境所影響，並非永久不變；

馬克思認為資本是最具決定性的關鍵資源，隨著歷史的進展，貨幣將無所不能地換取所有資源。 

4.韋伯認為社會不平等不可能中止，馬克思認為社會革命將取消階級分工，也將連帶永遠終結社會不平

等。 

 

四、請由推拉理論來解釋偏鄉或離島人才外流的現象。又人口外流對婚姻與家庭結構造成什麼影

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超過普通社會學的範圍，而是人口學的內容，僅在105年調查局三等考試出現一次，但偏

鄉的人口外流之影響可說是常識範疇，即使不熟悉推拉理論也能有部份分數。今年的試題不確

定性較高，有兩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只要鎮定作答就不落人後。 

考點命中 請參考張海平老師於105年調查局考試社會學解題第三題。 

 

答： 

(一)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 

此論指出，有利於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成為促使人口流動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

人口流動是由拉力、推力、中間障礙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最早對人口遷移進行研究的學者是英國的

雷文斯坦(Ernest G. Ravenstien)。他於1880年發表的遷移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提出了七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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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1.人口的遷移主要是短距離的，方向是朝工商業發達的城市的；

2.流動的人口首先遷居到城鎮的周圍地帶，然後又遷居到城鎮裡面；

3.全國各地的流動都是相似的，即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4.每一次大的人口遷移也帶來了作為補償的反向流動；

5.長距離的流動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動；

6.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相比，流動率要低得多；

7.女性流動率要高於男性。

(二)偏鄉與離島之人口外流的解釋

由於臺灣的偏鄉與離島多半從事農林漁牧等第一級產業，其經濟產出低於工業與服務業，因而對當地人

口產生推力；而大城市的第二、三級產業需才孔急，因而對外部人口產生拉力。

(三)偏鄉與離島之人口外流的影響

城鄉之間的人口移動並非均質，年輕、高教與女性人口的移動率遠高於其他人，造成偏鄉與離島的人口

空心化現象，以老人、幼兒和從事第一級產業的男性勞工為主。這造成性別比與老年比都大幅增加，進

而使結婚率低、生育率低、離婚率高、隔代教養普遍、家庭經濟安全降低、老幼病之照顧缺乏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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