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題核心一眼看穿社會學一眼看穿社會學

主題
綱目 1 何謂「社會學」？有何價值？

與其他的社會科學之關係或觀點差異為何？

本綱目占本章比率：25.0%

一、主題綱目 1 之歷屆試題彙整 ★★★★

• 什麼是社會學？試說明社會學對了解原住民在社會變遷中的生活適應有何功能。 
 （92 年原住民特考）

• 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都在研究社會行為和社會變遷，但彼此之間的觀點有差

異。請申論社會學觀點的獨特性。 （104 年調查局特考）

• 社會學有何價值？社會學與心理學、人類學之間的關係為何？ （90 年基層特考） 

• 請解析微視社會學（microsociology）與鉅視社會學（macrosociology）觀點的特

色，並舉例說明之。 （100 年原住民特考） 

二、考點綜合分析

社會學的定義雖為基礎觀念，但係重要考點，因為如果不懂，因之延伸而來的社會

學與其他的社會科學觀點之差異性比較，就難以清楚的區辨，所以考生務必紮好基本功

夫，萬無一失。

三、試題答案綜合解說

（一）何謂「社會學」之說明

社會學（sociology）是一門研究人與人互動的社會科學，主要是研究社會關係、

社會行動、社會互動、過程的科學，並研究社會團體的起源、發展、結構、問題

與功能的科學。它是一門有系統地研究社會科關係的科學，採取客觀的科學態度

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以研究人類社會，從過去的歷史與經驗中歸納出一些社會規則，

用來控制現在和預測未來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關係。亦即，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社

會中的行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及其對人類團體之科學思維方式。社會學的價值

在於，可根據既有的理論架構，社會學家運用觀察、推理與邏輯分析作為研究人

類行為的科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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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學與其他的社會科學觀點之差異性與獨特性說明

1. 社會學與其他科學觀點之差異性說明

(1) 社會學與經濟學：經濟學（economics）基本上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與

經濟活動的科學，包括生產、消費、分配、交換與市場的關係。經濟學家

經常應用統計與數據分析模型來預測與說明經濟行為，並以「均衡」與「供

需」為理論解釋的原則，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是最具量化的學科，

也是最具科學研究的分析，而經濟行為或活動只是人類社會行為的一種，

它與其他社會行為或活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欲瞭解經濟行為也必

須瞭解社會的經濟制度、組織、文化、福利與人口等相關的變數，才能完

全掌握經濟活動與行為的意義，由此可知社會學對經濟學的影響。例如：

經濟學裡發展出福利經濟學，而社會學裡有工業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和勞

工社會學，即說明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密切關係。

(2) 社會學與政治學：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主要研究的主題是人類社會

的政治行為與關係。研究對象包括國家、政府、行政、權力、政策、政黨、

政治組織與體系。政治學的分析偏向政治體制與基本的政治型態、政治文

化與政治社會化、意識型態、政府機構的運作、政治參與投票行為等。社

會學對政治學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般的社會組織、社會階級、社會制度

和社會行為的原理法則，政治學對社會學的貢獻則是提供了一些權力分

配、國家組織與政治行為，整合兩者的研究就是政治社會學。

(3) 社會學與心理學：心理學（psychology）以個人心理歷程為主要研究主題，

包括對個人的需求、動機、態度、認知、慾望、記憶、感覺、情緒、思想、

人格等之分析，心理學把重點放在個人心理體系上，而把個人以外的社會

因素視為次要的內容。其中，將社會因素視為分析個人行為與心理活動的

研究領域，便是「社會心理學」，針對個人社會化過程與人際關係對個人

社會化的影響，並側重團體生活的研究，以及群眾行為。社會心理學是一

門介於心理學與社會學的整合學科，它有兩種版本：一是心理學的社會心

理學（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PSP）；另一是社會學的社會心

理學（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SSP）。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主要

研究放在個人的思想、感覺、態度與行為，如何受到他人的影響，關心個

體在社會互動情境中的心理，是屬於微視層次的分析，也就是研究個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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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間的互動與影響，例如：社會認知、態度改變、攻擊與暴力、人際

關係與溝通、從眾與服從等。而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焦點放在社

會團體、組織與社會結構下個人行為及心理歷程，關心社會制度與文化運

作下的個人心理歷程，是屬於宏觀層次的分析，亦即是研究社會過程與個

人心理間的關係，例如：角色理論、人格形成、參考團體、文化、社會化

與人格、語言、社會規範與互動、社會價值與制度等。

(4) 社會學與歷史學：歷史學（history）是一門分析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學科，

它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縱貫面。歷史學包含了史料、史學、史識。史料著

重在史實的發現與考證，史學牽連到歷史的演變與歷史因果關係的敘述，

史識則是關於歷史意識與見解。不可否認的，歷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

礎背景，而社會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離開了「歷史」與「社會」，

社會科學不可能存在。晚近興起的歷史社會學，結合了歷史與社會的研

究，以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歷史。歷史社會學對歷史的研究至少有四個

重要突破：

① 歷史社會學對歷史事件與過程的研究企圖建構模型加以解釋。

② 利用一些概念（concept）來解釋歷史。

③ 試圖分析歷史中的因果關係之規律性。

④ 提供對歷史分析的比較研究。因此，當今歷史學在社會學的影響下，

不僅要描述過去事蹟與事件，同時也要解釋有關社會動力引起的歷史

事件。

(5) 社會學與人類學：人類學（anthropology）包括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

體質人類學研究人類的起源、進化與發展，而文化人類學則研究人與文化

間的關係，其研究主題是文化，研究初民社會文化與結構，以及不同文化

間的比較研究。人類學較傾向於自然科學研究，而文化人類學屬於文化與

社會的研究。一般來說，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議題包含文化的起源、語言、

象徵、溝通、宗教儀式、親屬關係、家庭與婚姻、種族性格等。人類學與

社會學最大的差異點，乃在於人類學經常以親身參與和深入觀察的方法進

行研究，其獨特的研究方法稱之為「田野調查工作」（field work），對一

部落或社區文化進行長時期的觀察研究，實際體會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

而社會學則兼以問卷或訪談法，對較高度文明的社會進行探討。雖然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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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社會學皆重視社會學，但是社會學較重視文化的社會功能，將文化放

入社會體系與結構下來分析，而人類學家則重視文化的起源、形成與發展。

將文化放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來探討。

(6) 社會學與法律學：法律學（law）研究的是社會中的社會行為規範如何制約

個人，以及如何執行，以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很清楚地，法律學是

一門規範性的科學，通稱為法學，它包括了法律、命令、習慣、風俗、道

德等，而現代法律的基本觀念則包含有權利、義務、法治、民主、人權、

自由等，這些觀念是維持法治社會的基礎。法律學與社會學的關係非常密

切，社會學研究社會行為與社會互動，而這些互動與行為受到社會的約制

與控制。法律是重要的社會控制手段之一，也是一種社會制度，而法律的

基礎往往建立在風俗、習慣、民德、社會生活方式上，欲發揮法律的效果

必須瞭解社會現象。

2. 社會學與其他科學觀點之獨特性說明

社會學的發展已經整合了其他社會科學，擴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也使社會

學的研究更具意義與特色。這些學科和社會學構成了所謂的社會科學（soc i a l 

science）。社會學研究具有擴散性與包容性，社會學觀點（sociological per-

spective）是一種以客觀與科學的態度，來觀察或研究每一個社會事物與問題，

它不是在尋求是非，而是追求真相。簡言之，就是從社會學的研究觀點出發，

來觀察分析人類關係與社會互動。其次，社會學的觀點試圖超越個人的經驗，

跳出自己的限制，並持著質疑的態度面對問題，免除一些習以為常的經驗影響

個人的看法，放棄理所當然的見解，以批判與客觀方式檢視社會問題。社會學

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別不在於研究主題的不同，而在於研究觀點的不同。在研

究原住民於社會變遷中的生活適應，社會學提供了許多不同面向的研究觀點，

有助於瞭解社會現象的真實樣貌。

（三）在社會學的研究面向上，社會學的觀點也深受其分析單位的大小影響，對此可以

分成兩個層次：包括微觀觀點／微視觀點（mocro）、巨觀觀點／宏觀觀點／鉅視

觀點（macro）。微觀觀點考慮到的是在社會情境中的行為，分析單位是個人；而

宏觀觀點則是處理大規模結構與過程，分析單位是社會。例如：馬克思對於工人

的行為與想法（微觀議題）以及他們所存在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巨觀議題）兩

者之間的關係感到有興趣。事實上，從最微觀的範圍到最巨觀的範圍之間是一個

23



考題核心一眼看穿社會學一眼看穿社會學

社會實在的連續體（continuum），在連續體中約在中間位置的社會現象，則被認

為是中距實在（mesorealities）。個人的行動與思考位在此一連續體上最靠近微

觀的點上，團體、組織、文化與社會則是比較偏向巨觀面向，但整個場域關心的

是連續體及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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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綱目2 何謂「社會學的想像」？

本綱目占本章比率：25.0%

一、主題綱目 2 之歷屆試題彙整 ★★★★

• Mills 的「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是什麼意思？如何運用社會

學想像來思考臺灣當前日益高漲的單身現象？ （102 年薦任升官等考試） 

• 解釋名詞：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00年調查局、國安局特考）

• 何謂「社會學的想像」？在分析社會現象上與其他學科有何特殊之處？請舉例說明。

 （99 年地方特考） 

• 美國社會學學者 C. W. Mills 提出了所謂的「社會學想像」，請說明社會學想像的

意涵；並且從個人放棄工作，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失業率統計數據，以「社

會學想像」的觀點，說明那些是可能影響臺灣年輕世代高失業率與薪資所得停滯

的因素。 （103 年高考）

• 移工及新住民所呈現的是世界人口在全球範圍移動 / 流動的現象，此移動現象，

除了可以從當事人個人的動機與慾望來解釋外，「社會學的想像」能對此人口大

規模遷移提供那些洞見？ （105 年地方三等）

二、考點綜合分析

（一）Mills 的「社會學的想像」，可謂是社會學考科的經典考點，就像鑽石一樣永留存，

請為它劃上金榜考點的鑽石標記，完整的準備，並充分的思考在社會現象的應用，

將是取得高分的不二法門。 

（二）具備社會學的想像能力，在社會學各領域才能具有論述之實力，考生務必謹記

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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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題答案綜合解說

（一）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 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 1959 年提出「社會學的想像」的觀點。所謂「社會

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係指檢視社會力量如何對個人發生影

響的分析能力，特別是對個人生活與行為的影響，因此社會學的想像其實就是

社會學觀點的本質與重心。他將社會學的想像區別成個人問題（personal trou-

bles）與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兩種。個人的問題就是私人的事物（private 

matters），限於個人在日常生活裡直接意識到的事務；而公共議題關係到大社

會體系的危機問題，也就是當無法控制到大多數的個人行為，例如：經濟循環、

政策抉擇、宗教傳統，這些將影響到每日的生活。

2. 亦即，社會學的想像就是連結社會結構與個人行為的努力，此想像要求我們在

分析個人行為時，必須常常注意到社會力的影響；亦即，欲了解一個人的行為，

必須在社會的脈絡（social context）裡尋求瞭解與說明。

3. 在分析社會現象上，社會學的想像相較於其他學科而言，其特殊之處在於，社

會學的想像不僅是一種觀念，而且也是一種分析的方法，企圖透過歷史、社會

結構、個人行為與文化等層面，來解釋個人與社會關係。其實，將社會學想像

之觀點加以發展，可以衍生出一種整合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結合了宏觀與微

觀的分析，從社會結構來看個人模塑的行為，而且從個人角度來解釋社會的意

義，在方法論上整合了結構論（structuralism）與意志論（voluntarism）。總

而言之，社會學家利用社會學的想像，來研究社會架構與個人行動的相互關係，

有助於社會學在思考問題有更寬廣的空間。例如：在早期民風保守，對於男女

之間的性規範非常保守，而現今社會同居、婚前性行為、自由戀愛等價值觀，

完全改變過去的看法，絕大部分是因為個人態度與行為的改變使然。因此，透

過社會學的想像，雙向的交錯分析才能完整、正確的勾勒出社會現象，這也是

社會學想像分析社會現象相較於其他學科之特殊之處。

（二）以「社會學的想像」觀點分析臺灣當前日益高漲的單身問題

1. 單身問題日益高漲，主要是社會制度及價值觀的改變，除了教育制度擴張，造

成接受教育的年限較以前延長，致使就學期間較長，致面臨婚育年齡的往後遞

延；且因為教育制度的提高，許多女性希望與自己教育程度相當或更高的男性

結婚，致使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可選擇之對象隨教育機會平等化而日漸減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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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女性晚婚趨勢；而男性則因畢業年齡之後延，投入職場的年齡亦較過往為晚，

在經濟尚未獨立穩定時，對於走入婚姻有較多的顧慮，致造成單身情況增加，

且因為社會結構及價值觀之改變，使得男女兩性對於婚姻的最終目的不再只是

生育下一代，因此男女兩性的適婚年齡大幅延後，是造成單身問題日益高漲的

微觀與宏觀觀點之觀察。

2. 從「社會學的想像」觀點分析臺灣年輕世代的高失業率與薪資所得停滯的因素

可知，從結構性面向分析，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經濟果實已出現分配愈

來愈不均的趨勢，尤其是臺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型國家，受全球化的影響

特別顯著，致造成年輕世代的高失業率；此外，臺灣年輕世代受到高等教育擴

張的結果，造成學歷貶值，進而造成大專院校畢業的青年普遍面臨低薪化的問

題；且因大學院校的拼命升格化，造成技職體系校院的學術化，一味地追求技

職學位，使得原有培養技職專長的學校已無法培養具技職技術能力的學生，致

使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因在校所學之技術未能紮實，無法因應產業界的需求，

不是面臨技術不足無法提升薪資，不然就是技術不足，致無法覓得適當的職缺，

以至於造成高失業率。而在進入後工業時代，臺灣大量培養服務業人員，這類

型的職類，就業市場進入門檻低，且屬於勞力密集產業，薪資普遍偏低且不易

調高，因而產生薪資所得停滯，且許多的企業在此職類採用非典型就業人員，

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或派遣等方式，更是造成薪資所得停滯的主要因素；另

在個人面向上，更因年輕世代在畢業後尋職時，面臨薪資待遇太低、工作無發

展前景等就業困境而產生離職念頭，致使年輕世代失業率居高不下。

（三）國際移工移動現象的社會學想像

世界體系理論指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已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裡，透過

國際貿易與資本國際運作，愈來愈多的國家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依據國際分工，

便產生了世界體系階層化的現象，即核心國家（core states）、邊陲國家（peripheral 

states）、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al states）等三種，產生了全世界商品市場、

資本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性連結。核心、半邊陲國家為擴大資本積累需擴張市

場，以及大幅降低勞力成本，便於取得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家或從邊陲國家進口廉

價勞力。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邊陲國家則往往受制於核心國家及其代理人（如

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的集體力量，而開放出口農村經濟破產後流離失所的大

規模勞動力，以期賺取大量外匯，加速邊陲國家資本積累。在上述政治經濟力量的

27



考題核心一眼看穿社會學一眼看穿社會學

作用之下，資本國際化與勞力自由化於焉形成，並促使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資本國際化與勞力自由化表現在半邊陲國家，造成了大量工廠的關閉與大量勞工

的被迫解僱。同時，核心及半邊陲國家引進大量移住勞工，以取代本國低技術及

非技術的較昂貴勞動力，此為國際移工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社會學想像；另近年來，

核心及半邊陲國家進入人口轉型階段，人口進入高齡化社會，照護人力需殷切，

亦為國際移工移動的重要原因。

（四）新移民跨國移動的社會學想像

世界體系階層化，將國家分成核心國家、邊陲國家、半邊陲國家。尤其在半邊陲

國家的下層社會階層的男性，在不易娶得本地異性配偶的情況下，紛紛透過跨國

婚姻仲介，到邊陲國家尋找婚配，但至邊陲國家辨理婚配的半邊陲國家男性，多

為貧窮艱困的家庭，顯示出這種仲介婚姻的現象，是一種病態發展的全球化婚姻

供應鏈。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婚姻市場上，邊陲國家的女性因男性的經濟力衰落，

而將對象轉向核心、半邊陲國家的男性。在此資本國際化與勞力自由化的過程中，

產生了深諳核心、邊陲雙邊需求的婚姻掮客，推波助瀾地促成了「婚姻移民」。

透過外籍配偶所提供的無償家務勞動及生育，國際婚姻穩定了國內廉價勞動力的

再生產機制，同時，外籍配偶本身更是廉價勞動力的新增來源。外籍配偶現象為

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兩地，被資本主義發展排擠至邊緣地位的男女勞動者，為求

延續生存而形成的結合。再者，「婚姻移民」現象不僅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產品，

更將抽象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具體化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這種不

平等的社會關係甚至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婚姻關係中所產生的各種細微差異及

衝突，往往被核心國家的成員詮釋性地理解為邊陲國家成員的固有問題，倒果為

因地解釋邊陲國家不發達的因素。另從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分析婚姻移

民的推與拉的作用，在推的因素上，主要係邊陲國家的經濟情況不佳、貧窮等因

素；而在拉的因素方面，係指那些吸引人們遷入一個地區的因素，包括經濟機會、

生活品質高、親友的鼓勵等，基本上，邊陲國家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而成為核

心國家及半邊陲國家的新移民，為經濟主義推拉理論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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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社會學基本原理與理論

主題
綱目3 社會學重要理論的內容為何？

本綱目占本章比率：25.0%

一、主題綱目 3 之歷屆試題彙整 ★★★

• 早期社會學者見證了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因而提出社會現象的分析與解釋，

他們的解釋直到今日仍影響社會學理論發展，請就韋伯（Max Webe r，1864-
1920）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8）兩位，說明他們的社會學觀點。

 （97 年高考） 

•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當代社會學發展非常有貢獻的一位學

者，試說明他的社會學理論。 （96 年原住民特考）

• 社會學是一門有系統地研究社會關係與社會現象的科學，它與時俱進。傳統社會

隨著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開展，產生了新的風貌，請先以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的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解釋社會變化的意涵；進入二十世紀後，資訊技術革命造成網絡社會的

崛起，再次改變了人類社會面貌，請以當代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說明科技對社會與人的行動所帶來的影響。

 （105 年高考）

• 試述社會結構與行動的關係在社會學理論有何爭論？回答時要應用到「施為

（agency 亦譯「主事」）」這個概念，並從工作實務的經驗舉例說明兩者之關係。

 （97 年高考） 

• 近年來多起勞資間「基本工資」調漲或近日「一例一休」修法事件，均引發極大

爭議，不僅資方團體反對基本工資調漲及贊成刪減七日國定假日，也有勞工擔

心爭取這些有利勞方的訴求，會讓勞方沒了工作。請試從法國社會思想家傅柯

（Foucault）的規訓觀點來分析何以勞方會有此認知與擔憂？ （105 年地方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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