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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 Society

「社會」（society）是一群具有共同文化與地域之互

動關係的個人和團體所組成，它具有三個基本條件：

（1）必須擁有特定的空間和地域，主要是指無機層次，

也就是物理層次；（2）必須擁有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

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這是有機層次，也就是生物有

機個體；（3）必須擁有共同的文化，這是超機層次，

超越環境與個人，也就是社會互動的關係，如：規範、

風俗、習慣、信仰、價值、道德等。「社會」的解釋

有廣義和狹義兩種：（1）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關係

的體系，包括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可大到整個「人類

社會」，小到幾個人組合的社會團體結合；（2）狹義

的社會，是指一群人有共同的觀念、態度和行為，共

同生活在一起。

2  社會學 Sociology

社會學（sociology）一詞源自於法文之 sociologie，

係結合了拉丁文 socius 和希臘文 logos 兩字而成。前

者意指「同伴」、「結合」、「社會」（associate or 
companion）， 而 後 者 是 指「 字 」（word）、「 科

學」、「知識」之意，結合兩字後，意指研究人類社

會或結合的科學。社會學一詞最早由社會學之父孔德

（Auguste Come）於 1838 年提出，將其出版之六

冊《實證哲學》（the positive philosophy）的前三

冊 採 用「 社 會 物 理 學 」（social physics）名 稱， 以

概括研究社會現象的專門學科，後來放棄社會物理學

之一詞，並改為社學。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W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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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ummer）所言：「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的科學」。

社會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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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批判主義 Critical Rationalism

是指興起於 18 世紀末期，是啟蒙運動下的一股思想潮

流，摒除以往以善惡觀念來看待制度與價值，強調以

「理性」的信念來思維社會現象，也就是以理性替代

上帝或傳統，並以理性方式來控制社會關係。

4  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

主要是基於人類同情與悲憫之心，企圖有系統地進行

社會資源重分配，特別重視個人生存的特權與社會平

等觀念。

5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強調社會行為科學必須與社會哲學及人道主義分開，

強調以有系統的自然科學方法應用到人與社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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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宗教、道德與人性的立場來研究社會科學，認為

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研究人與社會有重要性。

6  實證性社會學 Positive Sociology

將社會視為一個客觀、自主存在的現實來研究，藉由

經驗、調查、訪問或實驗等方法，來獲取社會真相，

並建構出一些普遍的社會規則與理論，說明社會的因

果關係，進而提高社會現象的預測或控制能力。此傳

統承襲史賓賽和涂爾幹，後由帕深思加以發揚光大。

7  詮釋性社會學 Hermeneutic Sociology

重視個人社會行動的意義，將個人行動放入社會脈絡

下來尋求社會互動的意義，以及行動者對社會互動與

關係的看法。此觀點與實證傳統剛好相反，主張個人

是意義的創造者，試圖從個人立場對情境加以解釋，

反對宏觀與量化的研究，強調參與觀察和個案研究方

式。形象互動論、現象論與俗民方法論是其代表。

8  批判性社會學 Critical Sociology

此觀點不僅是要解釋社會現象，更是企圖對現實社會

進行改造，解決社會失序或矛盾問題。藉由批判反省

的理性行動，介入社會運作，達到社會改變的目的。

此觀點採用了黑格爾的唯物辯證論及馬克思的階級鬥

爭理論，來剖析社會結構與關係。衝突論為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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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會靜學 Social Statics

重視社會橫斷水平面的研究，分析社會結構與各種制

度之間的相互關係。結構分析與相關性是其研究重點。

10  社會動學 Social Dynamics

重視社會縱貫垂直面的研究，探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

法則，特別是社會的變遷與影響。歷史研究是其重要

特徵，找尋因果關係是社會動學的重點。

11  基礎社會學 Basic Sociology

係研究社會現象、分析社會事實、建立社會關係與互

動的原理法則，著重於「求知」與「求真」的研究工

作。例如：社會學理論、社會思想史與社會研究方法、

詮釋和批判社會學等一般性的社會研究。

12  應用社會學 Applied Sociology

係以理論方面所得之結果，設法應用於實際社會上，

進而對社會環境有深入的了解。例如：家庭社會學、

政治經濟學、發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教育社會學、

軍事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兩性社會學、經濟社會學、

組織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商業社會學、國家社會學、

都市社會學、工業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廣告社會學、

民族社會學、犯罪社會學、職業社會學、社會心理學、

運動社會學、音樂社會學、電視社會學、環保社會學

等，就是以基礎社會學架構，來探討某一社會現象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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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普通社會學 General Sociology

係指社會現象的一般原理、法則與研究方法，與基礎

社會學之意相同。

14  特殊社會學 Particular Sociology

對某一社會現象或問題做深入的研究，與應用社會學

相似。例如：社會問題、家庭、工業、婚姻、人口、

階級、兩性、犯罪、種族、都市、貧窮、戰爭等。

15  量化社會學研究 Quantitative Sociology Research

主要是利用問卷調查法方式來研究，其研究的對象數

量多，並利用統計分析來檢定，其結果比較具有代表

性，但適用於靜態的橫面分析。量化研究方法強調精

確並可概化推論的統計數字發現；量化研究方法試圖

產生精確與可概化的研究結果。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

特色在於，試圖事先公式化所有或至少大部分的研究

過程，在蒐集資料時可能嚴格遵守那些過程，以尋求

最大客觀性。常見的量化的研究方法有：調查研究法、

實驗研究法與單案研究法。

16  質性社會學研究Qualitative Sociology Research

主要是利用觀察法或歷史文獻探討法。田野調查工作

（field work）與個案研究是典型的質性研究，可以深

入了解研究對象，也可做因果關係的分析，適用於研

究少量的特定對象，以及動態的縱面研究。質性研究

方法係探索特定人類經驗較深層的意涵，並由此產生

理論上較為豐富且不能歸納成數字的觀察。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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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是研究開始於一個較為富有彈性的計畫，使得

研究過程能因為蒐集到的觀察愈多而逐步發展。相較

於量化研究企圖將精確且客觀的研究發現概括到一個

較大的母體，質性研究則允許主觀性對人類經驗所產

生的意義進行較為深層的理解。這並非意味著量化研

究完全沒有彈性或質性研究不具備事先計畫的過程，

而是兩種研究方法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且許多研究其

實是結合兩種研究過程同時進行。常見的質性研究方

法有：深度訪談法、焦點團體法、行動研究法、參與

觀察法與德菲法等。

17   微觀觀點／微視觀點 Micro Sociology ／微視

社會學 Micro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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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視社會學指的是以社會關係、社會互動和

社會心理為主體的社會研究。例如：社會化、行為溝

通、社會網絡的形成與轉變、小團體內部的決策模式

等。

18   宏觀觀點／巨觀觀點／鉅視觀點 Macro 

Sociology ／巨視社會學 Macrosociology

宏觀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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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視社會學指的是以社會結

構、社會整體變遷和社會制度等面向為主的研究，包

括：整體政治經濟變遷模式、經濟和階級結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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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或跨社會比較研究等。

19   社會學觀點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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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社會學的想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米 爾 斯（C. Wright Mills） 在 1959 年 提 出「 社 會 學

的 想 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的 觀 點。 所

謂「社會學的想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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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ubles）與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兩種。個人

的問題就是私人的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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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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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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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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尋求了解與說明。由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的許多理所當然的行為，其實都是社會加諸在社會成

員身上的「模塑行為」（patterned behavior），透

過社會化與控制的作用，將成員行為模塑成符合社會

的需要，亦即將成員「規格化」（format），個人的

行為係反應出社會結構的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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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於社會學在思考問

題有更寬廣的空間。

21  社會學三角形 Sociological Triangle

社會學三角形是指個人、社會與文化是社會學研究的

基本課題，而且三者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與複雜，且有

連貫性，這也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觀點。個人體系，

係指社會中的個人或社會成員的人格、心理、自我、

取向、態度與動機等；社會體系，係指人與人間的互

動行為與關係，主要指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變

遷、社會團體組織、社區、人口密度等等；文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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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那些社會價值系統、信仰、規範、道德、制度、

法律、風俗習慣等等，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

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維持社會互動關係的準則，更

是社會體系建立的基圖。

 
個人體系

文化體系社會體系

文化效果

社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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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個人、文化與社會體系之三角關係

22  軟性科學 Soft Science

也被稱為虛擬科學或小科學（little science）。例如：

社會科學。

23  硬性科學 Hard Science

也 被 稱 為 真 實（real） 科 學 或 大 科 學（large 
science）。例如：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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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經濟學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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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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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心理學 Psychology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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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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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