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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等考試試題 
類科：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法律廉政、財政廉政 

科目：社會學 
一、請從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配置理論(allocation theory)切入，說明

頂大博士班招生註冊率偏低一事的高教現象。 
【解題技巧】 

題旨：社會階層化、社會流動、配置理論 
爭點：時事題，解題時從社會流動、配置理論定義切入，分別掌握住「社會地
位改變」、「社會篩撿」概念後，論述頂大博註冊率偏低現象。本題得分關鍵
在高教問題的外在原因。 

【擬答】 
一、社會流動與配置理論觀點： 

社會流動觀點：社會流動是一種能力，讓一個人足以改變在階層化社會中
的位置，同時社會流動也是指一個人在不平等的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具有
跨世代或跨時間的相關性。因此，社會流動涉及到社會地位、社會資源改
變等概念。 
配置理論觀點：一種認為教育無法真正反應個人的能力，社會根據其所受
的教育年限與種類，分配到合適的成人角色，惟所分配的過程和職位與個
人所學內容無甚關連。配置理論視教育為一過濾器，強調教育的形式主
義，藉由獲得一定文憑的標籤作用，以保障受過一定教育者足以獲取一定
的社會地位。因此，配置理論涉及既有社會結構的篩檢機制、不平等的社
會壁壘效果。 

二、以社會流動與配置理論說明頂大博士班招生偏低的高教現象： 
臺灣頂大博士班招生註冊率偏低的現象：當代臺灣社會少子化與高齡化改
變人口結構，又臺灣社會高教擴張所造成過度數量的大專校院數量，在新
生人數下降而供給大增下，作為求職保障的頂大博士班招生亦受到影響。 
從社會流動與配置理論說明頂大博班招生現象： 

頂大光環資源不再：過去高教資源稀少，國家溢注高教資源豐沛，國內
頂大博士享有社會地位與社會資源，人們相信頂大為改善社會地位與社
會流動的重要手段。近年高教資源稀釋、國家財政困難，頂大畢業生不
再享有光環，頂大就學已非社會流動保證手段。 
頂大無助就業且國際能見度下降：受國內經濟發展影響與兩岸關係的消
長，國內頂大畢業生不再是就業保障。且台灣社會面臨對岸崛起，國內
頂大相較於對岸大學的能見度與人才施展度有限，影響新生就讀意願。 
國外學歷值錢的普遍心態：從配置理論來看，台灣社會重視海外學歷心
態仍存，縱使國內博士訓練完整度不亞於國外學校，然而整體社會氛圍
與價值觀並不利於國內頂大畢業生，高階地位團體也排拒國內頂大學
位。 
國內低薪標籤難去與社會篩選效果：台灣企業經營以壓低成本擅長，長
期低薪結構縱使畢業博士為頂大生，亦無法有效提升薪資，就讀國內頂
大已非擠入上階層的保障手段。 

三、結論：臺灣社會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人口結構壓力，加上高教擴張的供給面
因素，及國內頂大學歷光環不再的事實，都讓頂大博士班註冊率下降。面對
招生困境，透過就業市場結合與發展特色，提高國際能見度，似乎是高教政
策思考的可行方向。 

二、針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1條規範：逾六十八歲之職業駕駛人，須檢附體格
檢查及無患有失智症證明文件，符合規定後，始得繼續領有該職業駕駛執照。
對此，請從年齡主義(ageism)角度切入，以申述該項社會性標記的社會學意
涵。 

【解題技巧】 
題旨：年齡主義與社會階層 
爭點：時事題，解題時從年齡主義定義破題，掌握住年齡主義的核心概念，在
年齡歧視、年齡階層化概念。進一步運用上開概念，論述高齡者駕駛須檢附證
明的社會學想像意義。本題得分關鍵在於對高齡者的年齡歧視背後意義。 

【擬答】 
一、年齡主義與年齡階層化： 

年齡主義概念：年齡主義又稱為年齡歧視，是一種認為特定年齡層的人優
於其他年齡層，並合理化差別待遇的想法。年齡歧視反應出年輕人和中年
人之不安，表達個人對變老、生病、無能力的厭惡和不喜歡，以及無力、
無用和死亡的恐懼。因此，年齡主義涉及不同生命歷程者對於不同年齡者
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年齡階層化現象：由於社會依個人年齡差別有不同的年齡期待，年齡階層
化是年齡群體的等級次序。由於社會中存在某些年齡群體擁有權力與更好
的生活機會，造成不同的階層化圖像。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1 條規範的社會學意涵： 
交通安全的基本期待：從隔離理論可知，高齡者因為生理退化帶來的危機
處理反應能力降低，有必要透過一定的社會政策檢驗高齡者是否仍具備駕
駛能力。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體格檢查項目，僅僅只是認定高齡者能
力以保障社會大眾的手段。 
年齡歧視的問題：從年齡階層論來看，主流社會運用透過體格檢查、失智
證明來排除高齡者駕駛機會，藉以社會排除高齡者參與社會服務與獲取社
會資源。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只是年齡階層化的表象手段，是不同年
齡階層社會衝突的表現。 
老年者自我實現需求仍存：從活耀老化的概念來看，年老者有參與社會、
實現自我的社會性需求，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縱使設置體格檢查與失智
證明，不管是否有助於篩檢駕駛人能力，都未回應高齡者駕車的根本問
題—即老人有透過駕駛來生活的需求，因此政策必須有更多政策配套措
施，例如高齡者大眾運輸工具的取得便利、發展無人駕駛道路環境等。 

三、結論：年齡主義帶來對不同年齡者的歧視，從該項理論來看，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所設置體格檢查與失智證明雖以保障用路人為立法目標以行社會排除之
實，但無法回應老人活耀的需求，相關政策配套仍值得交通部思索規劃。 

三、從韋伯(Max Weber)的觀點來看，科層組織(bureaucracy)包括哪些典型特質？至
於在文明的進程裡，科層組織又會出現哪些負面效果及其相與配套的應變策
略。 

【解題技巧】 
題旨：科層組織 
爭點：考古題，解題時從韋伯的科層組織特質切入，帶出科層的負面效果。再
運用當代社會的變遷力量，如資訊化發展、全球化發展等，論述科層的當代轉
變方向。本題得分關鍵在科層在文明進程(歷史)中的轉變，應解出麥當勞化、星
巴克化等概念。 

【擬答】 
一、韋伯觀點下的科層組織典型特質： 

韋伯觀點下的科層組織：韋伯畢生研究關懷現代社會朝向理性化的趨勢，
從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可知，科層組織正是理性化過程的關鍵因素。
其認為在合理的正當性秩序中，只有理性權威所帶來的科層體制符合西歐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求。 

科層組織特質： 
高度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指科層為達組織目標，將相關工作任務進一步
分類，並使組織成員則於各個子單位中各盡其職。學者 Chales Perrow
認為，現代科層組織具有層級化的權威結構。 
權威層級：科層賦予組織內不同職位不同合法性權力，形成上下層級的
結構特性。 
規則與調節：科層的分工與權責透過明定的法律規定，以達到程序的標
準作業與明確規定，並確保組織能順利達成目標。 
非個人關係：由於私人的情感會阻礙組織的發展效率，科層組織透過明
文規定、依法行政下而不強調人情與關係。 
職階設計：科層組織內部的權威結構，透過層層的職階設計，且對個體
的升遷採取績效考核方式，達到有效晉用人才的目標。 

二、科層組織的負面效果與應變策略： 
科層組織的負面效果： 

缺乏跨工作概念：科層組織內的過度的分化、彼此互不侵犯，造成跨工
作概念的難以建立。過度專業化造成員工對於工作關連與意義難以理
解，是專業分工特質帶來的問題。 
帕金森定律問題：帕金森指出，科層體制常利用工作完成後的剩餘時
間，去製造新的工作以填滿工作時間。這種科層組織的成長，並非辦公
者從事新的職務，反而是創造許多實際上不存在或不需要的事情以顯示
自己的忙碌與重要。 
性別化組織現象：科層組織的分工與權威結構特質，造成有利於男性發
展不利於女性工作的問題，是科層權威層級帶來的問題。 
勞動異化情形：科層體制的專業分工會將工作範圍縮小在細微的事務
上，造成個人與體制整體目標的聯繫趨於薄弱，是科層規則所帶來的問
題。 

文明的進程裡的科層進化：韋伯的科層概念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進化，科
層也面臨到同樣的挑戰與轉變，諸如強調預測與控制戥特徵的組織麥當勞
化發展、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參與的組織星巴克化發展，及近年資
訊網路崛起的組織網絡化發展。 
科層組織負面效果的應變策略： 

組織扁平化趨勢：當代組織重視消費者彈性需求，惟生產彈性有賴跨部
門彈性整合，減少科層高度分工下問題，因此科層組織有扁平化趨勢。 
組織外包化與人事精簡化：面對全球化競爭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發展，為
避免科層過度冗員擴張帶來的競爭力不足，當代科層將企業內邊緣工作
透過外包方式精簡人事，目前更透過機器人生產減少人力成本。 
性別平等要求：兩性平權為當代社會趨勢，基於人口老化帶來開發女性
勞動力參與的需求，國家透過法律訂定、性騷擾遏止等職場平權手段來
降低科層內性別化組織的性別歧視問題。 
人脈經營與消費者互動強調：當代社會網際網路發達，更重視組織內外
員工與消費者情感網絡的經營，以推展商品、塑造組織形象、訴諸消費
者情感支持等策略。 

三、結論：韋伯的官僚體制觀點指出科層作為資本主義擴張的重要方式。然而在
文明的進程中，資訊社會的來臨讓外在競爭壓力已逐漸翻轉科層本質，企業
如無法跟上時代腳步，將迅速沈於競爭紅海中。 

四、家庭的構成要件包括哪些項目？近年來，在尊崇重視家庭倫理關係的東亞社會
裡，手足的照顧已然蛻變成為某種的身心負荷，對此，請針對「手足風險」的
客觀事實，近一步闡述其所具有的家庭變遷意涵及國家應扮演何種角色？ 

【解題技巧】 
題旨：家庭變遷、照顧問題、手足風險 
爭點：時事題，手足風險為日本學者平山亮著作，解題時從家庭的定義切入家
庭構成要件。再論述手足風險的定義，並點出當代家庭變遷的方向對家庭照顧
的影響。最後以政府家庭政策地因應方向收尾。本題得分關鍵在差序格局下的
家庭變化與政府政策。 

【擬答】 
一、家庭的構成要件： 

家庭定義：傳統對家庭的定義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血緣、婚姻或撫養
關係的人所組成的群體。然而隨著人口結構改變與社會價值觀的變遷，當
代社會更多新興、多元家庭的出現挑戰上開傳統的定義。 
家庭構成要件： 

婚姻關係：家庭是由法律所認可的正當婚姻型態組成，作為社會最基本
的團體單位。 
性別關係：家庭涉及不同性別(男/女)的組成，惟當代社會多元價值發
展，存在著同姓家庭與多元性別家庭情形。 
血緣關係：家庭的血緣關係涉及家庭成員的數量，從小家庭到擴展家庭
等都有不同的家庭成員數。 

二、從手足風險來看家庭變遷意涵及國家應扮演的角色： 
東亞社會的手足風險概念：手足風險指家庭成員間照顧負擔不再限於過去
單一對年老父母的照顧議題，更進一步擴散至對親人照顧與親人是否有能
力分擔照顧的風險。東亞社會呈現儒家思想的家庭價值，差序格局的群己
關係讓家庭事務成為家庭手足、家庭親友內的共同資源與負擔。手足風險
為人口老化下衍生的家庭照顧新議題。 
手足風險下的家庭變遷意涵： 

家庭成員數減少風險：人口老化趨勢與少子女化現象，導致家庭人口數
減少，改變了家庭的結構與型態，家庭規模縮小將會弱化了家庭成員間
互相支持與照顧的能力，相對影響整體家庭功能發揮，甚值關注。 
家庭型態多元：社會變遷與價值觀的改變，出現各種新興的家庭型態，
如單身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及同性戀家庭等多元型態，手足間對不同家
庭型態價值觀差異挑戰家庭凝聚力。 
工作家庭衝突：現代社會的精密分工與職業競爭，工作型態影響了家庭
關係經營及家庭成員的互動，亦衍生出不同的家庭需求，手足間不同職
業發展深化不同家庭間的工作衝突。 

手足風險下家庭變遷的國家角色： 
支持多元需求家庭發揮功能：當家庭持續面臨不同面向的挑戰，國家政
策應扮演周延、充份地支持各種多元需求家庭，協助其排除不利的障礙
以持續發揮家庭功能，照顧家庭成員福祉。 
結合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當代社會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興
起，非營利組織等各類社會團體積極投入社會服務，成為政府施政的重
要合作夥伴，面對手足風險的挑戰，國家政策應定位在運用非營利組織
資源增強家庭功能為主，並非取代家庭。 
提升個人與家庭能力：國家應賦予個人與家庭自我選擇的能力與機會，
使其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做出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決定，從中獲得成長與滿
足。 

三、結論：當代社會結婚行為改變、高齡化、少子女化發展造成家庭人口數減
少，手足風險成為當代暨老人照顧外的新興議題。家庭變遷弱化傳統家庭能
力，然而家庭仍是當代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國家必須採取友善家庭環境政
策，避免手足風險帶來的家庭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