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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調查人員調查工作組 

科  目：社會學 

 

一、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個人融入社會的重要歷程，請問促成社會化的機構為何？這些機

構如何影響個人的社會化？ 

解題技巧 

 

相關社會化類型，如主要社會化、預期社會化等概念論述，取分不難。 

【擬答】： 

促成社會化的機構： 

社會化概念： 

定義：社會化是人類最初建立的面對面情境，透過互動方式學習家庭成員間的情境定

義、他人期待的行為模式，是個體透過與外在他人互動所形成的自我反身性結果。 

社會化提供社會整合的關鍵：社會化是個人融入社會的重要歷程，透過內化與展演的

過程，表現他人所預期的行為以達社會整合目標。 

促成社會化的機構：社會化為個人學習成為他人所期待個體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有

賴各項社會化機構內互動型塑。這些社會化機構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多媒體、

職場、社會團體與國家。各式社會化機構均有其獨特的社會化內容。 

社會化機構對個人的社會化影響： 

家庭：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機構，也是子女學習社會化的初始。個體透過與家人朝

夕相處，不斷地內化重要價值，造成主要社會化效果。 

學校：屬於繼續社會化運作區域，學校透過隱藏課程達到社會化效果，甚至訓練學生成

為資本家所喜好的人格。 

同儕團體：同儕團體是重要的初級團體，基於同儕平等的地位，使得觀念往往較易被接

受，是一種透過概括他人的效果達到社會化的來源。 

多媒體：多媒體如網路、電視節目等透過文字、聲光效果足以迅速傳播資訊，使小孩得

以獲得資訊，甚至超越父母得以提供的訊息，達到反向社會化效果。 

職場：工作場所為個體專業社會化來源。在職場中，人們透過學習組織文化獲得專業能

力與知識的提升，影響個人生計與社會地位。 

社會團體：包括志願與非志願團體的社會化效果，是個體學習新知與奉獻的場域。此

外，非志願團體如軍隊，屬於再社會化的效果，對個體生活影響深遠。 

國家：透過社會政策與法令的影響，國家的社會化效果屬於預期社會化概念，提供個人

採取相關措施預為因應以達社會化目標。 

結論：社會化機構是影響個人社會化來源，對個人適應環境具有重大的影響，也伴隨個人

足以面對社會的變遷。 

 

二、何謂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在職場中，常見的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為何？為何會產生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解題技巧 

 

分；至性別不平等的產生，關鍵在性別刻板印象，只要抓住這概念即可輕鬆取分，並搭配

科內爾的性別關係概念，取分不難。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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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階層化定義與職場性別不平等情形： 

性別階層化定義：指按性別的不同，形成社會與經濟資源層級化分配的現象。性別階層

化通常由性別不平等、性別主義等意識型態所支撐。因性別的差異所產生在經濟、政治

或社會權力上的差距。 

職場中常見的性別不平等： 

性別職業隔離：職場中常見因兩性性別不同而有男性或女性在職業與職級上的集中

性，包括不同職業別帶來的水平隔離，與造成玻璃天花板的垂直隔離。 

性別就業歧視：在職場中的互動常見對已婚婦女的婚姻歧視、對於懷孕或生育婦女的

生育歧視，乃至於就業環境中存在的性騷擾現象。 

兩性薪資差距：兩性薪資差距雖隨著時代演進而有逐步縮小的發展，但是兩性同工不

同酬、薪資差距現象仍然存在，尤以男性主流的就業市場更為明顯。 

參與經濟不平等：多數女性從事低技術、低工資的非典型工作，並多在非正式經濟、

兼職、在家照顧撫養或照顧經濟部門就業。甚至除了職場工作外，返家又有家務工作

持續的第二班現象。 

產生性別不平等之因： 

性別主義價值觀影響：在當代社會對大多數的女性而言，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報酬的分配

取決於其家人，尤其是父親或先生的社會地位或職業。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所主張的性別

主義，是造成性別不平等的主因。 

社會資源取得機會不同：兩性所得獲取資源的機會相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獲取

職業成就等相較於男性較為欠缺困難，由於教育與職業地位作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與

地位的彰顯，較少的教育與職業機會易限縮女性流動而造成不平等。 

性別規訓效果：依據傅柯的概念，兩性的權力關係透過規訓方式進行，藉由審美標準、

美貌實踐等作用造成兩性的不平等，達到權力的展現。 

異性戀霸權的影響：異性戀霸權伴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主導兩性在經濟分工、性

階層與符號體系上的差異，形成以男性為主流的意識型態，是帶來性別不平等的來源。 

結論：性別不平等議題在當代社會為主流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由於不平等源自於社會根深

蒂固的刻板觀念，對不平等的翻轉有賴觀念的疏通與教育。 

 

三、請詳細說明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見（prejudice）與歧視（discrimination）的關

係？臺灣社會中常見的偏見與歧視為何？其所造成的影響為何？可能的解決之道為何？ 

解題技巧 

 

影響；至台灣社會常見的偏見與歧視，可從台灣的弱勢族群如外籍配偶、身障、游民等著手論

述，並陳述其影響與解決方式。 

【擬答】： 

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之關係： 

定義:刻板印象指一種忽略了個人化的差異而對特定群體的所有成員所做的不可靠概論

化；偏見指對某一事物的特有負面看法與態度，又歧視指對某一事物採取實際負面行動

的作為。 

三者關係： 

源自社會化機構：三者概念的獲取，均來自社會化經驗。透過家庭、學校、媒體、乃

至於職業場所等機構，獲得並強化該等概念，造成該等概念的僵固性且難以翻轉。 

造成不平等的結果：刻板印象與偏見均屬觀念上的僵化性，卻足以促成歧視行動的出

現，透過各式實際行為，造成資源配置、社會地位等不平等，進而對弱勢者產生排除

效應。 

世代相傳的污名化認同：透過對特殊群體的偏見與歧視行動，造成對弱勢族群的刻板

印象，加上弱勢者對該印象的認同效果，反而易使該等偏見、歧視加以複製而難以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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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歧視的影響與解決之道： 

臺灣社會常見的偏見與歧視： 

族群歧視：臺灣社會外來族群多元，對於少數族群如外籍與大陸配偶、原住民等仍存

在不同程度的偏見與制度性歧視。 

性別歧視：儘管臺灣社會兩性關係日益平權，但女性第二班、職場玻璃天花板、同工

不同酬等現象仍普遍存在。 

特殊群體的偏見：社會上普遍對於失業者、高齡就業者、身心障礙者與遊民存有負面

看法，反映在各項政策與職業表現上。 

偏見歧視的影響： 

加重社會問題複雜性：對特定族群的偏見與歧視，容易使社會問題的分析解決更加複

雜且難以尋求共識。 

挑戰社會整合：社會普遍的偏見歧視，亦造成弱勢者的不滿與疏離，對社會整合與信

任帶來衝擊。 

內耗空轉：欠缺跨族群的共識，容易使得國家政策難以推動，形成國家內部內耗空轉

而日益沈淪。 

解決之道： 

宣導與教育的反轉：透過教育與宣導導正主流社會的偏見、刻板印象，可從根本翻轉

普遍負面的觀念。 

提供優惠性待遇：為避免弱勢者的社會經濟地位低下而難以翻身，提供優惠性特別待

遇如保費負擔等重分配方式，協助少數團體解決經濟困境。 

賦予參與決策的機會：為避免主流社會掌握社會論述的主導權，致使弱勢者無從翻身

而形成壓迫，應提供弱勢者團體參與決策已改變現況的機會。 

 

四、近年來，臺灣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風起雲湧。起列舉一項您最為關注的臺灣社會

運動，並試圖以社會學理論觀點分析此一社會運動可能的產生原因？ 

解題技巧 

 

 

【擬答】： 

臺灣的社會運動—以多元成家運動為例： 

運動的發展背景：多元成家遊行運動是針對現行法律僅允許異性戀結婚，無法回應當代

多元性別成家的需求，又考量社會普遍存在制度性恐同氛圍，基於釐清社會觀點，由台

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團體於 102年 11月 30日於凱達格蘭大道遊行訴求民眾支持。 

運動發展過程：為訴求多元成家價值，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團體號召群眾集結於立

法院前，以色版排出婚姻平權字樣，並高喊口號，爭取婚姻平權。同時，基於回應多元

成家團體的訴求，部分宗教團體持反對意見，訴求政府應重視並支持婚姻家庭制度的沈

默多數，亦上街遊行尋求社會重視傳統家庭價值。 

多元成家運動發展結果：鑑於多元成家方案社會意見紛歧，針對推動的多元成家方案涉

及婚姻平權的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交付立法院審查。惟多元成家方案涉及對傳統

家庭、婚姻制度的翻轉，直接挑戰國人普遍價值觀，該方案後續發展有待社會高度共識

與整合。 

以新社會運動論分析多元成家運動發展： 

新社會運動論觀點：係一種解釋後工業社會中，民間社會對於國家與市場力量所營造出

來的新主流價值之不滿，而進行文化性反抗運動的理論。是一種超越過去從階級、社會

主義觀點出發的社會運動理論。新社會運動注重運動本身的社會文化性，強調議題與集

體認同。 

對多元成家方案產生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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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社會多元發展的現象：多元成家方案對於傳統價值的挑戰，可說是後現代社會

反主流價值、片段多元化概念訴求的結果。反映在家庭與兩性互動上，即呈現出對建

築在異性戀霸權的現代性思維反動基礎上。 

晚婚不婚現象的延伸：面對國人日益晚婚、不婚，或是採取同居等人口現象，多元成

家概念符合當代第二次人口轉型過程的特殊現象解釋與回應。 

非主流家庭日增：迥異於過去核心家庭、折衷家庭與聯合家庭等主流家庭型態，當代

社會繼親家庭、同性戀家庭、單親家庭等非主流型態日漸普遍，相關權益保障訴求也

與日俱增。 

社會觀念的釐清：針對主流社會對於同性戀、伴侶制度、多人家屬等多元觀念接受度

低，有待觀念釐清與論述，透過社會運動的發聲，運用媒體以澄清價值。 

民主自由環境提供沃土：臺灣社會自由民主化氣息普遍存在，媒體輿論與網路論壇的

開放，提供各種非主流論述自我表達與聚集的方式，有助多元成家方案的動員。 

結論：臺灣社會在政治民主的氛圍下，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近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然

而因運動訴求區隔與政治操作的結果，社會運動卻有淪於民粹或激烈化趨勢，對民主社會

的普遍共識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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