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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詳細說明影響社會流動的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之因素各為何？ 

解題技巧 

動 

如空缺數、競爭人數、競爭手段的大面向切入，取分不難。 

【擬答】： 

社會地位改變的情形。社會流動也是集體的社會現象，反映不同層級內的人群流出與流入

的模式。 

： 

 

相對地具備懶惰、消極、粗心等特質者較難向上流動。 

者有較佳流動機會。 

於他人的能

力。品味能力涉及文化資本的多寡，對個體流動影響甚大。 

社會流動影響巨大。 

響。 

 

數具有能力者或具權力者掌握，並且具有空位鍊的特質。然而，空缺卻也得因社會經

濟結構環境的改變而有增減的情形，對不同世代或社會的人群帶來不同流動機會。 

的機會。該等競爭人口涉及移民人口競爭、性別政策、退休措施等諸多因素。 

絡、乃至權力結構等多項因素。佔取位置的方法與教育政策、證照取得的難易、職業

訓練的情形相關。 

新社會地位具有重大的影響性。另教育制度的發展，也對社會流動具有影響。 

的研究焦點。而從個人個體取

向或總體取向的研究，提供社會學者不同面向思考社會流動的情形，也意涵政府政策上協

助的可能取徑。 

 

二、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意義為何？請從社會學觀點說明社會階層化所產生

的結果（consequences）。 

解題技巧 

化 

階層化結果，的分析，可從功能論與衝突論對階層的功能、階層的不平等論述即可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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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的待遇與生活機會維持不變的等級系統，是指社會內因有

價值且稀少資源的不同分配，產生不同生活形態的過程，並逐漸形成等級差異的狀態。 

配、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展現與階層的結構保守化性質。 

 

 

資源，有助稀少資源的分配而降低浪費，並鼓勵具能力且願努力者向上競爭。 

與生活形態大致相符，功能論者主張階層化促使具相同行為模式者聚集，在彼此生活

背景相當下，可減少互動上的衝突。 

階級，除生活態度、消費習慣固定外，對擇偶條件也循自身階級選擇，對社會穩定具

有功能。 

 

到每一個社會脈絡中。該等對人群排序的效果，足以僵化人們在社會中所遭遇的不平

等待遇，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公。 

定的既得利益圈，阻礙新進入的競爭者，形成 Tilly所指的剝削與機會阻隔的不平等

現象。 

為不同階級者因為資源的分配不均予剝削，在欠缺有效流動可能下，極易引發不同階

級間的衝突對立，造成社會不安與犯罪事件。 

受。唯有提高流動機會的可預測性、減少阻礙流動的因素，方可減少階層化社會的衝突。 

 

三、何謂權力（power）？權力的基礎為何？ 

解題技巧 

力 

特定學者的看法，可從韋伯的科層觀、傅柯的網絡觀、加爾布雷斯或曼恩權力觀著手論述。 

【擬答】： 

 

關係中的行為者，雖然遭受他人反抗，但仍可實現自我意願的可能性。因此，權力是一

種將一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行為之上的能力。 

認為，權力是一種為有利於目標達成，而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

換言之，權力亦是一種資源，而這種資源必須和社會地位所結合。 

 

會組織中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權力表現。韋伯主張權力的行使有其正當性基礎，所謂

的正當性，是指權力的行使是否合理有效。正當性的權力，是指權威，而不正當的權力

行使，則屬於壓迫（coercion）與宰制（domination）。 

特定個人所擁有的實存力量。傅柯認為權力的基礎在於社會關係的部署與知識論述的掌

握。傅柯對於權力的觀點，可以說是一種源自於網絡、並且具有無所不在、無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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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之上的一種能力，用以贏得他人或團體的服從。其認為權力的基礎包括個體人格特質、

擁有財貨情形與組織地位，透過以上三種權力基礎，形成基於人格基礎的應得權力、基

於財貨基礎的補償權力與基於組織基礎的調控權力。 

 

四、請以迷亂理論（anomie theory）及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解析偏差行為的發生原

因。 

解題技巧 

論 

合不足」、「結構力量」等關鍵概念論述即可取分；至於標籤論對犯罪的看法，應從主流社會的

認定與犯罪者學習效果論述，取分不難。 

【擬答】： 

 

時，容易產生犯罪行為。涂爾幹運用迷亂的概念，描述當社會控制對個人行為失效時，

社會所經歷的失序感。 

 

會去定義可接受的行為，並且也有助於社會穩定。因此，如果不適當的行為沒有被處

罰，人們會因此而曲解社會標準，誤解這樣的行為是可接受的，進而帶來犯罪行為。 

而透過如家庭、血緣、社會制度等社會整合的力量，足以將個體轉化為利他行為。因

此所謂的犯罪行為，往往是個體缺乏社會連結下的結果。 

如文化、制度的進逼下，當個體無所適從、無從選擇時，為求生存而採取犯罪的行

為。 

 

對加害者、被害者的看法與影響分析。因此，標籤論重視標籤權力的形成與運作、犯罪

者的學習與認同結果。 

 

不決定於原始的動機，反而是決定於他的偏差行為是否被發現，並且被公開的貼上標

籤。因此，主流社會或掌握知識論述權力者認定效應才是犯罪發生與否的關鍵。 

足以讓犯罪者接受標籤，並進而表現出標籤所預期的犯罪行為。 

會大眾發現並貼上標籤後，個體加以認同並慣常為之的結果。因此，標籤理論認為偏

差行為有其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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