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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 

科別：社會行政 

科目：社會學概要 

 

請扼要敘述「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有何不同？請舉出至少三位你所知道的社會學家姓名，

並簡單介紹其主要學說。（25 分） 

【擬答】 

社會學即是研究人頪生活如何被集體地組織和建構起來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就是去面對我

們日常生活中那些視為理所當然的事件和過程，去挖掘隠藏在社會生活之下，視而不見的過

程、頪型和因果關係。而社會主義係指社會學思想之一，因此、社會學是一門學科；而社會

主義是一門思想。 

三位社會學家： 

孔德：將社會學分為動態與靜態：動態的研究，重視社會發展歷史的每一個階段之研究；

靜態的研究，則重視社會存在的條件。 

社會動學：著重社會發展的過程和進步的法則，特別注重影響社會變遷的勢力，如態

度、動機或願望的探討。社會進步與發展即是社會進化，社會的進化常表現於人類的體

制、道德、知識和文化上。 

社會靜學：著重對社會體系內各部門的反應和行動法則的調查，其目標，乃在描述並評

估社會體系內各部門的相互關係，是一種橫斷面的研究。其研究方法，著重於社會的和

諧一致性。分析的起點是對各社會的單獨研究，而以整個人類的研究為最終目標。 

史賓塞：以進化論觀念說明社會的發展過程。將初等社會看作一種由武力結合的團體是軍

事社會，而高等社會則是自願合作的工業社會： 

在軍事社會中主要特徵為武力的配合，各部門間的協調並非自動的，而是以武力配合。

人民對政府的合作是一種「被強迫性的合作」。 

在工業社會中，社會各單位合作是一種「志願的合作」，社會中心組織的權威並不集中

於政府或某一單位裡，而是分散於各部門中。 

涂爾幹：涂爾幹堅決反對心理學式的化約，主張以廣泛取樣的統計資料呈現社會事實的面

貌，並依據「結果與原因必須處於同一層次」的原則，以一個社會事實來解釋另一個社會

事實，因此他歸納了不同類型的社會原因，試圖證明自殺率的高低可從這些社會原因中得

到解釋。 

著有＜自殺論＞，認為人的自殺不只是個人因素，社會現象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是最早

的科學實證法著作，提倡統計資料的方法論。 

自殺類型： 

利己主型（egoism）：在這社會中，個人的私利比社會的公益來得重要。在社會情況

不穏的局面，因為人人都為自己，社會失去控制，所以個人主義思想漸濃，此類自殺

也相對提高，如寡居者。 

利他主義型（altruism）：在這社會中，個人是在社會之下，個人無權決定自己的前

途、命運，因為團體的義務比私人的利益來得重要。人們會對社會效忠、賣命，如日

本神風特攻隊。 

迷亂（anomie）：在動盪社會中，人民行為已失去秩序，當社會制度暫時破裂，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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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們日常行為準則的情況下，人們無所適從，如臺灣年輕婦女。 

宿命論（fatalism）：在這社會中，人們沒有決定的能力和權利，一切都己命中註

定，如古代的婢女陪葬。 

 

在一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出生身分往往決定了他的生涯發展，但在現代社會，個人的能人

和成就表現比較受到重視，請試用「社會流動」這個概念，來說明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兩種流

動途徑的差異所在。（25 分） 

【擬答】 

社會流動（social mobility）的意義及其種類 

意義：人們從某一個社會職位到另一個社會職位的變動。由於成年人在社會的位置主要由

職業所界定，且多要通過職業取得種種生活報酬，故職業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依據。

任何個人職業的轉變，即可稱為社會流動。 

種類： 

垂直社會流動（vertical social mobility）：社會或社會制度裡不同社會階級或地位

水準的流動；即向上或向下的流動，包含了得到或失去社會地位或聲望。 

水平社會流動（horizontal social mobility）：個人社會地位的改變，但未導致個人

在聲望階層地位的改變或社會階級水準的改變。即未涉及階級層次改變下的社會位置之

移動，或雖有職位上的變動，但無地位上的改變。 

職業流動（career mobility）或同代流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指一個人

在其工作生涯中職業位置的改變。 

世代流動（generational mobility）或代際流動（interagenerational mobility）：

父子兩代之間職業的轉變，此種職業地位上的改變情形，家庭地位扮演重要角色。代間

社會流動是社會階層化研究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因為一個社會代間社會流動的流量

（flow）反映著個人社會階層受影響於出生時家庭的社會階層的程度；換言之，它反映

了一個社會開放程度。一個社會若代間社會流動的流量很小的話，則這個社會人們的生

活機會幾乎是受限於他/她出生時的社會階層；相反的，代間社會流動的流量很大的話，

則顯示個人較能夠萫由自己的努力來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而不問他/她的出身背景。 

傳統社會強調個人的歸屬地位，因而出生成了個人是否得以社會流動的要件，是謂封閉式的

階級系統，而現代社會強調個人的成就地位、努力，便成了個人是否可以流動的條件。故此

即為開放式階級系統。因之，在傳統社會中。個人的出生才會決定其是否向上流動，而在現

代社會中，個人的努力才會決定其是否得以向上流動。 

 

請解釋什是科層組織中的「帕金森定律」（Parkinson Law）及「彼得原理」（Peter 

Principle），並申論如何才能避免這頪弊病在組織中發生。（25 分） 

【擬答】 

帕金森定律：製造浪費。部門的人手加添了，協調的工作亦相應而增多，往來的文件也頻繁

起來，於是時間不敷應用，又要增加人手，如是者事務與人手互相追逐。部門擴大了，開支

自然增多，但只是為擴張而擴張，與組織目標的追求無關。 

彼得原理：保護不稱職者。「在任何一個階級組織裡的每一個職員，都很容易晉升到難以勝

任的工作水準。」即個人的升遷，最後擔任的職位，往往超過他們的能力與才幹。 

解決之道： 

避免帕金森定律的出現，即是在現況分工的過程中，要避免現況一味的擴張，也就是現況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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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同時應該注意是否與現況目標相符。而彼得原理的避免，應是強調人才的甄選上要著眼

於未來工作能力是否勝任才是而非僅目前表現而已。 

 

社會學如何定義「內團體」（in-groups）和「外團體」（out-groups）？應用在台灣的族群議

題上，假設「內」與「外」的界限普遍存在於台灣的不同族群之間，你認為可以如何化解不同

族群相互誤解或對立？（25 分） 

【擬答】 

依團體分子規範價值的參考點來分： 

內團體（in-group）與外團體（out-group）： 

由孫末楠首先提出，內團體是一個社會單位，置身其內的個人會認同這個團體並有如同一

家的感覺；外團體也是一個社會單位，但個人並不屬於這個單位，也不認同這個團體。 

化解不同族群皂誤解與對立： 

實施多元文化改革：政府應尊重各族群文化的差異，讓各族族文化得以延續發展與成長。 

辦理各項多元文化的活動：讓民眾得以了解與參與各種不同文化的意義與活動。進而改變

以往的對立偏見。 

實施多元文化教育：透過教育的實施，從根本改善，讓小孩從小就接受各種不同族群的文

化。以學習重不同差異之文化，減少錯誤的偏見。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導：還有政府重大多元文化政策或活動舉辦時，能夠透過媒體的宣

導，讓大家從文化的了解中摒除成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