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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客家事務行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社會學 

考試時間：2小時 

 

一、馬克思用疏離或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勞動特徵，包括那四種主要層

次，請分析處理社會救助申請的社工人員符合上述那 些異化的現象？（25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異化。考古題，解題時，解出異化的定義與四個面向即可取分。至於社工人

員的異化現象，可從科層體制的感受著手，取分不難。 

【擬答】 

異化概念解釋資本主義的勞動特徵： 

勞動雙元性、剩餘價值與資本積累：馬克思的唯物論提醒人類的勞動具有類存在、可帶

來創意與滿足感等迥異於動物勞動的特質，然而資本主義誘發人類內心追求利潤的狼

性，加以搭配特殊設計的生產架構，建構出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這樣的

剝削體制，依據馬克思古典勞動經濟學概念，卻是源自於兼具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勞

動商品特性，成為資本主義建構剝削體制的基礎。這種勞動雙元性、剩餘價值與資本積

累體制，帶來了工人異化的體驗。 

異化概念與四種主要層次：異化是一種與自己意識相違背，產生和周遭社會陌生、疏離

的情形。異化觀點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對於資本主義中的貨幣制度、勞動、生產

等關係建立起來的觀點。按照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異化解釋資本主義的勞

動具備四種特徵： 

工人對自身勞動產品的異化：是勞動力成為一種商品，人們運用利潤帶動經濟發展

時，造成勞工為了獲取工資而付出勞力，讓勞工與產品沒有關聯。 

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異化：是生產過程中勞工僅負責商品的一部分，造成個體無法了

解工作的意義與價值。 

工人與他人相異化：是一種與他人的異化，當個人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自身除

了被異化外，也用功利式的角度與他人互動，從生產商品、利潤的角度看待對方，造

成與周遭他人的異化。 

工人與人本身作為類存在物相異化：是一種將人類回歸動物生產的情形。資本主義的

生產讓人們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讓工人欠缺計畫與思考。 

異化解釋受理社會救助申請的社工人員： 

與受救助者疏離：從勞動產品異化可知，社工人員在體制中，只為了獲取微薄薪資，對

於每日所受理繁多的社會救助案件未能全然理解案情，只得在民代壓力中慌忙決定，而

與案家產生疏離。 

與案家審查作業疏離：依據勞動過程的異化可知，社工人員遭遇龐大的案件時效壓力，

逐案審查耗盡心力，甚至因為案家的特殊性，對於社會救助法未符社會變遷修正的陳

疴，產生在審查的勞動過程疏離現象。 

與民間夥伴的疏離：投入社會治療的社會工作人員，在面臨法規與行政體制的束縛、甚

至時刻來自司法圖利罪的威脅與監察體制的指責，往往顧不得民間非營利夥伴的殷殷期

盼，產生與過去民間團體疏離的感受。 

與自身懸壺濟世初心疏離：從異化的自我疏離面向可知，社工人員面對行政科層、案家

的負面回饋、民間夥伴的不信任，往往在深埋公文堆的同時產生自我存在感的質疑。 

結論：馬克思說商品做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作為剝削體制中的社工人員，面對異

化的勞動體制，除了時刻調整柔順身體符合外界期待外，更須兼顧良好心理建設，以提升

案家的福祉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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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何謂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及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臺灣近年來興起的同志運動展現那些社會運動特性？（25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社會運動特性。時事題，本題重點在同志運動的描述，解題時先解出資源動

員論與新社會運動理論。再藉由應掌握社會運動的特性，描繪同志運動的目標、組織化、意

識形態、翻轉社會變遷、解放政治的趨勢。 

【擬答】 

資源動員論與新社會運動理論： 

社會運動的特性：依據學者 James Q. Wilson的定義，社會運動是一種長期性、有目標

的集體行為，其目的在抗拒或促進社會變遷。社會運動也是一種解放的政治。 

資源動員論觀點：是以經濟學的方式思考社會運動的論點，將社會運動組織類比為個別

公司，以推銷成功的社會運動為市場的理論，該論點強調社會運動的專業化、資源運用

與領袖角色的重要，認為社會運動的議題，是由議題企業家（issue entrepreneurs）所

設定，又因社會富裕化、高教與專業人士增加、職業利他者（如退休老師）增多、政府

政策支持與新傳播技術，讓社會資源取得更加容易，在透過資源的導入後引發社會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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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社會的同志運動：受到美國同志運動的啟發與臺灣本土民主化、多元化過程的時代

發展，臺灣社會同志運動從過去 70年代「櫃內」隱晦的邊緣零星運動、反愛滋運動的初

試啼聲到近年多元成家挑戰以民法作為異性戀霸權體制象徵的成功，同志運動成為當代

臺灣社會重要特色，其象徵不只是每年街頭六色彩虹旗嘉年華式街頭展演外，國內同志

人權益、LGBT議題、女性同志、同居伴侶權益等路線，也成為同志運動的觀察議題。 

同志運動所展現的社會運動特性： 

同志運動長期爭取同志人權的目標：從早年大學同志社團提供同志傾向者互動聯繫的管

道開始，到祈家威爭取戶所登記同性婚姻以來，同志運動長期爭取在台社會同志者與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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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者相同的基本權益為目標。 

同志運動組織化：同志運動從早年的地下集會，到近年的聚集發展，各式各樣的同志組

織如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等的出現，提供社會運動成員動員結構的來源。 

反對異性戀霸權迫害的意識形態：同志運動強調與一般異性戀者擁有相同的工作權、身

體權、結婚權、教育權等權利，不應其身分而有所偏見與歧視，致力於對抗異性戀霸權

意識形態的壓迫。 

作為臺灣社會變遷與解放政治的象徵：在同志運動多年透過街頭抗爭、展演並與政治體

制的衝撞，同志議題逐漸為臺灣社會所不排斥，近年更因司法院大法官第 748號解釋

文，與民法同性婚姻的修正，讓多元成家在臺灣出現，作為一種解放政治，同志運動成

為臺灣社會變遷的重要象徵。 

結論：從社會運動定義的各項特性來看，臺灣同志運動自戰後以來，即在追求同志人權的

架構底下逐步開展，並在近年多元成家達致高峰。臺灣作為亞洲地區同志社會的先鋒，展

望未來勢必擴張 LGBTQ等多元性別議題權益提升為目標。 

 
三、請試解釋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現象，並分析臺灣社會對於過動症（ADHD）及女性健

康醫療化的問題。（25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醫療化。考古題，解題時先從解釋醫療化的定義與來源著手，再輔以過動症

與女性健康不平等議題描述。至於本題要求對於過動症、女性健康等議題的分析，即回應醫

療化解是社會行為的可能問題，寫出醫療化的優缺點即可取分。 

【擬答】 

醫療化現象： 

醫療化定義：Peter Conrad認為，醫療化是一個定義現象的過程。從健康與疾病的角

度，醫療化是定義人類某些行為和狀態，並以醫療意義詮釋行為主體的過程，是一種醫

療標籤的過程。 

醫療化的作用：醫療化源自醫學帝國主義，以醫療意義詮釋行為主體的過程，呈現出醫

學專業侵入其他學術領域的作用。從偏差行為控制角度來看，醫療化為醫療標籤的過

程，指社會為達成維持社會規範的目標，透過對特定事件標籤為「醫療對象」的手段，

以減輕社會大眾對於違反社會規範者所帶來的困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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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對於過動症與女性健康醫療化的問題： 

過動症概念：是一種注意力不集中的精神疾患，常見於學齡期兒童的神經發展問題，患

者有無法持續專注於特定事物、組織計畫能力不佳、衝動等表現。 

性別健康不平等議題：健康不平等是人群間因性別、種族等因素而享有不同的健康狀

況。其中性別健康不平等，尤其是女性健康議題，是一種強調性別觀點下，兩性間健康

差異的討論，關注於女性生育議題、健康權益爭取、女性社會流行病議題等探討。 

過動症與女性健康醫療化的分析： 

作為一種醫療標籤：從醫療化觀點來分析，對於無法專心、注意力不集中、產後心理

鬱悶等現象，分別冠之以「過動症」、「產後憂鬱症」等醫療標籤，是一種典型醫療

化的現象。 

醫學入侵社會議題：醫療法規、醫學訓練所建構起來的醫療專業巨塔，對於兒童分心

現象、女性生理期歇斯底里反應等現象，提供單一、病因理由的解釋，是一種醫學帝

國主義的展現。 

患者病識感減輕社會恥辱感：藉由醫療化的理由，直接將過動者與女性身體反映賦予

生病角色，有助於病患自身病識感的提升，也減輕對自身行為恥辱感，對病患人權進

一步的提升。 

個人化問題的危險：醫療化的問題在於欠缺更多面向的討論，過度以單一醫學觀點解

釋，反而讓社會問題過度單純化，讓過動症的問題忽略了社會工作關心的家庭動力問

題，讓子宮摘除現象忽略了社會學關心的女性貧窮壓力。 

社會問題無法獲得充分溝通：醫療化的個體性解釋，在社會學的結構觀訓練下，容易

招致忽略環境因素的批評，然而醫療化的單一解釋，也容易排拒其他領域的討論，引

發社會輿論的批評。 

結論：Maurice Merleau Ponty在知覺社會學一書中說，身體是我們擁有世界的總括性介

質。人類行為複查多元，本即難以單從醫療因果觀點解釋。社會學的反身性提供面對醫療

化定義行動下的冷靜思考出路。 

 
 

 

 

四、請解釋社會階級再製（reproduction），在臺灣，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之後是否有助於解決

社會階級再製的問題？（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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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多元入學方案、教育複製。考古題，解題時先說明階級複製或階級再製理

論，再論述臺灣教育政策的歷程變化，最後從教育與階層的關係著手分析臺灣同時具備流動

與複製的效果，取分不難。 

【擬答】 

社會階級與階級再製觀： 

社會階級概念：社會階級是指與經濟生產活動有關的社會不平等，源自對某些生產工具

包括資本、技術、組織的管理權威等具有財產權，讓擁有該等財產權的對象擁有所得分

配與社會流動的優勢團體。 

社會階級再製現象：再製是一種再生產概念，階級再製是支配階級以自身優勢重新製造

足以維持支配地位所需結構的過程。階級再製來自於各項社會制度，其中家庭、教育與

職業更是再製的主力： 

家庭再製階級：體現在家庭繼承上，是父母運用自身影響力，包括布迪厄的文化複製

與伯恩斯坦精緻符碼的家庭語言，讓子女留在相同階級的方式。 

教育再製階級：體現在教育流動上，是學校教育效果的差異造成階級複製的不同。學

者 Blau與 Duncan指出，教育除提供個人向上流動的管道，同時也是階級複製的來

源，是一種教育的「形式流動」蘊含「實質複製」效果。 

職業再製階級：體現在跨產業流動的困難，是一種產業專業壁壘造成的階級複製效

果。由於高階社會經濟位置在一個社會中相當稀少，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為永保，運用

職業壁壘造成子女的生命機會優於他人。 

臺灣社會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對階級再製的解決可能性： 

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自 83年臺灣教育改革運動以來，臺灣社會經歷了廣設大學、教材

與師資多元化、多元入學議題。過去單一聯招一試定終身制度，在多元入學方案、繁星

計畫推動，乃至近年的 12年國教、實驗教育立法推動與雙語國家政策等，提供大學入學

更多元的管道與人才培育方式。

 
入學考試多元化與階級再製： 

多元取才有助於社會流動：由於入學考試多元化擺脫過去聯招單一取才管道的過渡狹

隘、限制學生只需瞭解熟悉特定類科即可考上大學，造成變相的不公，透過多元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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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助於弭平階級再製。 

特殊專長增加流動機會：由於入學考試多元化不在侷限於單一專長內容，對於具有特

殊專長的中下階層學生不因其他課目的限制而失去進入大學的機會。 

依據聰明才智獲取流動機會：多元考試入學方案提供中下階層學生如有特殊專長或有

特定興趣，即可申請入學，減輕因經濟因素造成階級再製的問題。 

家庭背景仍左右教育效果：入學考試多元化因為多元取才，亦提供有經濟能力者得以

家庭財富背景而堆切學生之專長，提供家庭父母親對子女教育的影響力，使教育複製

效果增強。 

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帶來再製效果：臺灣教育過度傾向大學教育傳統，忽略技職體系思

維，讓教育內容無法銜接市場需求，無助於階級流動。學者研究即指出，臺灣 1990年

代高教擴張主要以私立技職大學擴張為主體，提供中低階級背景學生大量的教育機

會，但一般公立大學則提高競爭程度與篩選性，中上階級子女仍有較高機會就讀。 

結論：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係政府為改變過去聯招制度的不公平所採取的改革錯失，雖然

多元取才提供學生多元流動的正面機會，然而卻因為父母親的家庭經濟能力，與國家教育

資源配置的差異，帶來社會階級再製的效果。臺灣教育確實提供流動所需的部分技能，但

近年發展卻已呈現階級複製效果，對社會穩定帶來不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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