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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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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組 
科 目：社會學 黃雋老師解題 
一、近年來臺灣的電信和網路詐騙犯案飆升，危害社會治安及信任至鉅，各界呼籲加強打擊及提

出解決辦法。試在各國針對偏差與犯罪常使用的社會控制方法中，至少舉出一個你認為最適

用或有效的方法，並說明其具體內涵和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星等：★★★★ 

難易度：題目偏難 

《試題分析(解題關鍵）》 
分析網路電信犯罪，社會控制方法、並舉出有效防制方法 

【擬答】 
所謂「網路犯罪」因各國科技發展，國情不一，其定義上難免存有爭議。一般而言，「網

路犯罪」乃指行為人濫用或破壞電腦而違反具有電腦特質（Computer Property）的犯罪行

為。簡言之，以電腦與網路作為犯罪連絡、場所與工具。 
特質： 
身分易藏、散佈迅速：使用者匿名、造假，不容易偵查其真實身分；網路具有無遠弗屆，

迅速廣泛散佈的特性。「謠言」、「圖照」訊息等很容易迅速傳播。訊息流傳很快，謠

言止於智者，切莫隨之起舞，以免觸法。 
證據有限、毀證容易：電腦犯罪不像一般犯罪存在實體跡證可循。證據通常有限，而且

容易毀滅或破壞。如駭客入侵，取得不法資料、篡改或破壞資料，只在按下刪除或執行

指令，證據在瞬間消失。 
偵查不易、管理困難：身分易藏、證據易毀，使得執法單位不易偵查，加上各國對網路

犯罪的判斷標準不一（如網路購買槍枝、賭博、色情網站等認定），使跨國性犯罪行為

很難法辦。電腦科技日新月異，犯罪手法也日益精緻，立法及執行機構來不及修法、更

新，造成管理上極大困擾。 
牽涉私權、隱藏犯罪：網路犯罪因多牽涉公司、個人之私權、信譽與聲名等，被害人大

多不願張揚或報案，加上此類犯罪要「論罪定刑」的結果出來，不是很容易，因此受害

者數目比起正式公開的數字來得更大。此種隱藏犯罪的行徑成為網路犯罪的另種特性。 
「社會控制」是指使用方法或機構單位，用以支持社會規範，維持社會運作的規範設計。

採行方式大致可分內在、外控制兩種方法： 
內在控制： 
社會化：社會成員的「社會化」，將社會規範、法制規定，內化成為言行憑藉，自制

行為，是種最根本方法。 

羞恥感：利用知恥、羞恥感以警惕社會成員，以達成控制偏差、犯罪行為。 

外在控制： 
團體與組織： 

利用團體、組織進行社會控制，例如「全控機構」的監獄管理罪犯。正式組織中壓力、

規範、督促成員遵守規定，例如公司中公司組織章程、員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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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與懲罰制度： 

前者是社會對遵守社會規範者，給予物質、金錢或名譽上的報酬；後者是針對偏差者

的報酬；後者是針對偏差的約束或控制。 

防制犯罪：網路犯罪因具有隱匿性，迅速性與擴散性，偵查與防制上極為不易。在處理網

路犯罪，必須從網路正確使用教育著手，進行法律規範機制設立，依其危險性加重刑責，

提升偵查技能與能力，強化認證監控技術，加強國際合作等方面進行，使得網路使用更為

安全與便利 
嚇阻（或威懾）理論認為要遏止犯罪或偏差，必須要有以下作為： 
嚴厲性：懲罰越嚴厲，犯罪的可能性越低。網路犯罪被判重刑的社會與被判輕刑的社會，

前者的網路犯罪率就會較低。 
確定性：犯罪者肯定要受到懲罰，嚇阻理論認為人們越明確受到懲罰，越不可能犯罪。

如果網路犯罪被逮捕，定罪率從 50%提升到 100%，這樣網路犯罪犯罪率可望大為降低。 
時效性：懲罰越即時，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如果司法刑法（檢調）單位以最迅速搜集具

體犯罪工具、證據，進而加以論刑定罪，此種有效司法調查體系，也能使網路犯罪率降

低。 
 
二、教育對於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具有什麼功能?學界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多從功能論與衝突

論兩大傳統理論出發。試說明這兩種理論的主張，並比較其看法差異。(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星等：★★★ 

難易度：難易適中 

《試題分析(解題關鍵）》 
教育制度的功能論與衝突論，比較兩者看法差異 

【擬答】 
在社會學兩大理論傳統，功能論與衝突論對教育存在不同立場，觀點與主張： 
功能論： 
社會整合工具：教育及文化是社會整合的工具，藉由教育傳遞社會價值，傳統文化，使

社會成員了解其角色、地位，以利社會體系運作。 
社會化功能：藉由各種不同形式的教育（家庭、學校、職場）學習社會角色及社會適應。

社會成員的「社會化」使得社會運作更為順利與合諧。 
培育各種人才：現代社會重視分工專業，教育可以培育選拔，分類不同的人才與專業，

並提升國民素質，有利社會競爭力的強化。 
促進社會流動：教育可以提供知識專業學歷等有助於改善個人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是社

會流動的重要途徑，「獲致地位」的重要憑藉。 
衝突論： 
進行社會控制：教育是統治者灌輸與洗腦工具，藉由教育將固定主流價值傳遞給學習者

或受眾，進行社會思想、言行的控制。 
社會階級複製：教育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社會階級複製。社會文化資本優勢者，可以讓

下一代子女取得更大的優勢；而弱勢者更難以翻身、即所謂「馬太效應」。 
人才配置不公：教育授以文憑，象徵個人文化、社會地位，然而文憑並非符應個人能力

與條件。但社會職位的配置卻經常以學歷為要件，教育只淪為單純「分配」功能。教育

作為「篩濾器」進行分配的工具。進入高中、高職不同科系的選擇，即是一種配置上的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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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浪費：國家耗費很多經費，支持教育事業，但卻培育「學而不用」、「高學歷

卻失業」的現象、產生大量「尼特族」。 
基本上來看，功能論對教育採取正面功能的論述，而衝突論則以負面功能來論述。兩者觀

點、立場是對立。雖是如此，也使得我們對教育有個更深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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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學家指出，一項社會運動的展開經常牽涉動員結構、政治機會、文化構框和抗爭劇碼等

重要面向。試以時下 Me Too 反性騷擾運動在臺灣社會的發展為例，說明這四個社會運動基

本面向的內涵或意義。(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星等：★★★★ 

難易度：題目偏難 

《試題分析(解題關鍵）》 
分析四個面向，並說明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情形 

【擬答】 
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 
進行社會運動、社會體系中親友、社區、同學、同事等人際關係網絡，就是動員結構的

來源。社會資本愈雄厚，動員力量自然強大。媒體在動員結構扮演重要角色：藉由宣傳、

號召相關人士參與、激發熱情，擴大動員力量。 
台灣性騷擾事件藉由傳媒、網路、臉書、line 群組等傳播，愈演愈烈，釀成重大社會事

件，吸引民眾廣泛的注意。 
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 
社會運動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因其目的、形式影響其成敗，稱之為「政治機會」。 
此次社會運動波及很多知名人士，揭發過去的性騷擾「黑底」經公共批判，輿論撻伐，

成功遏制或改善社會惡風。 
文化構框（Cultural Framing）： 
對於現存社會文化體系中熟悉的概念（文化構框）賦予不同詮釋或改革，藉此激發參與

者的熱情或者一種正當性的訴求。 
性騷擾是社會積習已久的惡質文化，對性別或身體侵害、傷及心理。因此激發反對者的

熱烈進行抗爭，反迫害，這是正當性的訴求。 
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 
社會運動所採用的抗爭表演方式，稱之「抗爭劇碼」，抗爭劇碼通常有其社會時代的背

景。抗爭劇碼以呈現議題為主軸，多元、生動活潑的形式，如戲劇表演、音樂演奏、歌

舞展演等柔性訴求，有時反而會激起民眾熱烈的支持、認同，甚於激烈肢體語言衝突。 
此次運動基本上是溫和、理性、訴諸真實故事引人同情、認同、支持使用傳媒、司法追

求其權益、尊嚴。 
 
四、隨著社會生活的全球化，世界上已出現一些所謂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成為當今最具

領導地位的都市。試舉例說明全球城市的特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星等：★★★★ 

難易度：題目偏難 

《試題分析(解題關鍵）》 
了解全球化中，城市的重要性，並舉例說明 

【擬答】 
隨著全球化浪潮侵襲，世界城市之間競爭也更為激烈。都市除了加強硬體建設、公共建設、

網路與數位化外，管理、服務及工作績效提升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都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及推展藝文展演活動，可以說是一種活化都市的動能。「行銷到世界」文創是最好的途徑，

也是提升競爭力，吸引世界各地人民來此的動機。在不斷提升都市市民生活品質的同時，

更應培養市民「幸福感」與「光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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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城市不斷辦理各項活動，如世界花博、世大運動會、

地方文藝展演活動，其目的是提升當地「見光度」，促進文藝、觀光、產業活動的發展。 
台南市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也有一個嶄新發展契機。面對全球化

的競爭取得優勢地位，並得以永續發展。市政府計畫城市整體發展願景，以「全球思考，

在地行動」思維推動城市發展，將台南市定位為「文化首都」、「科技城市」、「低碳城

市」、「觀光樂園」、「希望家園」、「創生城鄉」締造台南成為一個具有在地特色，又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宜居、宜業、幸福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