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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社會行政 

科 目：社會學 

湯淮老師 

一、何謂「做性別理論（doing gender）」？社會實踐經常透過符號系統來展現，試舉出一個臺灣社

會的例子，說明「做性別」的現象。（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上課時特別強調「做性別」概念主張性別是從社會互動中持續主動的實作過程，有別

於傳統的性別角色理論，這題的重點在於能否適切舉例說明並且點出該理論的問題。 

《命中特區》講義 p.149-150 

【擬答】 

以下就題意說明「做性別理論」並舉例說明做性別的現象： 

做性別（doing gender） 

  「做性別」是指「一個人長成某種性別的過程，不僅是被動地受到社會體制影響的模仿

學習，也是一種在社會生活互動中持續而主動選擇的過程。」（West & Zimmerman） 

  這概念強調「社會性別」是由社會中一個個的男女在有他/她人在場的特定社會情境中

所生產、實作出來的，這些實作並不見得關聯到每個人內在固定的屬性或特質，而是人與人

間互動的、制度化的社會產物。因此，性別是「一種情境化的實踐：在地的行為管理關聯到

對特定生理性別範疇的適當態度或行為的規範性概念」（West and Fenstermaker）。人們無時

無刻不在做性別，但每個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別實作，也必須符合主流社會對某個生理性別

範疇所應有的行為與態度的規範性想像。 

  做性別理論指出人們不僅在社會互動中組織各式各樣的行動來反映或表現他們的性別，

同時也隨時準備以相同的方式來理解或者認知別人的行動。因此，做性別是由一連串人與人

之間彼此感知、互動的微觀政治中所構成的一組複雜的社會活動。日常生活中做性別的例子

不勝枚舉，從出生命名、衣著整飾、教育選擇、職業規劃與生涯想像，無不充滿做性別的痕

跡。一再操演的性別實作因而發揮了鞏固性別作為製造、建構差異的社會機制。 

以家務分工為例 

  做性別理論強調社會實踐是透過符號系統來展現，不贊同性別角色視為一種恆定的意識

形態，也不認為個人與性別角色的關係純粹在於個人是否相信或願意遵守。他們主張家庭是

一個「性別工廠」，藉由家庭內互動中個人得以「宣示」及「作成」 個人的性別。人們在每

日生活中不斷地對外展示自己的性別認定，藉由言語動作、穿著打扮，不時的在用行動「做

性別」（doing gender）。因為人們對於不能明確展示自己的性別，或無法清楚瞭解與互動者

的性別之兩種情況，都是充滿不安與焦慮的，所以人們有意的在生活中不斷做出與同性者類

似的行為，以及與異性者相異的行為，來為性別作為劃界與定義工作，而女性在家庭中對家

務勞動的投入，及男性的缺乏投入，都是人們以行動區分性別的方法。同樣的，人們也可能

在家庭決策過程中藉由對不同決策的堅持或妥協來展示性別。 

  做性別理論解釋性別是透過人際的社會互動所達成的概念，人們透過彼此之間的互動，

以及他們對於某些行動與外觀的詮釋，「製造」出性別。特定情境底下的性別實作，但做性

別往往關係到社會中關於生理性別範疇的適當態度或行為的規範性概念。但宏觀社會學認為

這種理論低估了社會結構的重要性，以及造成女性不平等的經濟與政治基礎。忽略了基於性

別、種族及階級而存在的權力差異與經濟差異。 

 

二、布迪厄認為傳統的經濟資本無法完全解釋社會階層的現象，而提出「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

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格雷諾維特也提出了「鑲嵌理論（embedded theory）」。

試說明此兩位重要社會學家上述論點的重點內容。（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都是上課反覆強調的概念，這題的關鍵是能否說明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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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提出重要概念之間的關係，社會資本與鑲嵌理論強調的都是社會關係對個人與經濟生活的影

響。 

《命中特區》講義 p.214-220；p.278-279 

【擬答】 

  布迪厄認為傳統的經濟資本無法完全解釋社會階層再製的現象，進而提出「文化資本

（culture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階級複製上的重要性，以下就題意分述布

迪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及格雷諾維特「鑲嵌理論

（embedded theory）」的概念： 

布迪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文化資本：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會經濟背景較高的孩子，在家庭社

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文化經驗，讓他們在學校的適應力及學習能力都較強，形成具有競爭優

勢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是個人由從其家庭階級背景中所習得的語言、文化能力、思維模

式與氣質。這些文化資本不平均地分布在各階級中，且代代相傳，是造成學習成效差異的

主因。因此學校的體制不但無法消弭初始條件的不平等，反而更加強化原有的社會結構，

是不平等得以維繫的重要原因。 

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個體或群體因有相對穩定且一定程度上的制度

化互動關係網絡，逐漸累積而形成的資源總和，社會資本就是指人際關係。社會資本是建

基於人際網絡的資源。布迪厄指出，社會資本是指擁有持久社會網絡或屬於某一特定團體

而得到的集體支持力。一個人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寡視乎兩個因素：社會網絡的大小、相關

成員所擁有資本的總數量。 

  布迪厄指出父母的社會階層（social class）不單只提供文化資本，還有各種不同的資本，

方便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例如，收入其實是「經濟資本」，可以直接投資於為子女提供學習

材料及合適的環境；工作模式提供父母一種特定的「社會網絡」、適當的「責任與期望」以

及資訊管道和規範等。家長的打扮及談吐，更為教師與家長交流之間，提供「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象徵不單只包括文字和語言，更包括姿勢、衣著、儀態等外貌。每種

象徵亦可使人確認我們的社經身分。 

格雷諾維特「鑲嵌理論（embedded theory）」 

  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經濟行動的鑲嵌理論。他認為在分析行為與制度

時，應重視社會關係的持續性影響，經濟行動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的。這個論述挑戰了經

濟學功利主義的行動假設，認為經濟行動，不論是生產者或消費者，其行動均由理性的計算

來影響，同時假設這些人是以匿名的參與者來進行交易。他認為這種原子論式的（atomized）

想法，是一種「低度社會化」的觀點，很難關照到實際經濟行動所在的「就近的社會脈絡」

（immediate social contexts）或「社會結構的細節」（the details of social structure）。 

  格雷諾維特主張鑲嵌是「社會關係網絡是不規則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滲透到各種經濟生

活的不同部門」是一種動態且脈絡性。以信任與瀆職為例，在一個團體中，成員違反契約，

做出背信的行為，而損害整體的利益，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個人利益與自私可以解釋個人背

信的行為，卻無法解釋為何其他人不會做出類似的行為。格蘭諾維特從鑲嵌的角度強調，信

任的產生依靠的是具體的社會網絡。在經濟交易中，我們偏好與有信用、有聲譽的人交易，

這是因為在一些網絡關係中，有些人的角色是報導人（informants），可以提供非常可靠的訊

息。他指出這種訊息有一些優點，較佳、較詳細、較可信。人際關係經過長時期的運作，會

帶動互相的期待，壓抑機會主義的行為。「理性的人」其實很清楚的知道這些關係的作用，

而透過一些可靠的訊息得知這個特定的人與他們交易時會誠實進行。 

  兩個理論的共同之處是指出經濟活動都是鑲嵌於社會脈絡之中，社會階層的再製不只是靠

經濟資本還需要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累積與運作，鑲嵌理論與社會資本的概念類似，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必然鑲嵌於特定的社會網絡之中，社會關係可以影響了個人的社會流動也形塑了所

有經濟活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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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衝突學家如何解讀資本主義中教育制度的功能？試由你過去就學的經驗舉例「隱性課程

（hidden curriculum）」的現象。（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衝突論分析觀點著重於社會秩序是權力支配的結果，在教育制度的分析上著重於教育

的社會控制功能，社會化與人才配置也算是社會控制的一部分，這題關鍵在於能否掌握衝突論的

觀點並舉出自己的就學經驗說明隱性課程的影響。 

《命中特區》講義 p.331-334 

【擬答】 

  相較於功能論主張教育扮演道德整合與提升人力資本的功能，衝突論從權力結構的觀點分

析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功能，以下就題意分析衝突學家如何解讀資本主義中教育制度的功能，

並說明隱性課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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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論的觀點 

  衝突論者認為教育制度和政治、經濟制度有密切關係，常常反應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

需要，代表政治勢力的國家機器要學校配合、代表經濟勢力的工業要學校培養人才時，學校

重要性就上升。政治與經濟經常決定了教育的目的、內容與教育制度的規模。衝突論者認為

教育具有以下幾種功能： 

社會化：社會化是使個人獲得社會共同接受的行為規範和價值觀，方便與群體融合、順利

參與社會運作。學校社會化的「內容」有三面向：（1）行為控制（發言規矩、服裝儀容、

完成清潔任務）；（2）形塑價值觀（是非善惡）；（3）文化風格養成（所謂的風格、幽默、

機智）。學校社會化的「方法」會隨著時代而變化，工業化初期（或專制政權）的學校體

系可能採取身體規訓的強力教化管理。不當體罰受到批評之後，有組織式管理，透過學校

規則、例行活動來潛移默化。 

社會控制：大規模、制式化的學校教育，強將固定的知識及價值觀灌輸給學生，這個過程

本身即充滿「控制」的意味。從階級關係而言，衝突論者也將教育視為階級宰制的工具，

課程內容、考試科目、教室氣氛都在發揮這種作用。例如 Bowels and Gintis（1976）認為

現代學校教育擴張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訓練出一批聽話的勞動力人口來為資本階

級服務。因此，學校的階級體制、評分制度、講求規則、重視服從、強調準時、定期評估

成果等都是工作場所和學校制度共享的特性。有人因此將此派別稱為「符應理論」

（correspondence theory）或「社會控制論」。 

人才的培育選拔與人才配置（allocation theory）：配置理論衝突者 Meyer 強調，現代化社

會的個人，根據他所受的教育年限和種類，被分配於某種成人角色，這個過程和他真正在

學校裡學到什麼並無關連。因此，教育真正具有的是選擇、分類、配置的功能，而不是社

會化的功能。根據衝突論的解釋，運用教育來培育或挑選人才，只不過藉著教育形式上的

作用，以文憑為標籤，藉著教育的形式作用，將社會上個別的公民分配或「配置」到特定

位置。在此配置的過程中，並不考慮外在學歷是否真正反映個人的內在能力或需求，也不

考慮特定職位為何需要以特定學歷作為要件。教育在其中純粹擔任「發配」的功能，此之

謂「配置理論」（allocation theory）。 

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 

  隱性課程是指學生不只是從正式的課程和課本裡學到知識、技能、態度，也從學校生活

中的同儕相處、師生互動、教室文化、校內活動中學習。後者這種「非正式課程」的教育效

應，稱為「隱性課程」，例如在貴族小學與一般公立小學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正式課程上

的差異，還包括學校的校風文化、學生家庭背景的差異、老師與家長之間的互動方式，這些

隱性課程會影響學生的世界觀，也會形塑學生的個人品行，對個人的人格及行為養成皆有重

要作用。 

 

四、隨著人類經濟發展的演變，出現了不同的勞動型態，試解釋何謂非典型就業、零工經濟？又

AI 技術的出現對於未來勞動型態會帶來何種衝擊？（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結合了兩個重要的議題包括就業市場朝向非典型就業的轉變，以及科技興起對勞

動市場的影響，從科技與社會的發展理論來看，科技的影響不必然是單一、決定論的，而是需要

更多社會制度的設計安排，讓科技更符合人性與社會所需。 

《命中特區》講義 P.194、492-493；總複習講義 P.136-137 

【擬答】 

  隨著全球化、科技進步的浪潮，人類經濟發展的模式也不斷轉變，連帶影響的是企業組織

型態與不同勞動型態與雇用關係，以下就題意說明非典型就業、零工經濟的意義，以及申論

AI 技術的出現對未來勞動型態可能造成的衝擊： 

非典型就業 

  「非典型就業」是有別於傳統典型的全時雇用型態，是指全時薪資就業人員(full-time 

wage employees)以外的工作者，亦即非全時、非長期受聘僱於單一雇主或一家機構的關係。

非典型就業的型態多元，可歸納出三種較常見非典型工作類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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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時工作(part-time employment)，工時低於全時工作，如兼職或工作共享； 

暫時性工作(temporary employment)，工作契約為臨時性； 

派遣工作(dispatched employment)，雇主(派遣單位)與用人單位(要派單位)不同的工作。 

相較於一般典型就業型態，非典型就業可能會產生勞動條件較差、同工不同酬、就業雇用不

安全性、生涯發展困難等問題。整體來說，非典型就業之勞動條件較差加上雇用之不安全性，

最後還有跳脫不出非典型就業循環之生涯發展困境，使得有學者將此處境的勞動型態稱為

「工作貧窮(Working Poors)」、「新貧」。 

零工經濟 

  「零工經濟(Gig Economy)」是指透過網路科技平臺媒合，讓工作者有自由空間自主選

擇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長度。也是非典型就業的一種，主要的差異在於零工經濟強調網路

科技平台的應用，透過共享經濟平台接單，可創造供需有效媒合機會，將閒置資源如空房間、

空餘的時間與人力，進行有效供給，物盡其用，例如 Uber、Airbnb等等。 

AI 技術對未來勞動型態的衝擊 

  AI 技術對未來勞動型態的衝擊，可能會帶來更多的機會也會產生更大的挑戰，科技進

步會取代一些傳統非技術性的工作，但同時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非典型就業可能對勞工

造成更大的剝削和壓迫，也可能讓勞工得以擺脫固定工作模式，享有更多自主安排工作時間

的自由。 

  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並不是線性單一的決定論，公共討論、社會選擇與政治安排對於形塑

科技發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AI 技術對未來勞動型態的衝擊涉及了社會制度的安排，

如何提供非典型就業者更多社會安全保障，如何避免 AI 帶來就業機會兩極化、部分職務薪

資成長遲緩、貧富差距惡化等負面影響，透過各種制度性安排協助無法從科技進步、產業轉

型過程中受益者，AI 技術對未來勞動型態的衝擊可大可小、可好可壞，有賴於社會、政治

與文化各層面的制度規劃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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