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研究在分析 1994 年至 2004 年之間不同省籍民眾國家認同的持續與變遷。

國家認同是這幾年來受到相當多關注的議題，對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而「省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人群分類方式，省籍區分的產生是因為台灣獨特的

歷史背景所造成，並延續至今。所以本研究期望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並且

分析在這十年之間國家認同的變遷。 

本研究發現：一、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外省籍民

眾較傾向認同中國，本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台灣。隨著兩岸情勢與國內政局的變

化，認同中國的比例逐年下降，認同台灣與雙重認同的比例逐年上升。二、進一

步控制政治世代之後，不同政治世代的民眾，其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年輕的

世代比年長的世代更傾向雙重認同；而較年長世代的外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中

國，較年長世代的本省籍民眾則傾向認同台灣。三、政治態度方面，統獨立場與

政黨認同皆會影響民眾的國家認同，但是仍有省籍差異。四、居住地區的影響則

是，外省籍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中國人，外省籍人口比例

愈低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台灣人。 

所以台灣國家認同分歧所形成的爭議，應該會隨著年輕世代的加入而減少，

而且族群的接觸也有助於雙方的同化，所以長遠來看，本研究對台灣國家認同未

來的變遷是抱持樂觀的態度，不同省籍之間的差異會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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