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以國家認同為主軸，探討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的變遷趨勢，首先是

政治世代、教育程度、地區外省籍人口比例等人口變項，以及政黨認同與統獨立

場等態度變項，依序討論，並且控制省籍，進一步瞭解各自變數對國家認同影響

的省籍差異。最後則是運用次序對數勝算模型，建立「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模

型」，比較各類自變數對國家認同的影響程度。以下將先摘要說明本研究的發現

以及提出檢討建議。 

壹、研究發現 

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不盡相同，大致上外省籍民眾比較傾向認同中國以及

雙重認同，而本省籍民眾比較傾向認同台灣。以下將討論 1994 年至 2004 年民眾

國家認同的變遷趨勢與各自變項對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的影響。 

一、1994 年至 2004 年民眾國家認同的變遷趨勢 

本研究在探討 1994 年至 2004 年民眾國家認同的變遷趨勢時，先是探討全體

不同省籍民眾，接著再控制省籍，最後是討論本省籍與外省籍民眾的不同政治世

代。 

以全體民眾的國家認同而言，雙重認同的比例最高，而認同台灣的比例是逐

年上升，在 1995 年下半年開始即超越認同中國的比例，認同中國則是逐年下降。

另外，民眾的國家認同也會受到重大事件的影響而出現高低起伏的波動。在控制

了省籍之後，可以發現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變遷的差異，不論本省籍或外省籍

民眾都以雙重認同的比例最高，而本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呈現台灣認同逐年升

高，中國認同逐年下降的趨勢。外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則是中國認同逐年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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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認同的比例不高，但是呈現穩定成長。第一代民眾的國家認同呈現兩極化

的現象，本省籍傾向台灣認同，外省籍傾向中國認同。第二代民眾的國家認同則

是本省籍民眾的台灣認同逐年上升，外省籍民眾的雙重認同比例逐年上升。第三

代民眾的國家認同，都是雙重認同比例最高，且逐年上升，但是本省籍民眾的台

灣認同比例逐年上升，與雙重認同成為主要的兩種國家認同。外省籍民眾則是除

了雙重認同之外都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第四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第三代民眾的

的變動趨勢相似。 

二、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差異的分析 

在討論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差異時，本研究以基本人口變項與政治態度作

為影響的民眾國家認同的自變數，並且加入年度的變化。以政治世代而言，外省

籍民眾當中，愈年輕的世代認同中國的比例愈低，雙重認同與認同台灣的比例愈

高。本省籍民眾則是愈年輕的世代，雙重認同比例愈高，認同台灣的比例愈低，

認同中國的比例也是愈低，但是變動不大。教育程度則是呈現教育程度高的民眾

比教育程度低的民眾傾向雙重認同，這樣的趨勢沒有省籍的差異，教育程度愈

低，愈傾向各自發展，不同省籍「固守」各自的認同。外省籍民眾方面，民眾教

育程度愈高認同中國的比例愈低，而且教育程度高的民眾認同台灣的比例也低於

教育程度低的民眾，不過變動較小。而本省籍民眾則是教育程度愈高認同台灣的

比例愈低，但是在認同中國上則不因教育程度高低而出現差異。居住環境則是在

外省籍人口比例高的地區，則是有較高比例的民眾持中國認同以及雙重認同，外

省籍人口比例低的地區，則是傾向台灣認同，這樣的趨勢沒有省籍差異。這樣的

結果是因為族群同化程度的影響。 

政治態度分為政黨認同與統獨立場兩部分。政黨認同方面，泛藍的認同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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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省籍不同而影響其認同中國或認同台灣，外省籍的泛藍認同者傾向認同中

國，本省籍的泛藍認同者傾向認同台灣。無政黨認同者傾向雙重認同，外省籍的

無政黨認同者除了雙重認同之外，比較傾向認同中國。本省籍的無政黨認同者除

了雙重認同之外，比較傾向認同台灣。統獨立場則是傾向統一的外省籍民眾，國

家認同傾向認同中國，傾向統一的本省籍民眾，國家認同傾向認同中國以及雙重

認同。傾向維持現狀的外省籍與本省籍民眾，國家認同傾向雙重認同。而傾向獨

立的外省籍與本省籍民眾，國家認同則傾向認同台灣。 

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模型分析的結果發現，基本人口變項、政治態度、年

度三類自變數對國家認同皆有顯著影響，自變數的影響也因省籍的不同而出現不

同的效果，其中年度對國家認同的影響達到顯著水準，隨著年度的增加，所有民

眾的國家認同趨向認同台灣。比較不同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模型部分，政治世代

對外省籍民眾有顯著影響，愈年輕的世代愈傾向台灣認同，但是在教育程度的部

分，外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顯然不受教育程度影響，僅對本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

有顯著影響，教育程度愈低的民眾，愈傾向台灣認同。居住地區則是外省籍人口

比例愈高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愈不傾向台灣認同。政治態度的部分，政黨認

同傾向泛綠的民眾，國家認同較傾向台灣認同 。而統獨立場傾向獨立的民眾，

其國家認同也是較傾向台灣認同。 

最後是民眾對雙重認同的認定，經由整理訪談資料可以發現民眾心中對雙重

認同的界定存在差異。雙重認同可以分為兩種，第一種是同時認同台灣與中國，

第二種是對台灣認同、中國認同有先後順序。而對台灣認同、中國認同有先後順

序的民眾，其決定認同順序的原因，傾向認同中國的民眾多強調台灣與中國之間

密不可分的關係，而傾向認同台灣的民眾則是強調現實生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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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研究的發現：不同省籍民眾的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異，外省籍民眾較傾向

認同中國，本省籍民眾較傾向台灣認同。若加入世代觀察，可以發現不同省籍的

年輕世代民眾的國家認同都向雙重認同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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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建議與檢討 

學界對於國家認同的界定有一定的共識，但是對於國家認同的測量方式 

，則是眾說紛紜，而且測量方式還有相當的改進空間，尤其欠缺將國家認同的理

論與測量方式作完善的結合。對於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的變遷，本研究屬於初

探的性質，所以在理論的尋找或是模型建構上還有待之後研究者的補強，接下來

檢討本研究仍須改善之處。 

一、無直接測量族群意識之變數 

族群意識是決定族群行為的重要因素，沒有族群意識的族群，只是單純的人

群分類。所以在調查資料中能有直接測量族群意識的變數，將可以瞭解 1990 年

代台灣民眾族群意識的變化，這對理解台灣統獨立場、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的爭

議有相當大的幫助。 

二、缺乏對雙重認同的進一步探討 

相較於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雙重認同所代表的含意更複雜，但是測量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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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的時候，我們還沒有更好的方式可供測量他們心中真正的想法，更不用

說比較認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與「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差異。本研究

在討論國家認同時常有無法深入分析雙重認同的內涵之憾，如果對這群人有更好

的測量方式，相信本研究的成果會更豐富。 

三、建立跨年度的比較模型 

本研究所使用資料橫跨 1994 年至 2004 年，總共十年的時間，在這十年內，

台灣社會有極大的變化，如果能進一步建立跨年度的比較模型，或是使用其他統

計方法，如時間序列、複層次迴歸，應該有更深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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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附表 
附表一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國家認同變遷* 

半年度 94 下 95 上 95 下 96 上 96 下 97 上 98 上 98 下 99 上 99 下 00 上 00 下 01 上 01 下 02 上 02 下 03 上 03 下 04 上
歷年 

平均 

台灣人 20.8 25.1 24.8  22.7  25.5 32.4 33.7 34.8 35.9 36.4 34.2  29.9 34.8 37.4 37.3 35.3 37.1 38.9 37.3 32.3  

都是 47.0 43.8 47.8  52.7  48.9 44.4 43.1 44.6 46.1 48.3 48.3  54.4 50.6 48.6 48.6 51.7 49.6 48.8 52.3 48.4  

中國人 26.8 24.7 20.5  16.1  21.1 19.7 17.2 15.9 14.0 11.1 13.0  9.8 11.2 11.0 9.8 8.8 9.5 7.6 6.3 14.4  

無反應 5.4 6.3 6.8  8.5  4.4 3.6 5.9 4.7 3.9 4.2 4.5  5.9 3.3 3.0 4.2 4.2 3.8 4.6 4.1 4.8  

樣本數 1152 1173 18478 4483 2341 1183 4548 3305 3268 3018 6210 1066 4615 2686 6445 3336 3233 9563 15642  

*97 年下半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訪問案無國家認同的題目。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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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不同省籍民眾國家認同變遷* 

 
半年度 94 下 95 上 95 下 96 上 96 下 97 上 98 上 98 下 99 上 99 下 00 上 00 下 01 上 01 下 02 上 02 下 03 上 03 下 04 上

歷年

平均 

台灣人 23.6 28.3  27.5  24.8 28.7 36.3 37.7 38.5 40.4 40.3 37.3  33.4 38.3 41.7 41.5 39.4 41.2 42.8 40.9  35.9  

都是 47.3 45.0  48.2  52.2 49.3 45.0 42.0 43.0 44.2 46.4 47.2  53.3 49.8 47.2 46.5 49.1 47.6 46.5 50.1  47.4  

中國人 23.8 19.7  17.0  13.9 17.2 14.7 14.1 13.6 11.3 9.0 10.7  7.1 8.6 8.1 7.7 7.1 7.2 6.0 5.0 11.7  

無反應 5.4 6.9  7.3  9.2 4.8 3.9 6.2 4.9 4.1 4.3 4.8  6.2 3.4 3.1 4.2 4.4 4.0 4.7 4.0 5.0  

本 

省 

籍 

樣本數 1006 1008 15905 3942 2008 1019 3883 2834 2755 2547 5327 918 3909 2247 5509 2818 2738 8217 13447  

台灣人 2.1 6.1  8.3  7.2 6.3 7.9 10.7 12.5 12.1 15.3 15.5  8.1 15.7 15.3 12.8 12.9 14.5 15.2 15.4  11.3  

都是 44.5 36.4  45.7  56.4 46.5 40.2 49.3 54.4 56.7 58.4 55.0  61.5 55.5 56.0 60.9 65.8 60.4 63.2 66.2  54.4  

中國人 47.9 55.2  42.3  32.5 44.7 50.6 35.5 29.7 28.5 22.9 26.6  26.4 25.6 26.0 22.0 17.8 22.0 17.7 14.0  30.9  

無反應 5.5 2.4  3.7  3.9 2.4 1.2 4.5 3.4 2.7 3.4 2.8  4.1 3.1 2.7 4.3 3.5 3.0 3.9 4.4 3.4  

外 

省 

籍 

樣本數 146 165 2573 541 333 164 665 471 513 471 883 148 706 439 936 518 495 1346 2195  

*97 年下半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訪問案無國家認同的題目。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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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不同政治世代本省民眾國家認同變遷* 

  
半年度 94 下 95 上 95 下 96 上 96 下 97 上 98 上 98 下 99 上 99 下 00 上 00 下 01 上 01 下 02 上 02 下 03 上 03 下 04 上

歷年

平均 

台灣人 26.9 27.7  39.8  32.2 41.0 48.3 49.1 44.9 52.6 52.4 52.2  60.7 56.0 69.2 55.3 68.8 64.9 66.3 60.5  51.0  

都是 38.5 23.1  33.6  34.3 32.1 31.0 17.0 30.6 25.8 32.9 21.1  14.3 26.0 17.3 24.1 18.8 14.0 15.4 25.9  25.0  

中國人 21.2 26.2  15.0  12.9 14.1 10.3 13.2 11.2 5.2 3.7 11.7  10.7 9.0 3.8 8.5 9.4 12.3 4.7 4.9 10.9  

無反應 13.5 23.1  11.5  20.6 12.8 10.3 20.8 13.3 16.5 11.0 15.0  14.3 9.0 9.6 12.1 3.1 8.8 13.6 8.6 13.0  

第 

一 

代 

樣本數 52 65 1092 233 78 29 159 98 97 82 180 28 100 52 141 64 57 169 266  

台灣人 26.0 31.9  32.0  27.4 30.0 39.4 38.5 43.7 44.8 47.6 41.0  41.2 45.8 53.2 47.2 47.5 44.8 49.3 46.9  41.0  

都是 39.3 39.8  41.2  43.5 43.3 39.0 36.0 31.5 36.1 35.7 34.9  40.2 37.1 33.0 36.1 37.9 39.2 34.7 40.4  37.8  

中國人 27.2 19.8  17.9  17.9 20.5 15.4 15.2 15.3 13.1 10.7 16.8  9.8 11.2 9.4 9.8 6.9 9.4 7.2 6.9 13.7  

無反應 7.6 8.5  8.9  11.1 6.2 6.3 10.3 9.5 6.1 6.0 7.3  8.8 5.9 4.4 6.8 7.7 6.6 8.7 5.8 7.5  

第 

二 

代 

樣本數 331 329 5131 1093 536 254 873 609 574 582 1187 204 766 427 1069 507 513 1601 2512  

台灣人 23.7 26.8  24.6  23.7 29.4 35.5 37.0 37.1 39.1 37.5 35.5  30.7 36.7 38.0 39.7 35.0 39.5 40.0 38.8  34.1  

都是 51.9 49.7  53.2  56.9 50.7 46.2 43.5 46.2 45.5 49.2 51.4  56.5 51.8 51.9 48.5 52.2 48.7 49.8 52.1  50.3  

中國人 21.4 20.3  16.7  12.4 16.5 15.3 14.8 13.4 11.9 9.3 9.6  7.8 8.3 7.9 7.9 8.4 7.7 6.4 5.4 11.7  

無反應 3.1 3.3  5.5  7.0 3.4 3.0 4.7 3.3 3.43 4.0 3.6  5.0 3.1 2.2 3.9 4.4 4.1 3.8 3.8 3.9  

第 

三 

代 

樣本數 486 459 7224 1922 974 496 1864 1288 1342 1193 2531 423 1786 1069 2499 1247 1209 3619 5784  

台灣人 12.6 23.5  19.1  20.9 23.3 34.1 36.2 35.2 37.7 37.3 35.5  28.7 34.5 38.4 39.4 39.0 39.7 40.9 38.8  32.4  

都是 57.1 57.1  59.0  63.6 57.2 50.2 49.3 48.9 51.1 53.0 54.4  62.9 56.8 51.1 52.3 53.1 53.4 51.6 54.7  54.6  

中國人 28.6 17.6  18.6  11.6 16.2 13.8 12.3 13.2 9.9 7.8 7.5  3.6 7.4 7.6 6.2 5.2 5.1 4.9 3.7 10.6  

無反應 1.7 1.7  3.3  3.9 3.3 1.8 2.1 2.6 1.4 1.9 2.5  4.8 1.3 3.0 2.0 2.8 1.8 2.5 2.8 2.5  

第 

四 

代 

樣本數 119 119 1943 585 390 217 916 795 709 641 1339 251 1210 675 1734 978 935 2678 4682  

*97 年下半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訪問案無國家認同的題目。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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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不同政治世代外省民眾國家認同變遷* 

  
半年度 94 下 95 上 95 下 96 上 96 下 97 上 98 上 98 下 99 上 99 下 00 上 00 下 01 上 01 下 02 上 02 下 03 上 03 下 04 上

歷年

平均 

台灣人 0.0 5.3  5.8  5.4 4.6 0.0 5.6 8.5 9.1 11.1 14.0  5.9 14.5 6.4 12.5 3.4 12.8 13.7 15.0  8.1  

都是 26.5 23.7  32.0  39.8 16.9 14.7 24.7 33.9 34.8 43.1 36.8  52.9 44.7 38.3 44.8 50.8 29.8 37.4 52.6  35.7  

中國人 70.6 71.1  58.7  50.5 73.8 82.4 56.2 54.2 53.0 43.1 43.9  35.3 38.2 53.2 37.5 39.0 48.9 44.3 27.7  51.7  

無反應 2.9 0.0  3.4  4.3 4.6 2.9 13.5 3.4 3.0 2.8 5.3  5.9 2.6 2.1 5.2 6.8 8.5 4.6 4.7 4.6  

第 

一 

代 

樣本數 34 38 584 93 65 34 89 59 66 72 114 17 76 47 96 59 47 131 213  

台灣人 3.6 11.4  8.1  5.7 11.8 11.4 10.2 15.2 9.2 19.5 13.1  4.5 14.5 20.0 13.3 12.0 11.8 19.1 18.0  12.2  

都是 35.7 37.1  39.9  50.0 42.1 34.3 46.9 46.5 57.1 39.0 51.4  59.1 54.0 48.0 50.3 65.1 55.3 56.5 58.3  48.8  

中國人 57.1 45.7  46.8  39.3 43.4 54.3 39.1 36.4 31.6 36.4 30.9  27.3 28.2 26.7 28.5 18.1 27.6 18.2 18.8  34.4  

無反應 3.6 5.7  5.3  4.9 2.6 0.0 3.9 2.0 2.0 5.2 4.6  9.1 3.2 5.3 7.9 4.8 5.3 6.2 5.0 4.6  

第 

二 

代 

樣本數 28 35 571 122 76 35 128 99 98 77 175 22 124 75 165 83 76 209 362  

台灣人 1.6 5.7  8.6  8.4 5.0 9.7 9.8 13.6 11.6 17.1 17.4  7.9 16.4 12.8 10.6 12.5 13.9 13.9 15.6  11.2  

都是 56.5 45.7  54.3  61.8 49.6 46.8 52.7 58.3 61.2 63.8 59.7  67.1 57.5 62.1 65.3 70.1 64.1 67.6 68.6  59.6  

中國人 35.5 48.6  33.5  26.2 43.2 41.9 34.4 24.1 23.7 15.7 20.9  23.7 23.3 23.2 20.0 14.7 19.7 15.3 11.7  26.3  

無反應 6.5 0.0  3.6  3.6 2.2 1.6 3.2 4.0 3.4 3.3 2.0  1.3 2.8 2.0 4.2 2.7 2.2 3.3 4.1 2.9  

第 

三 

代 

樣本數 62 70 1064 225 139 62 317 199 232 210 407 76 318 203 426 224 223 635 1016  

台灣人 5.0 0.0  11.4  6.5 4.2 10.0 16.9 10.3 17.9 10.5 15.2  12.9 15.8 20.8 16.3 17.2 17.1 16.3 13.8  12.5  

都是 55.0 27.8  51.7  69.9 83.3 60.0 60.5 66.4 59.8 75.2 60.1  51.6 59.3 57.5 68.3 66.2 67.1 68.3 72.1  62.1  

中國人 35.0 66.7  36.0  20.4 12.5 30.0 21.0 20.6 20.5 13.3 23.6  29.0 21.5 18.9 14.6 13.9 14.4 12.6 9.9 22.9  

無反應 5.0 5.6  0.9  3.2 0.0 0.0 1.6 2.8 1.8 1.0 1.1  6.5 3.4 2.8 0.8 2.6 1.4 2.9 4.2 2.5  

第 

四 

代 

樣本數 20 18 317 93 48 30 124 107 112 105 178 31 177 106 240 151 146 350 574  

*97 年下半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訪問案無國家認同的題目。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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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省籍與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 

 泛藍 中立、無反應 泛綠 (樣本數) 

外省籍 61.7  31.2  7.1  (18,151) 

本省籍 33.4  41.2  25.5  (110,731) 

總計 37.3  39.8  22.9  (128,882) 

檢定結果 卡方值=6020.933   自由度=2   p=0.000 

說明：表中數字為橫列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附表六 省籍與民眾統獨立場的交叉分析 

 傾向統一 傾向維持現狀 傾向獨立 (樣本數) 

外省籍 37.3  55.0  7.7  (12,864) 

本省籍 19.2  59.6  21.2  (71,692) 

總計 22.0  58.9  19.1  (84,556) 

檢定結果 卡方值=2705.525    自由度=2   p=0.000 

說明：表中數字為橫列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附表七 不同世代的省籍比例表 
 外省籍 本省籍 (樣本數) 

第一代 39.0 61.0 (6,308) 

第二代 11.5 88.5 (28,822) 

第三代 13.7 86.3 (59,992) 

第四代 11.9 88.1 (34,160) 

總計 14.0 86.0 (129,282) 

說明：表中數字為橫列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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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外省籍民眾政黨認同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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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C   不同條件組合下國家認同機率表 
 

欄位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國小及以下 國高中 外省籍比例低 外省籍比例中 泛綠 中立 傾向獨立 維持現狀 年度 認同中國機率 雙重認同機率 認同台灣機率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0.42  0.50  0.07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6 0.10 

3 0 0 1 0 0 0 0 0 0 0 0 6 0.33 0.57 0.11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5 0 0 0 1 0 0 0 0 0 0 0 6 0.18  0.60  0.25  

6 0 0 0 0 1 0 0 0 0 0 0 6 0.27  0.59  0.14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8 0 0 0 0 0 1 0 0 0 0 0 6 0.25  0.60  0.15  

9 0 0 0 0 0 0 1 0 0 0 0 6 0.28  0.59  0.13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11 0 0 0 0 0 0 0 1 0 0 0 6 0.11  0.56  0.33  

12 0 0 0 0 0 0 0 0 1 0 0 6 0.21  0.61  0.18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14 0 0 0 0 0 0 0 0 0 1 0 6 0.09  0.55  0.36  

15 0 0 0 0 0 0 0 0 0 0 1 6 0.24  0.60  0.16  

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44  0.49  0.07  

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40  0.52  0.08  

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2  0.57  0.11  

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25  0.60  0.15  

21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0.57  0.40  0.03  

22 0 1 0 0 0 0 0 0 0 0 0 6 0.43  0.5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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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0 0 1 0 0 0 0 0 0 0 0 6 0.36  0.57  0.06  

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25 0 0 0 1 0 0 0 0 0 0 0 6 0.30  0.62  0.08  

26 0 0 0 0 1 0 0 0 0 0 0 6 0.32  0.60  0.08  

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28 0 0 0 0 0 1 0 0 0 0 0 6 0.30  0.62  0.08  

29 0 0 0 0 0 0 1 0 0 0 0 6 0.32  0.60  0.08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31 0 0 0 0 0 0 0 1 0 0 0 6 0.12  0.65  0.23  

32 0 0 0 0 0 0 0 0 1 0 0 6 0.27  0.64  0.10  

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34 0 0 0 0 0 0 0 0 0 1 0 6 0.08  0.62  0.30  

35 0 0 0 0 0 0 0 0 0 0 1 6 0.23  0.65  0.12  

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3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0  0.46 0.04 

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44 0.51 0.05 

39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34  0.59  0.07  

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25 0.65 0.11 

41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0  0.61 0.19 

42 0 1 0 0 0 0 0 0 0 0 0 6 0.27 0.60  0.13 

43 0 0 1 0 0 0 0 0 0 0 0 6 0.27 0.60  0.13 

44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45 0 0 0 1 0 0 0 0 0 0 0 6 0.13 0.59 0.28 

46 0 0 0 0 1 0 0 0 0 0 0 6 0.23 0.61 0.16 

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48 0 0 0 0 0 1 0 0 0 0 0 6 0.23 0.6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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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0 0 0 0 0 0 1 0 0 0 0 6 0.24 0.61 0.15 

5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51 0 0 0 0 0 0 0 1 0 0 0 6 0.09 0.55 0.36 

52 0 0 0 0 0 0 0 0 1 0 0 6 0.18 0.61 0.21 

53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54 0 0 0 0 0 0 0 0 0 1 0 6 0.08 0.53 0.39 

55 0 0 0 0 0 0 0 0 0 0 1 6 0.20  0.61 0.18 

56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5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8 0.54 0.09 

5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34 0.56 0.10  

59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26 0.60  0.14 

6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20  0.61 0.18 

註：1.本表只列舉出部分自變數間的組合，未窮盡所有可能。 

    2.除了 17～20 欄、37～40 欄、57～60 欄之外，其餘的年度皆以中位數帶入。



附錄 D 國家認同認知訪談題目 
 

Ｋ１．在我們（台語：咱）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

「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

者都是？ 

您認為什麼是台灣人？（您對台灣人的定義是什麼？） 

您認為什麼是中國人？（您對中國人的定義是什麼？） 
 
     ┌──────┐     ┌──────┐     ┌──────┐ 
     │ 01.台 灣 人│     │ 02.都   是 │     │ 03.中 國 人│ 
     └──────┘     └──┬───┘     └──────┘ 
     ┌──────┐           │             ┌──────┐ 
     │ 98.不 知 道│           ↓             │ 95.拒    答│ 
     └──────┘      續問第Ｋ１ａ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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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 歷年上下半年樣本數 

 
年度 (樣本數) 

1994 (1,209) 

1995 (21,402) 

1996 (10,666) 

1997 (3,910) 

1998 (14,063) 

1999 (9,273) 

2000 (11,062) 

2001 (10,679) 

2002 (10,003) 

2003 (14,247) 

2004 (30,443) 

總計 (136,957)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電話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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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 各鄉鎮市區外省籍人口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北市大安區 31.30% 宜縣員山鄉 18.10% 

北縣新店市 30.50% 花縣鳳林鎮 17.90% 

北市文山區 30.20% 基市安樂區 17.90% 

高市左營區 29.30% 東縣卑南鄉 17.80% 

北市中正區 28.30% 北縣汐止市 17.60% 

北縣永和市 28.10% 南縣官田鄉 17.60% 

北市松山區 28.10% 桃縣龜山鄉 17.50% 

東縣金峰鄉 27.30% 花縣壽豐鄉 17.40% 

北市信義區 26.50% 南市東區 17.40% 

桃縣龍潭鄉 26.40% 基市中山區 17.20% 

花縣新城鄉 26.20% 中縣太平市 17.00% 

基市信義區 26.20% 高縣鳳山市 17.00% 

北市內湖區 25.50% 基市仁愛區 17.00% 

花縣秀林鄉 24.50% 高市苓雅區 17.00% 

東縣池上鄉 23.80% 中市北區 16.80% 

桃縣平鎮市 23.30% 東縣大武鄉 16.70% 

彭縣七美鄉 23.10% 屏縣屏東市 16.40% 

基市中正區 22.80% 中市中區 16.00% 

北縣中和市 22.70% 北縣深坑鄉 15.90% 

桃縣八德市 22.50% 高縣岡山鎮 15.90% 

桃縣中壢市 22.20% 花縣吉安鄉 15.50% 

北市南港區 21.20% 彭縣湖西鄉 15.50% 

花縣花蓮市 21.10% 高市新興區 15.50% 

基市暖暖區 21.00% 高縣燕巢鄉 15.30% 

高市楠梓區 20.30% 南市安平區 15.30% 

北市萬華區 20.20% 北縣淡水鎮 15.00% 

高市鼓山區 20.20% 北縣土城市 14.80% 

桃縣大溪鎮 20.00% 中市西屯區 14.80% 

北市中山區 19.50% 高市前金區 14.70% 

中縣和平鄉 19.20% 竹縣湖口鄉 14.60% 

竹市東區 18.90% 投縣仁愛鄉 14.50% 

高縣大寮鄉 18.80% 東縣延平鄉 14.30% 

桃縣楊梅鎮 18.60% 中市北屯區 14.20% 

北市士林區 18.30% 嘉市東區 14.20% 

北市北投區 18.20% 北縣五股鄉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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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東縣台東市 14.10% 中市西區 11.30% 

東縣關山鎮 14.10% 竹市北區 11.20% 

嘉縣水上鄉 13.80% 竹縣新豐鄉 11.10% 

中市南屯區 13.70% 高縣橋頭鄉 11.10% 

苗縣銅鑼鄉 13.60% 東縣綠島鄉 11.10% 

苗縣南庄鄉 13.60% 花縣豐濱鄉 11.10% 

花縣玉里鎮 13.60% 高市小港區 11.00% 

南市北區 13.50% 高縣仁武鄉 10.90% 

中縣大雅市 13.40% 竹市香山區 10.90% 

桃縣桃園市 13.30% 高縣大樹鄉 10.80% 

高縣六龜鄉 13.30% 北縣新莊市 10.50% 

屏縣長治鄉 13.30% 北縣八里鄉 10.50% 

彭縣馬公市 13.30% 北縣瑞芳鎮 10.40% 

中縣后里鄉 13.20% 中縣大里市 10.40% 

投縣集集鎮 13.20% 屏縣恆春鎮 10.30% 

北縣泰山鄉 13.00% 高市三民區 10.30% 

宜縣宜蘭市 12.90% 中縣新社鄉 10.20% 

南縣永康市 12.90% 北縣烏來鄉 10.00% 

高市前鎮區 12.70% 屏縣瑪家鄉 10.00% 

北縣三峽鎮 12.50% 彭縣望安鄉 10.00% 

宜縣南澳鄉 12.50% 南市南區 10.00% 

竹縣尖石鄉 12.50% 北縣鶯歌鎮 9.70% 

投縣南投市 12.40% 中縣清水鎮 9.70% 

北縣萬里鄉 12.30% 宜縣三星鄉 9.60% 

北市大同區 12.30% 東縣成功鎮 9.60% 

北縣林口鄉 12.10% 高市鹽埕區 9.60% 

中縣潭子市 12.10% 南縣南化鄉 9.50% 

苗縣苗栗市 12.00% 高市旗津區 9.50% 

北縣石門鄉 11.80% 北縣樹林市 9.40% 

基市七堵區 11.80% 桃縣大園鄉 9.40% 

北縣板橋市 11.60% 竹縣新埔鎮 9.40% 

高縣鳥松鄉 11.50% 竹縣芎林鄉 9.40% 

中市東區 11.50% 屏縣內埔鄉 9.40% 

南縣仁德鄉 11.40% 中市南區 9.40% 

桃縣蘆竹鄉 11.30% 嘉縣大林鎮 9.30% 

南縣歸仁鄉 11.30% 花縣富里鄉 9.30% 

東縣東河鄉 11.30% 竹縣寶山鄉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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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竹縣竹東鎮 9.10% 北縣貢寮鄉 7.00% 

屏縣枋寮鄉 9.10% 中縣神岡鄉 7.00% 

南市中西區 9.10% 嘉縣民雄鄉 7.00% 

中縣霧峰鄉 9.00% 嘉縣六腳鄉 7.00% 

苗縣大湖鄉 8.90% 屏縣車城鄉 6.90% 

苗縣通宵鎮 8.80% 宜縣礁溪鄉 6.70% 

北縣蘆洲市 8.70% 苗縣頭屋鄉 6.70% 

中縣烏日鄉 8.70% 屏縣林邊鄉 6.70% 

花縣光復鄉 8.70% 東縣海端鄉 6.70% 

北縣三芝鄉 8.60% 桃縣觀音鄉 6.60% 

南縣白河鎮 8.60% 彰縣秀水鄉 6.60% 

嘉市西區 8.60% 南縣玉井鄉 6.60% 

北縣三重市 8.50% 高縣杉林鄉 6.60% 

中縣東勢鎮 8.40% 屏縣南州鄉 6.60% 

南縣善化鎮 8.40% 雲縣古坑鄉 6.50% 

宜縣五結鄉 8.30% 屏縣新埤鄉 6.50% 

中縣沙鹿鎮 8.30% 高縣三民鄉 6.40% 

中縣龍井鄉 8.20% 雲縣斗六市 6.30% 

竹縣竹北市 8.10% 嘉縣新港鄉 6.30% 

南縣大內鄉 8.10% 高縣桃源鄉 6.30% 

高縣林園鄉 8.10% 北縣金山鄉 6.20% 

南縣新化鎮 8.00% 中縣豐原市 6.20% 

嘉縣中埔鄉 7.90% 雲縣東勢鄉 6.20% 

北縣石碇鄉 7.70% 桃縣新屋鄉 6.10% 

宜縣蘇澳鎮 7.70% 苗縣竹南鎮 6.10% 

南縣新營市 7.70% 彰縣芬園鄉 6.10% 

高縣大社鄉 7.70% 中縣外埔鄉 6.00% 

宜縣羅東鎮 7.60% 花縣瑞穗鄉 6.00% 

竹縣北埔鄉 7.60% 竹縣橫山鄉 5.90% 

宜縣頭城鎮 7.50% 苗縣公館鄉 5.90% 

投縣埔里鎮 7.50% 屏縣潮州鎮 5.90% 

苗縣苑裡鎮 7.40% 中縣大甲鎮 5.80% 

彰縣彰化市 7.40% 嘉縣太保市 5.70% 

高縣阿蓮鄉 7.30% 宜縣壯圍鄉 5.60% 

宜縣冬山鄉 7.20% 中縣大安鄉 5.60% 

中縣大肚鄉 7.20% 彰縣北斗鎮 5.60% 

南市安南區 7.10% 投縣草屯鎮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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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屏縣鹽埔鄉 5.60% 花縣卓溪鄉 4.30% 

嘉縣大埔鄉 5.40% 彰縣員林鎮 4.20% 

南縣學甲鎮 5.40% 彰縣埔鹽鄉 4.20% 

南縣新市鄉 5.40% 雲縣台西鄉 4.20% 

彭縣西嶼鄉 5.40% 高縣美濃鎮 4.20% 

苗縣三義鄉 5.30% 花縣萬榮鄉 4.20% 

中縣石岡鄉 5.30% 彰縣鹿港鎮 4.10% 

彰縣花壇鄉 5.30% 南縣楠西鄉 4.10% 

雲縣元長鄉 5.30% 南縣佳里鎮 4.00% 

高縣梓官鄉 5.30% 屏縣九如鄉 4.00% 

彰縣大城鄉 5.20% 投縣中寮鄉 3.90% 

投縣魚池鄉 5.20% 雲縣斗南鎮 3.90% 

投縣國姓鄉 5.00% 嘉縣竹崎鄉 3.90% 

彰縣田尾鄉 4.90% 嘉縣阿里山鄉 3.90% 

投縣名間鄉 4.90% 屏縣竹田鄉 3.90% 

雲縣虎尾鎮 4.90% 北縣坪林鄉 3.80% 

嘉縣番路鄉 4.90% 雲縣水林鄉 3.80% 

屏縣里港鄉 4.90% 嘉縣布袋鎮 3.80% 

北縣雙溪鄉 4.80% 南縣西港鄉 3.80% 

彰縣田中鎮 4.80% 苗縣後龍鎮 3.70% 

嘉縣溪口鄉 4.80% 苗縣獅潭鄉 3.70% 

南縣柳營鄉 4.80% 彰縣大村鄉 3.70% 

高縣內門鄉 4.80% 投縣水里鄉 3.70% 

屏縣麟洛鄉 4.80% 雲縣林內鄉 3.70% 

屏縣泰武鄉 4.80% 雲縣麥寮鄉 3.70% 

苗縣頭份鎮 4.70% 南縣下營鄉 3.60% 

雲縣北港鎮 4.60% 高縣彌陀鄉 3.60% 

中縣梧棲鎮 4.50% 高縣甲仙鄉 3.60% 

彰縣線西鄉 4.50% 東縣長濱鄉 3.60% 

雲縣西螺鎮 4.50% 彰縣社頭鄉 3.50% 

雲縣大埤鄉 4.50% 彭縣白沙鄉 3.50% 

彰縣埔心鄉 4.40% 高縣湖內鄉 3.40% 

雲縣土庫鎮 4.40% 屏縣萬丹鄉 3.40% 

屏縣東港鎮 4.40% 彰縣福興鄉 3.30% 

屏縣萬巒鄉 4.40% 彰縣溪湖鎮 3.30% 

投縣竹山鎮 4.30% 彰縣二林鎮 3.30% 

南縣安定鄉 4.30% 嘉縣梅山鄉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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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鄉鎮市區 外省籍比例 

高縣路竹鄉 3.30% 嘉縣東石鄉 1.70% 

屏縣三地門 3.30% 屏縣佳冬鄉 1.60% 

苗縣卓蘭鎮 3.20% 彰縣伸港鄉 1.40% 

投縣信義鄉 3.20% 高縣永安鄉 1.40% 

雲縣四湖鄉 3.20% 嘉縣朴子市 1.30% 

南縣麻豆鎮 3.20% 南縣後壁鄉 1.30% 

彰縣二水鄉 3.10% 彰縣永靖鄉 1.20% 

雲縣二崙鄉 3.10% 投縣鹿谷鄉 1.20% 

東縣鹿野鄉 3.10% 彰縣埤頭鄉 1.10% 

南縣六甲鄉 2.90% 彰縣溪州鄉 1.10% 

苗縣泰安鄉 2.80% 雲縣崙背鄉 1.10% 

竹縣關西鎮 2.70% 嘉縣鹿草鄉 0.90% 

苗縣西湖鄉 2.70% 嘉縣義竹鄉 0.70% 

苗縣三灣鄉 2.70% 北縣平溪鄉 0.00% 

彰縣芳苑鄉 2.70% 宜縣大同鄉 0.00% 

彰縣竹塘鄉 2.70% 竹縣峨眉鄉 0.00% 

高縣旗山鎮 2.70% 竹縣五峰鄉 0.00% 

屏縣高樹鄉 2.70% 南縣北門鄉 0.00% 

南縣七股鄉 2.60% 南縣左鎮鄉 0.00% 

南縣鹽水鎮 2.50% 南縣龍崎鄉 0.00% 

彰縣和美鎮 2.40% 高縣田寮鄉 0.00% 

東縣太麻里鄉 2.40% 高縣茂林鄉 0.00% 

南縣山上鄉 2.30% 屏縣崁頂鄉 0.00% 

屏縣新園鄉 2.30% 屏縣滿州鄉 0.00% 

屏縣琉球鄉 2.30% 屏縣枋山鄉 0.00% 

桃縣復興鄉 2.20% 屏縣霧台鄉 0.00% 

雲縣褒忠鄉 2.20% 屏縣來義鄉 0.00% 

雲縣口湖鄉 2.20% 屏縣春日鄉 0.00% 

南縣關廟鄉 2.20% 屏縣獅子鄉 0.00% 

南縣將軍鄉 2.00% 屏縣牡丹鄉 0.00% 

雲縣莿桐鄉 1.90% 東縣達仁鄉 0.00% 

苗縣造橋鄉 1.80% 東縣蘭嶼鄉 0.00% 

南縣東山鄉 1.80%   

高縣茄萣鄉 1.8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4 年下半年至 2004 年上半年執行訪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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