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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民意趨勢調查與 2020年總

統選舉後的《新臺灣選民》科技部調查資料，解析兩岸關係未來的可能走向。

在 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蔡總統獲得民選總統以來史上最高的 817萬

多票，臺灣的選民對於主要政黨的支持，是否出現重要改變？本研究發現：

雖然在 2000 到 2019 年間，民眾對於主要政黨支持度的變化與政黨在選舉

的表現密切相關。國民黨認同者的比例在 2008 年超過三成五為最高，但

在 2016 年則僅有兩成一左右。民進黨認同者相對在 2016 年最高，接近三

成，在 2008 年僅約兩成一上下。如果以泛綠或是泛藍兩個陣營觀察，在

2000年到 2019年期間，出生在 1961到 1972年的「五年級」到「六年一班」

選民，相較於全體選民，是較為支持泛藍陣營。而除了 2008與 2012年外，

四次民進黨勝選的年度，30歲以下的選民較全體選民更支持泛綠政黨。

隨著民進黨的勝選，以及兩岸關係的持續緊繃，哪些選民會有所謂「中

華民國」消失的「亡國感」憂慮？本研究發現：有超過五成的民眾憂慮中

華民國會被中國大陸統一而消失；另有三成一的民眾憂慮中華民國因為臺

灣獨立而消失。本研究也發現：青年、學生以及綠營的支持者，較其他選



28

第18卷　第9期　中華民國109年9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民更為擔心被中國大陸統一。而女性、家管以及泛藍支持者，較擔心中華

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

蔡總統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就職之後，兩岸之間關係如何變化，如何

降低可能的風險而增進和平穩定的發展，不但與中國大陸及美國兩強之間

的互動相關，更考驗兩岸領導人的智慧。

關鍵詞：�兩岸關係、臺灣、民意、選舉政治、「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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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20年是全球詭譎多變的一年。

對臺灣民眾來說，年初選出新總統後，卻面對可能爆發大流行的「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讓政府與

全民繃緊神經，小心因應。儘管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武漢的封城震

驚世界，各國面對此一傷害力不小但醫界卻知之甚少的病毒，若干國家因

為先前的輕忽（例如美國），導致重大的疫情。也在疫情逐漸升溫之際，

兩岸間的人民往來急速冷凍；美「中」之間的關係，近來也因為此一疫情

的歸因與咎責，出現重要的轉變。本研究將使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長期的民調資料，以及作者在 2020 年總統選舉前後的民意調查資料，

以長期的趨勢加上近期的調查資料，分析臺灣民眾對於主要政黨支持情況

的變化，解讀臺灣民眾在 2020 年總統選舉之後，對於兩岸關係相關議題

的看法以及未來的可能走向。

2020 年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在 1 月 11 日舉行。本屆總統選舉中，全

臺灣有 1,931 萬 1,105 名合格選民，本次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為 74.9%。在

三組總統候選人中，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賴清德以 57.13% 的得票率，

史上最高的 817 萬 231 票，當選為第 15 任正副總統。國民黨的韓國瑜、

張善政則以 38.61% 的得票率，552 萬 2,119 的得票數落選，雖遠較 2016

年時朱立倫、王如玄的搭配多出一百七十萬票，但選舉結果遠不如預期。

親民黨的宋楚瑜與余湘則獲得 60萬 6,590票（得票率 4.26%）。

同一天舉行的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在全國不分區部分的投票率為

74.86%。民進黨以合計 61 席的過半席次（席次占比 53.98%），再次單獨

掌握國會過半數席次，延續該黨「完全執政」。國民黨則共計獲得 38 席

（席次占比 33.63%），在國會中的席次雖較上屆略增 3 席，但是普遍認為

該黨無法維持 2018 年地方縣市長基層選舉的氣勢，而視為敗選，加上該

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以及不分區名單的爭議，選後該黨主席吳敦義也因此辭

職。初次競逐國會席次的臺北市長柯文哲所領軍的臺灣民眾黨，則以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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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得票 11.22%，獲得分配 5 席（席次占比 4.42%）的成績，取代時代力量

而躍升為第三大黨；時代力量則在不分區政黨票中取得 7.75% 的得票率，

分配到 3席立委（席次占比 2.65%）；台灣基進在臺中市第二選區的陳柏惟

擊敗現任立委顏恆寬取得該黨唯一席次。至於親民黨在本屆的不分區得票

率僅獲 3.66%並未達 5%門檻，未能取得任何席次。

回顧自 2016 年以來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因為諸多議題，讓蔡總統的

滿意度開高走低後持續低迷，以致在 2018 年年底的地方選舉遭受空前挫

敗，也喪失 2014 年所獲得的大量縣市長席次。不過，在 2019 年 1 月 2

日，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告臺灣同胞書》四十周年

紀念會，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給了在 2018 年地方選舉選後民意低

迷的蔡總統非常好的翻轉契機。根據陸委會在 2019 年 3 月中旬委託國立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有將近五成的臺灣民眾非常

不贊成「一國兩制」，而表示不贊成的也有三成一，兩者合計接近八成的

民眾傾向不贊成「一國兩制」。至於表示贊成或是非常贊成者，合計僅一

成左右。也因為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強烈反感，蔡總統自 2019 年初， 

即以反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為主軸，強力回擊大陸。也在行政院前院

長賴清德挑戰黨內提名的初選中，以一定的幅度超過賴清德，順利獲得提

名。伴隨著香港民眾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俗稱「反送中運

動」）所爆發並升高的警民衝突，持續讓蔡總統民氣走揚，並在 2020 年選

舉中順利贏得連任。

綜觀本屆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果，有幾個關鍵點對臺灣的民主發展與兩

岸關係有深遠的影響，值得持續觀察。首先，蔡總統任內推行諸多政策，

引來各方不同意見，但是，蔡總統卻成為首位在總統選舉中獲得超過 817

萬的史上最高票數而贏得連任的女性總統，她所屬的民進黨也繼續以單獨

過半的席次掌握立法院，讓民進黨能同時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而繼續「完

全執政」。可以想見的是，她所主導的兩岸關係，早已經從「未完成的答

卷」，翻到下一個歷史新頁。而從過去四年多她執政的風格觀察，完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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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民進黨其行政系統的意志多能透過立法機構貫徹。蔡總統在就職演說

中表示將在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提供一個平臺，讓攸關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權利的各項憲政體制改革議題，能夠被充分對話、形成共識。」

此外，也提到「後備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我們要提高後備部隊的人員

素質和武器裝備；後備戰力提高，才能有效地跟常備軍隊協同作戰。此

外，平常就要建立跨部會的常設後備動員體制，協調人力物力，平戰轉換

時，動員才會順利。」
1
 因此，除對兩岸既有政策外，對於政府體制、國家

未來、國軍戰力或兩岸定位是否將藉由修憲提出重大方向改變？而提及後

備戰力的實質改革，以及外交部長吳釗燮在 5 月 12 日接受美國「福斯新

聞」（Fox News）Martha MacCallum 視訊訪問時表示，「中國一直試圖以

其所謂『和平方式』統一臺灣，必要時並打算使用武力」，
2
 這些都是意識

到兩岸關係的緊張程度而意有所指嗎？頗值得持續觀察。

其次，自 2019 年年底民進黨在立法院通過《反滲透法》，伴隨 2019

年初以來「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反送中運動」的激盪，以及蔡總統連

任後，大陸持續爭奪我邦交國以及壓縮國際參與空間，兩岸之間的互動勢

必牽動蔡總統連任後兩岸關係後續變化的方向。特別是與兩岸經濟互動

攸關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會不會因此檢討甚至中止？

另依據《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20 年 5 月的統計，我國在 2010 年與大

陸（28.1%）及香港（13.8%）的貿易總額，共占我出口的 41.9%。到

了 2019 年，對於大陸（27.9%）與香港（12.3%）的貿易總額仍然維持

40.2%。可見 ECFA 存續與否對臺灣可能具有重要影響！後續發展，自然

值得觀察。

第三，在兩岸政治與經濟之外，選後不久從大陸武漢市所爆發的「新

冠肺炎」疫情，讓全球以及兩岸的人際交流緊縮。染疫人數以及死亡人數

1 中央通訊社，「520 就職／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全文」，（2020 年 5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5205005.aspx。

2 林序家，「吳釗燮：台灣有權參與 WHA 但恐成中國代罪羔羊」，（2020 年 5 月 12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Yahoo! 新聞》，https://tw.news.yahoo.com/ 吳釗燮 - 台灣有權參與 wha- 但
恐成中國代罪羔羊 -154145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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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國家或是地區快速攀升，使得各國紛紛祭出停飛或是停航的措施，

也開始管制從不同國家入境的人員以及醫療用品的輸出，讓全球人員與財

貨的互動交流快速急凍。儘管臺灣的防疫表現到五月底仍是全球的模範

生，但因為入境旅客銳減、國內觀光持續低迷，皆對臺灣的經濟造成不小

衝擊。再次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如何在維持臺灣的經濟活力以及控制疫情之

間權衡，無疑是一大考驗。而兩岸之間的人員與商品應該如何管制或是流

通，也應該超前思考，積極布局。

第四，國民黨雖在 2018 年地方選舉中獲勝，可惜在 2020 年的總統

及立委選舉的表現遠不如預期，在年輕一代的江啟臣當選黨主席之後，國

民黨能否凝聚力量重振旗鼓？抑或隨波逐流逐漸式微？頗值得觀察。柯文

哲領軍的臺灣民眾黨雖然在立法院僅拿下 5 席，但卻手持推薦下次總統候

選人的門票。未來，綠、白、藍三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合縱連橫，對我國政

黨體系的發展至為關鍵。也因為不同政黨在兩岸關係上，所抱持的立場迥

異，因此，深入分析不同政黨的選民基礎，頗具意義。

本研究將針對不同世代民眾對於當前主要政黨的支持情況，做一個有

系統性且深入的評估。當然，本研究最關注兩岸關係，當大陸軍機持續

繞臺以及兩岸關係持續低迷，會不會因為擦槍走火突發事件引爆進一步衝

突？ 5 月 22 日開議的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3 次會議，議程包

括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即《港版國安法》是否將限縮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賦予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框架？前述提及蔡總統

就職演說中的提高後備部隊的人員素質與武器裝備，是否意味著兩岸戰爭

的風險提高？是否如吳釗燮部長所提及：大陸希望以武力統一臺灣？還是

修憲過程因為臺灣獨立的議題所引來的衝突？這些相關的議題都可能引起

的國內外反應。

本研究將著重解析兩大主題。執政的民進黨以及在野的國民黨，在兩

岸立場分殊，因此，對於兩個主要政黨或是所屬陣營選民基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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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關鍵。本研究將運用長期的調查研究資料，解析過去 20 年來，在總

統選舉年度，臺灣民眾對於國內主要政黨的支持情況，並進一步分析，不

同世代民眾其對政黨支持程度的變化情況。其次，在對大陸提出的「探索

兩制臺灣方案」後，所謂的「亡國感」，或是中華民國是否即將消失的憂

慮，並不隨著選舉結束而煙消雲散。反而在大陸對我更趨強硬，以及立法

院即將推動修憲等情況，讓中華民國會不會因為被大陸統一或是因為臺灣

宣布獨立而消失的議題，再次受到關注。因此，本研究也將運用今年執行

的民意調查，配合當今的重要兩岸關係發展，解析具有不同「亡國感」憂

慮的民眾，具有哪些背景。

貳、左右臺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關鍵：藍綠的有色眼鏡

 美國學者 Abramson 指出：「政黨認同是測量個人對政治參考團體歸

屬感的一個態度變數」，
3
 它是有關政治態度以及投票行為的研究中最重要

的變數。根據《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作者們的看法，政

黨認同「是一個心理上的認同，它的持續不需法律的認定或是成為正式黨

員，甚至不需要持續的政黨支持的記錄」。
4
 

在選舉政治中，政黨認同因為有幾個重要特性，讓它具有卓越的位

置。以美國的研究來說明政黨認同的重要性。首先，大多數民眾都擁有政

黨認同，且政黨認同是相對穩定的。其次，在各種政治態度中，政黨認同

是很早就形成了。此外，選民一旦形成政黨認同，會隨著生命週期而增加

強度。當然，政黨認同本身對選民投票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外，也是影響

其他決定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
5
 因此，擁有政黨認同的民眾就像戴上有

3 Abramson, Paul R.,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83), p. 71.

4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121.

5 Richard G. Niemi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3r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3),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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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眼鏡，不同認同者看到的政治世界是彼此不同的。

臺灣從 1992 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 年讓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或是

再早的國民黨一黨獨大，到黨外勢力或是民進黨異軍突起，臺灣民眾對

政黨偏好的分布有何變化？由於尚無 2020 年的年度資料，因此，將運用

國立政治大學選研中心 2000 年、2004 年、2008 年、2012 年、2016 年與

2019 年的 6 個年度資料，分析臺灣民眾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
6
 從表 1

來看，在 2000 年到 2019 年間，民眾認同民進黨的比例，以 2016 年的接

近三成最高，2008 年的略高於兩成一最低，歷次平均約有四分之一的民眾

是傾向認同民進黨。其次是認同國民黨者，在 2008 年民眾認同國民黨者

超過三成五為歷年最高，2016 年僅有不及兩成一為最低。國民黨認同者歷

年的平均也大約兩成五，與民進黨歷年平均相若。此外，偏綠政黨，包括

建國黨、臺聯、時代力量與臺灣民眾黨，認同者的比例，歷年平均不及三

個百分點，但在 2016 年後大約 5 個百分點上下。至於偏藍政黨，包括新

黨與親民黨，歷年平均較高，超過 5 個百分點， 2004 年之前，曾超過十個

百分點，但是，2012 年以後，聲勢大幅衰退。至於沒有政黨傾向的「無傾

向者」，歷年平均大約四成上下，最高是在 2016年約四成二，2012年的三

成五是歷年最低。儘管自 1996 年以來，我國已經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

不過，民眾未因總統直選，而逐漸認同主要政黨，近年來，反而仍有一定

比例民眾，選擇不支持特定政黨。至於是哪些民眾不支持特定政黨，將在

以下分析。

6 本文使用資料分別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頁公布的「資料庫」中的「政治重要態度
趨勢圖」中的「臺灣民眾政黨偏好趨勢分佈」。本研究著重在 2000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這
段趨勢。「臺灣民眾政黨偏好趨勢分佈」，2020 年 5 月 30 日瀏覽，《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本文對資料的分析與詮釋，皆由作者
負責，與上述機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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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主要政黨偏好傾向歷年分布（2000 年至 2019 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平均

國民黨 21.1% 21.2% 35.5% 32.7% 20.8% 24.1% 25.9%

偏藍

政黨

11.5% 10.7% 3.1% 4.1% 2.7% 0.9% 5.5%

民進黨 26.0% 24.7% 21.2% 25.7% 29.9% 28.6% 26.0%

偏綠

政黨

0.2% 2.4% 1.9% 2.3% 4.3% 6.4% 2.9%

無傾向 41.3% 41.1% 38.3% 35.1% 42.3% 40.0% 39.7%

（樣本數） (11063) (34854) (16281) (18011) (15099) (16276) 　

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 表格內數字為直欄百分比（括號內為該年訪問樣本數）。

如果我們將政黨區分為泛綠陣營、泛藍陣營以及無傾向三分類，從表

2 中可以比較我國兩個主要陣營相對勢力自 21 世紀以來的變化。無傾向的

比例在歷次中多為最高，僅在 2012 年略低於泛藍陣營的比例。泛藍陣營

歷年的平均大約是三成一，最高點是出現在 2008 年的接近三成九，最低

點則在 2016 年的兩成三。泛綠陣營最低點是在 2008 年的兩成三，最高點

則在 2019 年的三成五，歷年平均約兩成九。如果僅以兩大陣營分布的趨

勢來看，目前是泛綠陣營的聲勢大漲，而泛藍陣營則是聲勢較低。不過，

藍綠聲勢變化的同樣情況，在 2008 年與 2012 年泛綠在野時，也曾出現。

因此，民眾對於政黨的偏好，似乎與政黨在競選期間的表現密切相關。

表 2 臺灣民眾政黨偏好三分類歷年分布（2000 至 2019 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平均

泛藍陣營 32.6% 31.8% 38.6% 36.9% 23.5% 25.0% 31.4%

無傾向 41.3% 41.1% 38.3% 35.1% 42.3% 40.0% 39.7%

泛綠陣營 26.2% 27.1% 23.1% 28.0% 34.2% 35.0% 28.9%

（樣本數） (11063) (34854) (16281) (18011) (15099) (16276)

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 表格內數字為直欄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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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對於年輕選民的經營不遺餘力，除降低

公民投票選民的年齡為 18 歲外，也提高最低工資。2020 年總統選舉期

間，要求各大專院校，學期提早結束，以利青年得以返鄉投票。許多民調

資料往往因為樣本數不足，無法具體分析年輕選民，特別是首投族的政黨

支持情況。由於透過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總統選舉年的大量電話

訪問資料，以 4 個年度為一區分，檢視不同出生年度的民眾，對於主要政

黨支持情況的變化。因此，對於（不同總統選舉年度）首投族的政黨傾向

得以掌握。表 3 是資料處理方式，也從表 1 中看出，歷年的資料樣本數都

超過一萬以上的受訪者，因此，將其切割為 15 個年齡層，各年齡都可以

維持超過 500 個樣本數。表 3 是參考本研究 2019 年的研究設計。
7
 基本上

是以四年的總統選舉週期為一個分析群，檢視不同出生群在不同時間點態

度的變化，也可以觀察每隔四年納入新選民，也就是首投族的政黨傾向。

以 1977 年到 80 年出生的選民為例，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是首投族，但

是到 2019 年時已 39-42 歲，利用本分析方法可以觀察在世代交替的情況

下，選民政黨偏好的持續與變遷。

表 3 民眾西元出生年與各選舉年度年齡對照表

出生年 2000年齡 2004年齡 2008年齡 2012年齡 2016年齡 2019年齡

1997-1999 20-22歲

1993-1996 　 　 　 　 20-23歲 23-26歲

1989-1992 　 　 　 20-23歲 24-27歲 27-30歲

1985-1988 　 　 20-23歲 24-27歲 28-31歲 31-34歲

1981-1984 　 20-23歲 24-27歲 28-31歲 32-35歲 35-38歲

1977-1980 20-23歲 24-27歲 28-31歲 32-35歲 36-39歲 39-42歲

1973-1976 24-27歲 28-31歲 32-35歲 36-39歲 40-43歲 43-46歲

1969-1972 28-31歲 32-35歲 36-39歲 40-43歲 44-47歲 47-50歲

7 請參考陳陸輝，「從民意的觀點評估兩岸關係與 2020 總統選舉」，展望與探索（臺北），第 17
卷第 4 期（2019 年 4 月），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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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 2000年齡 2004年齡 2008年齡 2012年齡 2016年齡 2019年齡

1965-1968 32-35歲 36-39歲 40-43歲 44-47歲 48-51歲 51-54歲

1961-1964 36-39歲 40-43歲 44-47歲 48-51歲 52-55歲 55-58歲

1957-1960 40-43歲 44-47歲 48-51歲 52-55歲 56-59歲 59-62歲

1953-1956 44-47歲 48-51歲 52-55歲 56-59歲 60-63歲 63-66歲

1949-1952 48-51歲 52-55歲 56-59歲 60-63歲 64-67歲 67-70歲

1945-1948 52-55歲 56-59歲 60-63歲 64-67歲 68-71歲 71-74歲

1944之前 56歲以上 60歲以上 64歲以上 68歲以上 72歲以上 75歲以上

為了讓分析結果更易理解，運用卡方檢定調整後餘值的概念，
8
 標示出

不同年度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其政黨偏好在「泛藍陣營」、「泛綠陣營」與

「無傾向」的三種分布中，相對較為傾向或是較不傾向特定陣營。先以表

4 為例子，說明如何運用調整後餘值，解析臺灣民眾政黨偏好的持續與變

化。表 4 使用 2019 年的資料，將其區分為 15 個年齡層，說明調整後餘值

的利用方法。在 2019 年時，最下面的一個橫列是總計百分比，民眾偏向

泛綠陣營的比例約三成五，無政黨傾向的約四成，偏好泛藍陣營的約兩成

五。進一步檢視不同年齡層則可發現：相較於全體民眾，1981 至 1999 出

生的民眾，偏好泛藍陣營的比例都在兩成以下，在統計上是顯著偏低（以

斜體字加底線表示），偏好泛綠陣營的比例大約三成八到四成四，在統計

上則是顯著偏高（以粗體表示）。至於 1965 至 1972 出生的民眾，他們偏

好泛藍陣營的比例顯著偏高，大約三分之一上下，相較全體選民，他們偏

好泛綠陣營的比例顯著偏低，僅約兩成八上下。在 2019 年時的首投族，

支持泛綠陣營的比例將近四成五，是全體民眾中對泛綠陣營支持度最高

的一群。在不具政黨偏好的無傾向者中，1985 到 1992 這一群是比例最高

者，大約四成四上下，但 1961 到 1964 以及 1953 到 1956 年的這兩群民眾

是最低的，約三成五上下。值得注意的是，1944 年之前出生的民眾，對於

8 請參考陳陸輝，「民意調查的資料分析」，在陳陸輝主編，民意調查研究（臺北：五南圖書，
2016 年），頁 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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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藍的支持度較全體平均為高，約兩成八，而對泛綠陣營的支持度約三成

二，相較於全體民眾則是顯著較低的。

表 4  2019 年不同年齡層民眾政黨偏好交叉分析表

政黨偏好 （樣本數）

泛藍陣營 無傾向 泛綠陣營

年齡層 1997-1999 17.9% 37.3% 44.7% （731）

1993-1996 18.3% 41.4% 40.3% （1081）

1989-1992 17.3% 44.1% 38.5% （1049）

1985-1988 16.2% 43.1% 40.7% （1031）

1981-1984 19.9% 41.8% 38.2% （1391）

1977-1980 23.1% 42.9% 34.1% （1253）

1973-1976 26.5% 42.0% 31.5% （1203）

1969-1972 33.0% 39.1% 27.9% （1307）

1965-1968 34.4% 37.4% 28.2% （1149）

1961-1964 31.4% 34.8% 33.8% （1264）

1957-1960 27.6% 38.0% 34.4% （1070）

1953-1956 26.9% 34.8% 38.3% （1045）

1949-1952 26.5% 36.0% 37.6% （1001）

1945-1948 27.2% 39.8% 33.0% （533）

1944之前 28.6% 39.6% 31.7% （873）

總計 25.2% 39.6% 35.3% （15981）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表格內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粗體字表示調整後餘值大於 1.96，斜體

字加上底線為調整後餘值小於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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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從運用表 4 資料，則無法知悉年輕的選民比較支持民進黨，還

是因為不同世代，成長時的生活經驗不同，而有不同的政黨傾向。因此，

利用跨時的資料，運用表 3 的處理方式，較能夠掌握不同世代民眾政黨偏

好，是因為世代的效果（generational effect），也就是同一個年齡層的民

眾因為集體的記憶，而對特定政黨支持相對持續；還是因為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因素，也就是隨著生命的歷程，年輕想改變世界，但愈年長愈保

守；還是因為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因為同一個時段，民眾受到相同

重大事件影響其政黨偏好。若是將表 3 同時納入民眾對兩個陣營的三分類

政黨偏好，將會變得過於複雜。因此按照分析交叉列表 4 的分析方法，先

針對每次總統選舉年時，民眾對「泛綠陣營」、「泛藍陣營」以及「無傾

向」的政黨偏好予以分析，再分別按照「泛藍陣營」、「泛綠陣營」、「無傾

向」三種分類，以表 3 的方式呈現，但是歷年的標準化餘值分析結果，則

一併呈現在表中。

透過表 5 解析不同年齡層民眾對「泛藍陣營」政黨偏好的分布。表中

首先看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首投族未必傾向「泛綠陣營」。在 2012 年

時，對泛藍陣營的支持度接近四成二，相對於全體選民平均的三成七是顯

著偏高。不過，從表 5 中可以發現，從 2000 年到 2019 年間，相對於全

體選民，1961 年到 1972 年出生的民眾，也就是臺灣的「五年級」到「六

年一班」的民眾，對泛藍陣營的支持度相對來說較高。以 1965 年到 1968

年出生的為例，可以看到在 2000 年時對泛藍陣營的支持度是三成七，為

所有年齡層最高。到 2004 年仍然維持三成七，仍是所有年齡層最高的。

到 2008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那一年，此一比例提高到四成三，與 1969

至 1972 與 1961 至 1964 這兩群相近，到 2012 年略為下降至四成二，到

2016 年則大跌至三成，但是 2019 年則上升到三成四。儘管在 2012 年與

2019 年都是選民中最支持泛藍陣營的，不過，隨著泛藍陣營在選舉中的表

現，會隨之上下波動。因此，大約在三成七的歷年平均上下約七個百分點

波動，而這個波動，就是藍綠勝負與否的擺盪，也就是所謂的時期效果。

換言之，當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則最多下跌七個百分點，而當國民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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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則至多可以上升七個百分點。此外，看到這一群民眾，並沒有因為愈

年長變得更為保守，因此，所謂生命週期的效果並不明確。當然，這一群

選民或是所謂的「五年級」到「六年一班」選民，相對於其他年齡層，歷

年來是較為支持泛藍陣營，所以，所謂的世代效果是存在的。另一個值得

注意的是，1944年之前出生的選民，在 2000年到 2008年之間，相對於全

體選民，是比較不支持泛藍陣營，在 2012 年與 2016 年與全體平均接近，

不過，到 2019 年則較全體選民顯著為高。此外，在 2016 年與 2019 年兩

個年度，發現 1981 年以後出生的選民，相較於全體選民，對泛藍的支持

情況，顯著偏低。

表 5 不同年齡層民眾認同泛藍陣營的歷年分布（2000 年至 2019 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歷年平均

1997-1999 　 　 　 　 　 17.9% 17.9%

1993-1996 　 　 　 　 19.0% 18.3% 18.7%

1989-1992 　 　 　 41.6% 19.4% 17.3% 26.1%

1985-1988 　 　 36.9% 32.5% 18.8% 16.2% 26.1%

1981-1984 　 30.5% 37.2% 32.8% 18.9% 19.9% 27.9%

1977-1980 32.1% 30.0% 37.3% 33.1% 19.2% 23.1% 29.1%

1973-1976 31.2% 33.2% 38.6% 35.2% 24.6% 26.5% 31.6%

1969-1972 35.5% 36.1% 43.6% 41.8% 29.7% 33.0% 36.6%

1965-1968 37.3% 37.2% 43.3% 42.2% 30.1% 34.4% 37.4%

1961-1964 36.5% 35.0% 43.4% 37.8% 28.3% 31.4% 35.4%

1957-1960 34.4% 33.5% 40.2% 38.3% 29.0% 27.6% 33.8%

1953-1956 31.9% 31.9% 38.8% 39.9% 24.4% 26.9% 32.3%

1949-1952 31.7% 29.9% 36.4% 35.0% 22.0% 26.5% 30.3%

1945-1948 35.6% 28.3% 36.7% 35.0% 25.0% 27.2% 31.3%

1944之前 28.7% 28.1% 33.5% 38.3% 22.5% 28.6% 30.0%

當年平均 32.9% 32.1% 38.8% 37.3% 23.7% 25.2% 31.7%

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 歷年資料依據表 4 的分析方式處理，本表只保留政黨偏好為「泛藍陣營」在當年度的

百分比。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41

從長期民調趨勢看兩岸關係 專　　題

至於政黨偏好為「無傾向」者，從表 6 發現：1944 年以前出生者，

相對於全體選民，沒有傾向的比例是顯著偏高。從 2000 年開始，無政黨

傾向的比例約五成三，但是到 2012 年下降到三成八，約減少一成五的比

例。儘管在 2016 年上升回到四成七，約是 2004 年的水準，但是到 2019

年又下降到四成以下。雖然這一群民眾是年紀最大的一群，相對於其他族

群，隨著時代推進，他們離世的比例也較其他年齡層為高。不過，見證隨

著政黨競爭的制度化，民眾（不）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也因此變化。在表

6 中，又發現在 1961 到 1972 這一群選民，相對於其他年齡層，不具備政

黨認同的比例，在歷年相對是較低的。這些「五年級」到「六年一班」的

民眾，在 1992 年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時，開始擁有投票權，因此，是在歷

經國會全面改選以及民主競爭的重要世代，因此，相對來說，不只是以投

票表達對政黨的支持，更因為「獲得」參與民主競爭的選舉經驗，而對主

要政治陣營，擁有心理上的認同。此外，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1981 至 1984

這一群在民眾 2004 年為首投族的民眾。在 2004 年，相較於全體選民，

政黨偏好「無傾向」的比例是較低的，不過，從 2008 年開始，「無傾向」

的比例卻變得比全體民眾為高，是不是因為 2005 年的「紅衫軍」運動而

對政黨變得較為疏離？頗值得觀察。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 2012 年的首投

族，在 2012 年的政黨偏好「無傾向」的比例顯著較低，但是卻在 2016 年

後變成較無政黨傾向。是否受到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的影響，也值得

注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兩個族群都是在連任總統當選的年度成為首投

族，但是，兩位總統在連任之後，或因弊案纏身，或是油電雙漲失民心，

都讓民眾失望。對於首投族來說，也許在初次選舉時支持該政黨，卻因為

該黨總統連任之後的表現不佳，而讓他們對於政黨政治較為失望，因此，

轉而到「無傾向」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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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年齡層民眾無政黨傾向的歷年的分布（2000 年至 2019 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歷年平均

1997-1999 　 　 　 　 　 37.2% 37.2%

1993-1996 　 　 　 　 45.0% 41.4% 43.2%

1989-1992 　 　 　 31.0% 46.3% 44.1% 40.5%

1985-1988 　 　 41.2% 36.2% 42.7% 43.1% 40.8%

1981-1984 　 38.3% 39.2% 37.1% 46.4% 41.8% 40.5%

1977-1980 31.2% 39.1% 40.4% 33.5% 43.1% 42.9% 38.3%

1973-1976 33.9% 38.2% 38.7% 36.2% 37.8% 42.0% 37.8%

1969-1972 34.9% 38.0% 35.7% 31.9% 41.6% 39.1% 36.9%

1965-1968 33.5% 37.6% 36.4% 32.2% 38.3% 37.4% 35.9%

1961-1964 37.3% 39.2% 33.8% 36.2% 38.9% 34.8% 36.7%

1957-1960 39.1% 37.9% 34.8% 34.3% 36.4% 38.0% 36.8%

1953-1956 41.3% 41.3% 37.5% 31.7% 39.0% 34.8% 37.6%

1949-1952 44.4% 40.0% 37.5% 35.0% 40.7% 36.0% 38.9%

1945-1948 41.7% 42.9% 39.0% 32.0% 43.8% 39.8% 39.9%

1944之前 52.9% 47.8% 41.0% 38.2% 46.7% 39.6% 44.4%

當年平均 40.6% 40.5% 38.0% 34.5% 41.8% 39.5% 39.1%

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 歷年資料依據表 4 的分析方式處理，本表只保留政黨偏好為「無傾向」在當年度的百

分比。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至於民眾在政黨傾向支持「泛綠陣營」的歷年分布，從表 7 中可以發

現有趣的趨勢：在 2000 年時，愈年輕的民眾愈傾向支持泛綠陣營。如果

我們認為「泛綠陣營」較希望改變現狀，則愈年輕的民眾，愈支持改革的

政黨，此現象與「生命週期」假定相符。不過，到 2004 年時，兩個最年

輕（1977 至 1984）以及第三年長的族群（1949 至 1952）等三個族群，

相對於其他年齡層，是較為支持泛綠陣營的三個族群。不過，與 2000 年

的現象不相同的是，並沒有看到年齡愈輕，愈支持泛綠陣營的情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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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開始到 2019 年，看到 1949 至 1956 年出生的這群民眾，相對於全

體平均，是較為支持泛綠陣營。就首投族來說，在 2000 年與 2004 年，較

支持泛綠陣營，但在 2008 年與 2012 年，首投族對泛綠政黨的支持度卻

低於全體平均。2016 年起的首投族，是轉為較支持泛綠陣營。值得一提

的是 2004 年的首投族，即 1981 至 1984 年出生的選民，可以發現在 2004

年認同泛綠陣營的比例是較群體平均為高，在 2008 年到 2016 年雖然較

全體平均略高，但是到 2019 年才對泛綠陣營的支持度，顯著較全體民眾

為高。另外 1965 至 1972 這群民眾，發現在 2000 年較全體平均顯著地更

支持泛綠陣營，不過，從 2004 年開始，對泛綠陣營的支持度，轉而較全

體選民顯著為低。因此，臺灣民眾對泛綠陣營的支持，並不見明確的生命

週期效果。

表 7 不同年齡層民眾認同泛綠陣營的歷年分布（2000 年至 2019 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歷年平均

1997-1999 　 　 　 　 　 44.9% 44.9%

1993-1996 　 　 　 　 36.0% 40.3% 38.1%

1989-1992 　 　 　 27.5% 34.3% 38.5% 33.4%

1985-1988 　 　 21.8% 31.2% 38.5% 40.7% 33.1%

1981-1984 　 31.2% 23.6% 30.1% 34.8% 38.2% 31.6%

1977-1980 36.7% 31.0% 22.3% 33.4% 37.7% 34.1% 32.5%

1973-1976 34.9% 28.6% 22.6% 28.6% 37.6% 31.5% 30.6%

1969-1972 29.6% 25.9% 20.7% 26.3% 28.7% 27.9% 26.5%

1965-1968 29.2% 25.2% 20.3% 25.6% 31.6% 28.2% 26.7%

1961-1964 26.2% 25.9% 22.8% 26.0% 32.8% 33.8% 27.9%

1957-1960 26.5% 28.6% 25.0% 27.4% 34.5% 34.4% 29.4%

1953-1956 26.8% 26.8% 23.7% 28.4% 36.6% 38.3% 30.1%

1949-1952 23.9% 30.1% 26.1% 30.0% 37.2% 37.6% 30.8%

1945-1948 22.6% 28.8% 24.3% 33.1% 31.2% 33.0% 28.8%

1944之前 18.4% 24.1% 25.5% 23.5% 30.8% 31.7% 25.7%

當年平均 26.5% 27.4% 23.2% 28.3% 34.5% 35.3% 29.2%

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各年度調查研究資料整理所得。請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2020年 5月 30日瀏覽，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說　　明： 歷年資料依據表 4 的分析方式處理，本表只保留政黨偏好為「泛綠陣營」在當年度的

百分比。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44

第18卷　第9期　中華民國109年9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在民主選舉之後，發現：「五年級」到「六年一班」，一直是泛藍陣營

的重要支持者，年長的族群因為開放民主選舉時已經相對年長，因此，沒

有特定政黨認同的比例較高，但隨著民主選舉的經驗愈來愈多，最年長族

群在心理上也開始支持特定陣營。比較特別的是，2016 年後，年輕選民

不認同特定政黨的比例也較全體民眾為高，是否因厭惡政黨惡鬥所致？值

得未來分析。至於首投族，較受到整體政治氛圍影響，因此，看到民進黨

的四次勝選，首投族在該年度支持泛綠政黨的偏好較全體選民平均為多，

2012 年也出現首投族較支持泛藍政黨的傾向。整體來說，臺灣民眾政黨偏

好較受到時期效果以及世代效果的影響，至於生命週期的效果較不明顯。

藍綠不同的陣營，對於兩岸關係當然有不同的意見，而在 2020 年總統選

舉中，所謂的「亡國感」，也因藍綠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憂慮。

參、消失的中華民國？兩種亡國感

2020 年總統選舉期間，所謂「亡國感」或是其諧音「芒果乾」，變成

熱門的主題。但是，當選民所屬的陣營不同時，「亡國感」或「芒果乾」

卻有不同品牌。對於泛綠陣營來說，從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

後，所擔憂的「亡國感」是中華民國因為被大陸統一而消失。至於泛藍陣

營的民眾，中華民國會不會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也許是他們所擔憂的。

因此，利用民意調查詢問民眾對兩種不同「亡國感」的憂慮程度。
9
 從表 8

中可以發現：對於中華民國因為被大陸統一而消失的議題，民眾中有接近

三成非常憂慮被大陸統一，另外有接接近兩成二表示會擔心，兩者加總大

約有五成一的民眾對於被大陸統一表示憂心。此外，約有一成七表示一點

不擔心，另有接近三成表示不擔心被大陸統一，兩者合計約有四成六的民

眾較不表示憂慮。此外，僅有不到三個百分點沒有表示具體意見。相對來

說，民眾對於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以致消失而感到非常憂心的比例約一

9 該計畫係由陳陸輝主持《新台灣選民》（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該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擬定問卷，交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作者感謝選研中心協助，對資料的
分析與詮釋，皆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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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另有約一成五表示憂心，兩者合計約三成一較憂慮中華民國因為臺

灣獨立而消失。不過，也有超過兩成六表示一點也不擔心，另外有三成九

表示不擔心，兩者合計將近六成五的民眾並不擔心中華民國會因為臺灣獨

立而消失。此外，約有四個百分點的民眾，並沒有表示具體的意見。我們

可以發現：民眾擔心中華民國因為被大陸統一而消失的比例，遠高於因為

臺灣獨立而消失的比例。

表 8 擔不擔心中華民國消失

　 被大陸統一 因為臺灣獨立

一點也不擔心 16.9 26.1

不擔心 29.2 38.7

無具體反應 2.5 4.0

會擔心 21.8 14.9

非常擔心 29.6 16.3

總計 100.0 100.0

（樣本數） (971)

資料來源： 陳陸輝主持，《新臺灣選民》研究案（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

說　　明： 表中數字為直欄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進一步檢視不同背景以及政治傾向的民眾，在兩種「亡國感」上的差

異。首先檢視不同背景民眾，擔心中華民國因為被大陸統一而消失。為了方

便解讀，不納入表 8中未表態的民眾，並將民眾憂心與否的態度合併為「不

擔心」與「擔心」兩類。表 9是不同背景的民眾對於被大陸統一擔心與否的

交叉列表。刪除掉沒有具體表示意見之後，表 9的全體民眾，擔心被大陸統

一的比例約五成三，而不擔心者約四成七。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以下民眾

擔心被大陸統一的比例較全體平均顯著為高：34歲以下民眾（64.6%）、本

省閩南人（55.0%）、職業為公司員工（62.3%）或是學生（76.3%）。而不擔

心中華民國因為被大陸統一而消失的比例較高者，則包括：50多歲的民眾

（52.4%）、大陸各省人（57.1%）與公司管理階層（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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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擔心被大陸統一民眾的背景分析

　 不擔心 擔心 （回答人數）

全體 47.3% 52.7% (947)

性別 　 　 　

男性 49.2% 50.8% (531)

女性 45.0% 55.0% (416)

年齡 　 　 　

20-34歲 35.4% 64.6% (212)

35-49歲 48.3% 51.7% (298)

50歲及以上 52.4% 47.6% (437)

教育程度 　 　 　

國小 56.1% 43.9% (41)

中學 47.9% 52.1% (315)

大專及以上 46.4% 53.6% (590)

籍貫 　 　 　

本省客家 49.6% 50.4% (119)

本省閩南 45.0% 55.0% (680)

大陸各省 57.1% 42.9% (133)

職業 　 　 　

軍公教 51.8% 48.2% (137)

公司管理階層 54.7% 45.3% (316)

公司員工 37.7% 62.3% (175)

勞工 43.0% 57.0% (158)

農林漁牧 56.8% 43.2% (37)

學生 23.7% 76.3% (38)

家管 45.7% 54.3% (81)

居住地區 　 　 　

北部 47.0% 53.0% (428)

中部 47.0% 53.0% (185)

南部 46.5% 53.5% (286)

東部 55.0% 45.0% (40)

資料來源： 陳陸輝主持，《新臺灣選民》研究案（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

說　　明： 表中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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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不同政治傾向的民眾在此一議題上的差異，這一部分相對

清晰。可以從表 10 發現具有以下政治傾向者，擔心被大陸統一的比例較

全體平均顯著為高：滿意蔡總統施政表現者（皆為 68.1%）、偏向泛綠陣營

者（63.4%）、傾向獨立者（68.3%）、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者（63.9%）、以

及總統選舉支持蔡總統者（67.0%）。相對來說，具備以下背景的民眾，較

全體民眾來說其不擔心被大陸統一的比例較高：非常不滿意（64.2%）或

是不滿意（56.5%）總統施政表現者、傾向泛藍陣營（62.0%）、傾向統一

者（65.6%）、具有中國人認同（81.8%）或雙重認同（61.0%）者以及總

統選舉支持韓國瑜者（68.4%）。因此，擔心被大陸統一的「亡國感」，主

要在泛綠陣營中發酵。

表 10 擔心被大陸統一民眾的政治傾向分析

　 不擔心 擔心 （回答人數）

全體 47.3% 52.7% (947)
總統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64.2% 35.8% (240)
不滿意 56.5% 43.5% (230)

無具體意見 50.0% 50.0% (66)
滿意 31.9% 68.1% (317)

非常滿意 31.9% 68.1% (94)
政黨偏好 　 　 　

泛藍陣營 62.0% 38.0% (295)
泛綠陣營 36.6% 63.4% (391)
無傾向 46.7% 53.3% (261)

統獨立場 　 　 　

傾向統一 65.6% 34.4% (93)
維持現狀 51.1% 48.9% (564)
傾向獨立 31.7% 68.3% (268)

臺灣人 /中國人認同 　 　 　

臺灣人 36.1% 63.9% (534)
都是 61.0% 39.0% (362)

中國人 81.8% 18.2% (33)
2020年總統選舉支持對象 　 　 　

韓國瑜 68.4% 31.6% (247)
蔡英文 33.0% 67.0% (503)

資料來源： 陳陸輝主持，《新臺灣選民》研究案（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

說　　明： 表中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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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眾擔心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者，再去除掉未具體表

態者以及合併類別之後，從表 11 中可以發現：約三分之一擔心、另有

三分之二不擔心。具體檢視不同背景民眾，表示擔心的比例較全體民眾

比例為高者包括：女性（37.0%）、50 歲以上者（37.3%）、大陸各省人

（52.3%）、職業為家管者（47.4%）。是不是因為上述背景的民眾，擔心因

為臺灣宣布獨立之後，會引來大陸武力犯臺並不得知，不過，女性與家管

者表示擔心的比例較高，也許反映此一擔憂。至於不擔心的比例較全體平

均為高者，則包括：男性（71.0%）、35 歲以下的民眾（77.6%）、本省閩

南人（70.8%）、學生（92.1%）以及居住在北部地區的民眾（71.3%）。

表 11　擔心因臺灣獨立而中華民國消失民眾的背景分析

　 不擔心 擔心 （回答人數）

全體 67.5% 32.5% (947)

性別 　 　 　

男性 71.0% 29.0% (531)

女性 63.0% 37.0% (416)

年齡 　 　 　

20-34歲 77.6% 22.4% (212)

35-49歲 67.2% 32.8% (298)

50歲及以上 62.7% 37.3% (437)

教育程度 　 　 　

國小 69.2% 30.8% (41)

中學 64.7% 35.3% (315)

大專及以上 68.8% 31.2% (590)

籍貫 　 　 　

本省客家 67.8% 32.2% (119)

本省閩南 70.8% 29.2%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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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擔心 擔心 （回答人數）

大陸各省 47.7% 52.3% (133)

職業 　 　 　

軍公教 64.7% 35.3% (137)

公司管理階層 70.2% 29.8% (316)

公司員工 65.9% 34.1% (175)

勞工 69.0% 31.0% (158)

農林漁牧 60.5% 39.5% (37)

學生 92.1% 7.9% (38)

家管 52.6% 47.4% (81)

居住地區 　 　 　

北部 71.3% 28.7% (428)

中部 64.5% 35.5% (185)

南部 66.1% 33.9% (286)

東部 54.8% 45.2% (40)

資料來源： 陳陸輝主持，《新臺灣選民》研究案（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

說　　明： 表中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至於不同的政治傾向，擔心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的比例較

一般民眾顯著為高者，從表 12 發現，具有以下背景：對蔡總統非常不滿

意者（51.5%）、政黨傾向為泛藍陣營（52.4%）、統獨立場為傾向統一者

（55.3%）以及維持現狀者（37.2%），認同自己為中國人（48.5%）以及雙

重認同者（46.4%）以及總統選舉支持韓國瑜者（52.5%）。至於不擔心中

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者，則是對蔡總統的表現非常滿意（89.2%）或

滿意（74.3%）、政黨偏好為傾向泛綠（78.1%）或是無傾向者（74.0%）、

兩岸關係傾向獨立（84.3%）以及支持蔡總統（77.2%）的選民。因此，擔

心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失者，主要是泛藍陣營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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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擔心因臺灣獨立而中華民國消失民眾的政治傾向分析

　 不擔心 擔心 （回答人數）

全體 67.5% 32.5% (947)

總統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48.5% 51.5% (240)

不滿意 67.5% 32.5% (230)

無具體意見 72.3% 27.7% (66)

滿意 74.3% 25.7% (317)

非常滿意 89.2% 10.8% (94)

政黨偏好 　 　 　

泛藍陣營 47.6% 52.4% (295)

泛綠陣營 78.1% 21.9% (391)

無傾向 74.0% 26.0% (261)

統獨立場 　 　 　

傾向統一 44.7% 55.3% (93)

維持現狀 62.8% 37.2% (564)

傾向獨立 84.3% 15.7% (268)

臺灣人 /中國人認同 　 　 　

臺灣人 77.9% 22.1% (534)

都是 53.6% 46.4% (362)

中國人 51.5% 48.5% (33)

2020年總統選舉支持對象 　 　 　

韓國瑜 47.5% 52.5% (247)

蔡英文 77.2% 22.8% (503)

資料來源： 陳陸輝主持，《新臺灣選民》研究案（科技部 MOST-108-2410-H-004-154-SS2）。

說　　明： 表中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見表 4說明不同字體的意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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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政黨政治與兩岸關係的展望

本研究運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的調查資料，以及科技

部的《新臺灣選民》研究案，解析臺灣民眾長期政黨傾向的變化、不同

世代對藍綠陣營的支持以及在 2020 選舉之後民眾是否憂心中華民國消失

的「亡國感」。本研究發現：在 2000 年到 2019 年間，民眾對於主要政黨

支持度的變化與其在選舉的表現密切相關。在 2008 年國民黨認同者的比

例超過三成五為最高，但在 2016 年則僅有兩成一左右。民進黨在相對在

2016 年最高，接近三成，在 2008 年僅約兩成一上下。如果以泛綠或是泛

藍兩個陣營觀察，在 2000 年到 2019 年期間，出生在 1961 年到 1972 年的

「五年級」到「六年一班」的民眾是較為支持泛藍陣營。而除了 2008 年

與 2012 年外，四次民進黨勝選的年度，30 歲以下的選民較全體選民更支

持泛綠政黨。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6 年起，出現年輕選民不往兩大陣營

靠攏，而以不具政黨傾向的比例為高。是否因為厭惡政黨惡鬥而不支持政

黨，值得後續研究。

隨著民進黨的勝選，以及兩岸關係的持續低迷，選民會不會擔心「中

華民國」消失而有「亡國感」？研究發現：有超過五的民眾憂慮中華民國

會被大陸統一而消失；另有三成一的民眾憂慮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立而消

失。研究也發現：年輕、學生、以及綠營的支持者，較其他選民更為擔心

被大陸統一。而女性、家管以及泛藍支持者，較擔心中華民國因為臺灣獨

立而消失。

儘管蔡總統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就職演說中再度宣示：「和平、對

等、民主、對話」，並表示「我們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

化臺灣，破壞臺海的現狀，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我們也會持續遵循

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在變局之

中，我會堅守原則，並秉持解決問題的開放態度，負起責任，也期盼對岸

領導人，能承擔起相對的責任，共同穩定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不過，

隨著大陸全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以及共軍軍機持續繞臺，伴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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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各項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加上美國總統川普以及預計將被民主黨提名

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將可能以「反中」做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主軸之一，

兩岸關係仍存有一定變數。

短期而言，兩岸關係的現況應該繼續持續到年底美國總統選舉確定

後，才更明朗。如果川普繼續連任，臺美「中」三邊的關係，出現重大改

變的機會並不太，因此，目前的現況也許將繼續維持。不過，如果民主黨

入主白宮，新的領導人在當前的反「中」氛圍下，將會繼續維持反「中」

路線？或是改採較為溫和的美「中」互動策略？則將是觀察重點。至於臺

海之間衝突的可能引爆點有二：大陸方面，在於共軍軍機繞臺或是重大軍

事演習時，擦槍走火而引起衝突；而臺灣方面，在立法院將進行的修憲工

作，如果不觸及國家領土、國家主權以及兩岸未來關係的相關內容，自然

不會授人以柄，讓大陸有盲動的機會。長期來說，看到臺灣選民因為世代

交替，讓民進黨或是泛綠陣營有機會持續吸引年輕選民的支持。不過，從

本研究的分析也可以發現：年輕選民相對來說較受社會氛圍所影響。如果

民進黨的執政表現良好，自然可以持續獲得年輕選民的偏愛。一旦爆發重

大弊案或是端出不受人民歡迎的政策，很快就受到民眾的唾棄。藍綠陣營

勢力的消長，自然也進一步影響兩岸關係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