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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響政治定向與行為的模型建構與分析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由簡單的分析觀察出性別與環境因素、人格特質、政

治定向和行為的關係，証實兩性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有相異的發展，對於

家庭、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有不同的認知、態度和反應，在人格的發展上也培養

出不同的特質，且兩性除了在政治信任感和政治參與上沒有明顯的差異外，不論

在政治知識、或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上都有相異的表現。為了更進一步驗証兩

性在政治態度和行為上的差異是否來自於環境因素或人格特質，本章將以複迴歸

模型來探討這一部份的假設；其次，若兩性的政治社會化發展過程並不相同，則

影響男、女大學生的因素也必然有所差異，因此文中也將分別探討影響男、女大

學生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的因素，並比較其中的差異。 

模型的建構方面，本章將依序討論大學生的政治知識、政治信任感、內外在

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參與，以這五項政治定向和行為做為模型的依變項，而自變

項的部份，分成三大部份，其中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為本研究的重心，環境因素

包括家庭政治化程度、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內外在學校功效意識、課餘活動的

參與、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和政治媒介的參與等八項與政治

社會化媒介相關的變項，人格特質則包含了權威性人格以及個人現代性。此外，

自變項的部份還加入了基本人口學資料，以控制受訪者背景的一致性，包括性

別、年級、省籍、國私立大學和居住地區等。 

 

 

第一節  政治知識的迴歸模型比較 

政治知識是影響民眾採取政治行為的重要條件，民眾擁有充份的政治知識、

資訊和技能，才能有效地參與民主決策的過程，因此身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

具備了基本的政治知識，才能適當地執行自身的義務，以及維護自身的權利。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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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的文獻討論中，我們得知家庭成員尤其是父母親的政治興趣和政治參與會

影響個體政治態度的形成，亦會影響其日後對政治活動的參與度；而學校身負教

育的重任，當然是累積政治知識的重要場所，藉由政治學相關課程，直接地傳授

學生所應具備的政治知識；此外，現代社會中日益重要的傳播媒體，更是負起傳

遞政治消息的功能。因此，接下來我們將以這三個政治社會化媒介的相關因素和

兩項人格特質作為政治知識複迴歸模型的預測變項，企圖透過這些因素的控制來

找出兩性在政治知識上有所差異的原因。 

由表 4-1我們可以觀察到：即便控制了基本人口資料、環境因素以及人格特

質，男大學生的政治知識仍顯著高於女大學生，且性別為此模型的重要預測變

項，於原先預期的假設不符。而除了性別外，國立大學的學生亦比私立大學的學

生有較豐富的政治知識，其原因在於國立大學的聯考錄取門檻較高，因此其學生

的政治知識較為充足。 

另外，在環境因素方面，政治學相關課程亳不意外地與政治知識有正向的關

係，但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原本被期望能提昇大學生的政治知識，表 4-1的結果卻

為相反，或許是由於外在學校功效意識鼓舞了大學生積極參與學校事務，因而減

少了關心政治的機會。而傳播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愈高，政治知識也愈

充份，因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就是在分享環境中的共同知識，個體藉由傳播媒

介收聽或收看政治消息愈頻繁，其政治知識也就愈豐富，且由係數值觀察得知，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是影響大學生政治知識最重要的因素。 

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個人現代性愈鮮明的學生，也愈瞭解關於政治系統

的知識，和熟悉於國內外的政治人物，此點發現與過去的研究相吻合，（陳義彥

等，1991：106-7）由於現代性的人格中具有強烈吸取資訊的需求，因此個人現

代性愈愈高，政治知識也愈充份。 

接下來，我們以相同的模型建構來觀察人口資料、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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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與男、女大學生的政治知識之間的關係。在基本人口資料部份，男大學生的年

級愈高，其政治知識也愈高，因為修讀政治學相關課程的學分數必定與年級呈正

比，再者，投票權的取得也有可能使得男大學生更關心於政治，且增加了與政治

媒介的接觸度，因而有較豐富的政治涉獵，但年級對女大學生的政治知識則沒有

影響。而國、私立大學對男、女大學生的政治知識都是個影響因素，國立大學的

男、女大學生比私立大學的學生有較高的政治知識。 

此外，在環境因素方面，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愈多，男、女大學生的政治知

識也愈充份，且課程的修習對女大學生有較大的影響，其係數值為男大學生的兩

倍。而外在學校功效意識與政治知識呈現負相關，且僅對男大學生有影響，意即

男大學生的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愈高，其政治知識反而愈低，原因或許在於男大學

生自覺得對學校事務有一定的影響力，因而鼓舞了他們多參與學校事務，但也反

而減少了關心政治的時間。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方面，閱聽政治節目愈頻繁，男、

女大學生的政治知識也愈豐富，且此項變項不僅對大學生的政治知識有相當大的

影響力，其對男大學生的影響大過女大學生。 

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僅對女大學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愈傾向

權威性人格的女大學生，其政治知識就愈低，顯示權威性人格愈造成女大學生對

政治消息更不關心；而個人現代性則對男、女大學生都有正面的影響，學生的個

人現代性愈強烈，就愈樂於吸收新的資訊，其政治知識也就愈豐富。 

整體而言，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都不是造成男、女大學生政治知識有所差異

的主要原因，性別在本研究的政治知識模型中，仍是相當重要的預測變項。但就

讀國立大學、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愈多、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愈低、政治媒介曝露

量愈多以及個人現代性愈鮮明的大學生的確擁有較高的政治知識，且政治媒介的

曝露量是提昇大學生政治知識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對男大學生而言。再者，影

響男、女大學生政治知識的因素並不盡相同，其中年級愈高亦能提昇男大學生的

政治知識，但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則對男大學生有負面的影響，而女大學生則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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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權威性人格的傾向，而導致政治知識低落。 

 
表 4-1   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知識之迴歸模型(OLS) 
 全體 男大學生 女大學生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常數 0.07 (0.09) 0.12 (0.13) 0.11 (0.13) 
     
基本人口資料     
性別（女性為 0） 0.07 (0.01)***    
年級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外省籍（本省籍為 0） 0.00 (0.02) -0.05 (0.03) 0.04 (0.03) 
國立大學（私立大學為 0） 0.05 (0.01)*** 0.04 (0.02)* 0.05 (0.02)***
居住北部地區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環境因素     
家庭政治化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 0.01 (0.00)*** 0.01 (0.00)*** 0.02 (0.00)***
內在學校功效意識 -0.00 (0.01) -0.01 (0.01) 0.00 (0.01) 
外在學校功效意識 -0.02 (0.01)*** -0.02 (0.01)** -0.01 (0.01) 
課餘活動的參與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 0.08 (0.01)*** 0.10 (0.02)*** 0.05 (0.02)** 
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 0.01 (0.01) 0.00 (0.02) 0.02 (0.02) 
政治媒介的參與 -0.02 (0.01) -0.02 (0.02) -0.01 (0.02) 
     
人格特質     
權威性人格 -0.02 (0.01) -0.01 (0.02) -0.04 (0.02)* 
個人現代性 0.04 (0.01)*** 0.03 (0.02)* 0.04 (0.02)** 
     
樣本數 1430 751 678 
R 2  0.23 0.22 0.22 
S.E.E. 0.23 0.25 0.2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
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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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信任感的迴歸模型比較 

政治信任感是政治體系得以維持的要素之一，唯有當人民對政治權威具有信

心，相信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時，會以人民的福利為第一優先考量，且謀福利的

同時，會遵守法律的規範，不會侵犯到人民的權利，如此人民才願意賦予統治階

層適當的裁量權，使得政治體系得以運行不斷；而政府官員及其所制定的政策若

能獲得菁英階層的肯定，將有助於政局和國家整體的穩定，因此大學生作為國家

未來的菁英，其政治信任感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在第三章的初步分析中，男、

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未存有差異，但我們仍透過表 4-2的複迴歸模型，來探討

政治社會化過程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關係。 

觀察表 4-2我們可以發現，在初步分析中雖然男、女大學的政治信任感沒有

差異，但在控制政治社會化因素後，男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顯著高於女大學生

（p<.05）。而背景因素除了性別外，年級愈高的大學生其政治信任感也愈高，也

許因為年輕氣盛，對於政治權威更具批判的態度，隨著年紀的增加，對政治事務

的瞭解漸多，就能以較成熟穩健的態度來觀察政治。 

其次，在環境因素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將提昇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

從過去的研究顯示政治興趣、政治參與以及與他人討論政治的頻率與政治信任感

呈現正向的關係，因此父母親的政治信任感可能間接地經由他們對政治事務的反

應影響了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而學校因素方面，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和課餘活動

的參與也都會提高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因為當他們感受到學校的管理階層會關

心和在乎學生們的意見時，類化到政治系統上，他們對於政府官員也會有較多的

信任。同樣地，當學生愈樂於參與社團活動以及有關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討論

會，甚至向學校提出校務建議時，他們的政治信任感也會相對地提昇。至於大眾

傳播媒介方面，不論是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注意程度或參與度，都不會影響大學

生的政治信任感，顯示在控制其它因素後，傳播媒介並不是造成大學生政治信任

感低落的原因，此點結果與過去於選舉情境中所作的研究有不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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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由係數值觀察得知，此二種人格特質皆為影響政治信

任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個人現代性，大學生的個人現代性愈鮮明，其政治信任

感就愈低落，因為個人現代性擁有較個人主義的特質，對於政治權威持懷疑的態

度，深怕政府會侵犯到人民的自由，再者，個人現代性愈高的大學生，可能對政

府的冀望也愈高，容易對政府官員的言行感到不滿，因而政治信任感較低。而權

威性人格亦與政治信任感呈現負向的關係，與我們原先認為：權威性人格愈高，

其信服於權威的本性愈強烈，政治信任感也就愈高並不相符合，但就如同 Citrin

（1974）所認為的，政治信任感可能只是反映了對現任執政者的滿意度，因而

2000 年總統選舉的政黨輪替，對具有權威性人格的個體而言，民進黨執政是破

壞了傳統、改變了現狀，所以權威性人格愈強烈的大學生，其對政府官員的信任

度也就愈低。 

接著，我們將再分別探討影響男、女大學生政治信任感的原因。在環境因素

方面，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它能提昇男、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

感，顯示學生們對學校管理階層的感受，將影響他們對政治系統中政府官員的信

任度。而課餘活動的參與僅對男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有顯著的影響力，愈常參與

社團活動或有關公共事務會議的男大學生，其政治信任感也較高。至於大眾傳播

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參與對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有顯著的提昇作用，投書給

報紙、叩應（call in）政論性節目、參加電視舉辦的電話投票和在網路上發表自

己對政治的意見，都能有效地提昇女大學生對政府的信任度；但男大學生則不因

任何的政治媒介因素而影響其政治信任感。 

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和個人現代性對男、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

感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個人現代性，且兩項人格特質對政治信任

感皆為負向的影響，愈傾向權威性人格或個人現代性愈鮮明的大學生，其對政府

官員的信任度就愈低。 

經由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在控制個體的成年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後，兩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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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任感反而顯現出差異，因此有必要在日後的研究中，將模型加入更有力的解

釋變數。另外，不論是全體，或者是男、女大學生，權威性人格和個人現代性都

是影響個體政治信任感最重要的因素，且兩者對於政治信任感皆為負面的影響。

而環境因素中，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和課餘活動的參與皆對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有

正面的影響，政治媒介的參與也能提高女大學生對政府官員的信任度，顯示脫離

選舉情境後，傳播媒介對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不但沒有負面的影響，反而對能提

昇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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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信任感之迴歸模型(OLS) 
 全體 男大學生 女大學生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常數 2.49 (0.15)*** 2.51 (0.2)*** 2.50 (0.24)***
     
基本人口資料     
性別（女性為 0） 0.04 (0.02)*    
年級 0.02 (0.01)* 0.02 (0.01) 0.01 (0.01) 
外省籍（本省籍為 0） 0.00 (0.03) 0.01 (0.05) -0.01 (0.05) 
國立大學（私立大學為 0） 0.02 (0.02) 0.01 (0.03) 0.03 (0.03) 
居住北部地區 -0.01 (0.02) -0.02 (0.03) 0.01 (0.03) 
     
環境因素     
家庭政治化 0.04 (0.02)* 0.04 (0.03) 0.04 (0.03) 
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內在學校功效意識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外在學校功效意識 0.08 (0.01)*** 0.07 (0.01)*** 0.09 (0.02)***
課餘活動的參與 0.04 (0.02)* 0.09 (0.03)*** -0.02 (0.03)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 -0.02 (0.02) -0.02 (0.03) -0.04 (0.03) 
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 0.02 (0.02) 0.03 (0.03) 0.01 (0.04) 
政治媒介的參與 0.02 (0.02) 0.00 (0.03) 0.06 (0.03)* 
     
人格特質     
權威性人格 -0.08 (0.02)*** -0.09 (0.03)** -0.06 (0.03)* 
個人現代性 -0.16 (0.02)*** -0.17 (0.03)*** -0.15 (0.03)***
     
樣本數 1429 751 677 
R 2  0.13 0.15 0.11 
S.E.E. 0.38 0.39 0.37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
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第三節  政治功效意識的迴歸模型比較 

本文中，政治功效意識依其概念分成內在政治功效意識和外在政治功效意

識，前者指涉人民認為自身瞭解政治過程的能力，後者則指涉個人相信政府官員

會關心和重視人民的程度，此課題一直以來受到政治學者們的重視，因為政治功

效意識的提昇，能帶動人民的政治參與，而政治參與又是構成民主政治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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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環節。因此接下來，我們將透過表 4-3和表 4-4 來探討台灣地區大學生的內、

外在政治功效意識。 

在上一章的初步分析中，男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顯著地高於女大學

生，較女大學生自認為能理解複雜的政治過程，因而我們控制了大學生的成年期

政治社會化經驗和人格特質，企圖找出影響兩性差異的因素，但觀察表 4-3，性

別仍是預測台灣地區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識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日後的研究

中，有必要再針對這部份作其它因素的探討，找尋性別差異的根本原因。人口學

資料中除了性別外，就讀國立或私立大學亦是影響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識的因

素，其中國立大學的學生較自認為能理解政治，原因或許是本章第一小節所提到

的：國立大學的學生其政治知識較高，因此對政治人物和政府機關的職權有較多

基本的認識，有助於提高個人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 

另外，環境因素方面，內在學校功效意識如預期地對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愈是自認為能理解學校管理過程的學生，也愈自認為能理解政治

運作的過程。至於傳播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注意程度和參與度等對大

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有提昇的作用，因此愈常接觸政治媒介的報導和愈常

參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的大學生，其自認為理解政治的能力也較高。 

而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和個人現代性都會顯著地影響大學生的內在

政治功效意識，但兩者的影響力呈相反方向，權威性人格愈強烈的大學生，其內

在政治功效意識愈低落，個人現代性愈鮮明者，其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愈高。可能

原因在於權威性人格的服從心理，再加上他們對政府官員的信任度較低，因此對

政治可能較為冷漠，導致內在政治功效意識低落；而從本章第一小節的討論中，

我們知道現代性人格較高的大學生，其政治知識也較為豐富，他們樂於接受新資

訊和獨立思考的態度，可能促使了他們擁有較高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 

過去許多學者研究過政治功效意識，但以性別為主要探討者卻只佔少數，而



 66

究竟是什麼原因影響了男、女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我們將利用表 4-3的

迴歸模型，分別討論影響男、女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識的因素。在基本人口資

料方面，就讀國立大學的男大學生比私立大學的男大學生有較高的內在政治功效

意識，自認為較能理解複雜的政治；但女大學生則不因就讀國立或私立大學而影

響其內在政治功效意識。 

其次在環境因素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愈能提昇女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

效意識，但對男大學生則無影響。學校因素中的內在學校功效意識則對男、女大

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有提昇的作用，顯示學校行政機關和師長與學生互動

關係的重要性。至於傳播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對女大學生的內在政治

功效意識有顯著的提昇作用，收看或收聽政治性節目較專心的女大學生，其自認

為瞭解政治的能力也較高，而政治媒介的參與對男大學生也有顯著的提昇力，較

常參加媒體舉辦的活動的男大學生，其內在政治功效意識較高，顯示出愈常接觸

和參與媒體活動的大學生，其自覺瞭解政治的能力較高。 

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愈高的男、女大學生，其內在政治功效

意識都愈低，且對女大學生的影響較大，顯示服從權威的心理，會壓抑了個人去

瞭解政治的動力。而個人現代性方面，愈傾向現代性人格的男大學生，其內在政

治功效意識也愈高，但對女大學生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女大學生並不因現

代性人格中樂於吸取新資訊和鼓勵獨立思考的特質，而對自身理解政治的能力較

有自信，也許現代性人格的傾向尚不足以和她們長久以來被鼓勵服從和依賴的社

會化歷程相對抗，且女性普遍展現較為保守和謙虛的姿態，因此個人現代性並未

促使女大學生有較高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 

整體而言，透過表 4-3的模型分析，我們知道除了成年期的政治社會化因素

會影響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外，尚有些其它因素會導致兩性在這方面有所

差異，使得男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高於女大學生。其次，比較所有因素後

發現，內在學校功效意識和權威性人格對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有最大的解釋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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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男女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識的因素並不盡相同，其中就讀國立大學、較常

參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以及個人現代性等因素能提昇男大學生的內在政治

功效意識，但對女大學生則無影響，反之，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和愈專注於政治

媒介的內容能提高女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但對男大學生則無影響。 

 
表 4-3   台灣地區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識之迴歸模型(OLS) 
 全體 男大學生 女大學生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常數 0.14 (0.07)* 0.18 (0.09)  0.19 (0.10)  
     
基本人口資料     
性別（女性為 0） 0.07 (0.01)***    
年級 0.00 (0.00) 0.01 (0.01) 0.00 (0.01) 
外省籍（本省籍為 0） 0.00 (0.02) -0.01 (0.02) 0.01 (0.02) 
國立大學（私立大學為 0） 0.03 (0.01)** 0.04 (0.01)** 0.02 (0.01) 
居住北部地區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環境因素     
家庭政治化 0.02 (0.01) 0.01 (0.01) 0.03 (0.01)* 
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內在學校功效意識 0.05 (0.00)*** 0.04 (0.01)*** 0.06 (0.01)***
外在學校功效意識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課餘活動的參與 0.01 (0.01) -0.00 (0.01) 0.02 (0.01)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 0.02 (0.01) * 0.02 (0.01)  0.01 (0.01) 
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 0.03 (0.01)** 0.03 (0.02)  0.04 (0.02)** 
政治媒介的參與 0.02 (0.01)* 0.03 (0.01)* 0.01 (0.01) 
     
人格特質     
權威性人格 -0.04 (0.01)*** -0.03 (0.01)* -0.05 (0.01)***
個人現代性 0.04 (0.01)*** 0.05 (0.01)*** 0.02 (0.01)  
     
樣本數 1428 749 678 
R 2  0.27 0.21 0.29 
S.E.E. 0.17 0.18 0.16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
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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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觀察表 4-4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識的複迴歸模型。在控制環境

因素和人格特質後，男、女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仍呈現顯著差異，男大學

生較不認為政府官員會關心和重視人民的想法，對自身影響政府政策的能力也較

沒有信心。而除了性別外，年級、省籍、國私立大學和居住地區等基本人口資料

對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沒有顯著的影響力。 

其次，在環境因素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也

愈高，顯示父母親對政治愈感興趣、愈常參加政治活動、在家中愈常與子女談論

政治，將提昇子女自認為自身影響政治過程的能力。而學校因素中，內、外在學

校功效意識都能有效地提昇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且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是

本模型中最重要的因素，顯示：當大學生認為學校會關心學生們的意見時，也認

為政府官員會關心人民的想法。至於大眾傳播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參與對外在

政治功效意識有正面的影響力，可能原因在於大學生認為透過參加政治媒介所舉

辦的活動能影響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也相信政府因此能更關心人民的意見。 

最後，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和個人現代性愈高，大學生的外在政治

功效意識就愈低，此點與過去的研究相符合，由於權威性人格具有服從權威的心

理，因此愈傾向於權威性人格的大學生會愈自覺缺乏影響政策的能力。而從本章

第一、二和三節可以知道：個人現代性愈鮮明的大學生，其政治知識和內在政治

功效意識都愈高，但政治信任感卻愈低，顯示愈具現代性人格的大學生，他們自

認為可以相當地瞭解政治系統運作的過程，但對於政府官員的言行操守和制定政

策的能力較不信任，因此可能對於政治產生無力感，不認為自己能夠影響政府官

員，也不認為政府會去關心人民的意見。 

分析完全體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模型後，我們再分別探討影響男、女

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識的因素。首先在環境因素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的

男、女大學生，其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也愈高；而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對男、女大學

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也都有很強的解釋力，再次彰顯了學生與學校管理階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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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重要性。至於大眾傳播媒介方面，政治媒介的參與對女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

效意識有顯著的影響力，但對男大學生則無，綜合前面一到三節的分析中我們發

現，除了在政治知識方面，政治媒介對女大學生的影響顯然大過男大學生。 

其次，在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對男、女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都

有負向的作用，但對男大學生的影響力大於女大學生；而個人現代性則僅對男大

學生有影響，愈傾向現代性人格的男大學生其外在政治功效意識就愈低落。 

透過表 4-4的模型，控制大學生的成年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和人格特質後，女

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仍高於男大學生，兩者間的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唯

差距並不大。而除了性別外，家庭政治化、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政治媒介的參與、

權威性人格以及個人現代性等都是影響台灣地區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識的重

要因素，其中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對外在政治功效意識有相當大的解釋力。但影響

男、女大學生的因素不盡相同，上述因素中，政治媒介的參與僅對女大學生的外

在政治功效意識有影響力，而個人現代性人格則僅對男大學生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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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台灣地區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之迴歸模型(OLS 
 全體 男大學生 女大學生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常數 0.37 (0.06)*** 0.46 (0.08)*** 0.23 (0.09)* 
     
基本人口資料     
性別（女性為 0） -0.02 (0.01)*    
年級 0.01 (0.00) 0.00 (0.01) 0.01 (0.01)  
外省籍（本省籍為 0） 0.00 (0.01) -0.01 (0.02) 0.00 (0.02) 
國立大學（私立大學為 0）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居住北部地區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環境因素     
家庭政治化 0.02 (0.01)*** 0.03 (0.01)** 0.03 (0.01)* 
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內在學校功效意識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外在學校功效意識 0.06 (0.00)*** 0.05 (0.01)*** 0.06 (0.01)***
課餘活動的參與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政治媒介的參與 0.03 (0.01)*** 0.02 (0.01)  0.05 (0.01)***
     
人格特質     
權威性人格 -0.04 (0.01)*** -0.05 (0.01)*** -0.03 (0.01)* 
個人現代性 -0.03 (0.01)*** -0.04 (0.01)*** -0.02 (0.01) 
     
樣本數 1427 749 678 
R 2  0.24 0.23 0.26 
S.E.E. 0.15 0.15 0.14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
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整體而言，學校功效意識能顯著地提昇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識，學生們會將

他們對學校管理階層的感受類化到日後與政府官員的互動之中，因此是本研究中

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傳播媒介則對女大學生有較大的影響，愈常接觸和參與

政治媒介活動的女大學生，其政治功效意識也較高。此外，兩項人格特質亦是相

當重要的影響因素，權威性人格對全體大學生的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皆為負向

的影響，但個人現代性則一方面提昇男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另方面又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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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外在政治功效意識。 

 

 

第四節  政治參與的迴歸模型比較 

代議政治是目前民主國家中最普遍實行的政治制度，而選舉是實現代議政治

的機制，因此唯有人民積極地參與政治才能體現民主政治的精神。由於學者們對

政治參與的定義範圍很廣，本研究只著重於與選舉相關的活動上，並以政治系統

內的合法行為作為討論的範疇，問卷中詢問受訪的大學生是否曾於選舉時勸說他

人、參與造勢晚會、配戴競選旗幟或擔任競選人員等。其次，在第三章的初步討

論中，我們發現男、女大學生在政治參與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因此是否

在大學階段中兩性的政治涉入程度已趨於相等？女性在未走入家庭、擔任母性角

色之前，是否存有和男性相同的政治參與？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控制大學生的

成年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和人格特質，探討這些變數與大學生政治參與之間的關

係。 

表 4-5 為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參與的迴歸模型，原本在第三章的初步分析

中，男、女大學生並沒有政治參與上的差異，但在模型控制政治社會化的相關因

素後，性別竟為影響政治參與的重要因素，且女大學生的政治參與程度較男大學

生積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女大學生在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並不是造成

她們日後政治參與低落的原因，甚至這些成年期的政治社會化歷程促使她們有較

活躍的政治參與。 

另外，在環境因素中，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的大學生，其政治參與也愈積極，

顯示父母親的政治興趣、政治參與以及他們與子女討論政治的頻繁度，能影響子

女們的政治參與，且由係數值觀察，家庭政治化的重要性僅次於政治媒介參與，

為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變項。而學校因素中，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能促進大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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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參與，因為當學生們對政治人物和政府機關有較多的瞭解時，自然會較樂於

參與選舉的活動；其次，在前面的小節中，雖然我們發現學校功效意識對政治功

效意識有不錯的解釋力，且過去研究多顯示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參與成正比，但

由表 4-5我們發現，大學生的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愈高，其政治參與卻愈低落，愈

認為學校會關心學生們意見的大學生，其政治參與反而愈不積極，顯示學生們和

學校互動關係愈良好並不能促進學生們參與政治系統的活動，甚至會造成反效

果。至於傳播媒介方面，愈常接觸政治媒介和愈常參加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的

大學生，其政治參與也活躍，且從係數值觀察，政治媒介的參與是本研究中影響

政治參與最主要的因素。而兩項人格特質對大學生的政治參與而言，都不是影響

因素。 

接著，我們再分別比較影響男、女大學政治參與的因素。首先在基本人口資

料方面，年級、省籍、國私立大學和居住地區等都不是影響男、女大學生政治參

與的因素。而環境因素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的男、女大學生，其政治參與

也愈積極，且家庭對女大學生的影響大於男大學生。學校因素方面，修習政治學

相關課程對男、女大學生都有正面的影響，能提高他們的政治參與；而外在學校

功效意識則對女大學生有反向的作用力，愈認為學校會關心學生們意見的女大學

生，其政治參與反而愈不積極，但對男大學生則無影響，顯示出過去探討政治功

效意識和政治參與的研究，並未就性別多加討論，就女性而言，政治功效意識愈

高其政治參與不見得就愈積極，愈認為學校會在乎學生們感受的女大學生，可能

對政府官員也愈信任，因而採放任的態度，在政治參與上就較為被動。另外，在

大眾傳播媒體方面，政治媒介的曝露量僅對男大學生的政治參與有正面的影響，

愈常接觸政治媒介的男大學生也愈積極於選舉活動，而政治媒介的參與對男、女

大學生的政治參與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愈常投書報紙、參加電話投票或

在網路上發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大學生，其政治參與也愈積極，試圖透過自身

的參與來影響政府人事的甄選，且就廣義的政治參與而言，政治媒介的參與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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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中的一環。 

至於人格特質方面，僅權威性人格會對男大學生產生影響，愈具權威性人格

的男大學生其政治參與愈積極。而由本章二、三節的分析中我們知道：權威性人

格愈高的男大學生，其政治信任感和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愈低落，且表 4-6

顯示：認同國民黨的大學生其權威性人格較認同其它政黨者鮮明，因此愈具權威

性人格的大學生可能對當時執政的政府愈不滿，因而較積極於參與選舉活動，企

圖改變現狀。 

整體而言，我們透過表 4-5的迴歸模型發現：在控制大學階段的政治社會化

經驗後，女大學生的政治參與反而比男大學生積極，顯示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

歷程對女大學生的政治參與是有助益的。而環境因素中，家庭對大學生政治行為

的影響力大於對政治定向的影響，顯示父母親對政治的熱誠會帶動子女們的政治

參與；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亦能促進大學生的政治參與，但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則

對女大學生有負面的影響。另外，政治媒介的參與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預測變

項，愈常參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的大學生也愈積極於參與政治活動。而人格

因素中，權威性人格能促使男大學生更積極於參與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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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參與之迴歸模型(OLS) 
 全體 男大學生 女大學生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常數 0.08 (0.30) 0.06 (0.40) 0.00 (0.47) 
     
基本人口資料     
性別（女性為 0） -0.11 (0.04)*    
年級 0.00 (0.02) 0.00 (0.03) 0.01 (0.03) 
外省籍（本省籍為 0） -0.11 (0.07) -0.13 (0.10) -0.11 (0.09) 
國立大學（私立大學為 0） -0.01 (0.04) -0.07 (0.06) 0.04 (0.06) 
居住北部地區 -0.04 (0.04) -0.06 (0.06) -0.01 (0.06) 
     
環境因素     
家庭政治化 0.21 (0.04)*** 0.15 (0.05)** 0.26 (0.05)***
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 0.02 (0.01)*** 0.03 (0.01)** 0.02 (0.01)* 
內在學校功效意識 -0.01 (0.02) -0.00 (0.02) -0.03 (0.03) 
外在學校功效意識 -0.06 (0.02)** -0.01 (0.03) -0.11 (0.03)***
課餘活動的參與 0.05 (0.04) 0.05 (0.05) 0.06 (0.06)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 0.11 (0.04)** 0.12 (0.05)* 0.10 (0.06) 
政治媒介的注意程度 0.00 (0.05) 0.00 (0.07) -0.00 (0.07) 
政治媒介的參與 0.53 (0.04)*** 0.50 (0.05)*** 0.58 (0.06)***
     
人格特質     
權威性人格 0.08 (0.04) 0.12 (0.06)* 0.04 (0.06) 
個人現代性 0.01 (0.04) -0.03 (0.05) 0.06 (0.06) 
     
樣本數 1430 751 678 
R 2  0.27 0.26 0.30 
S.E.E. 0.75 0.77 0.73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國
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表 4-6   權威性人格與政黨認同的關係 
           政黨認同  
權威性人格 國民黨 非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權威性人格     
（1~6分） 人  數 131 1445 131 593 

平均數 3.59 3.48 3.59 3.47 
標準差 0.58 0.52 0.58 0.53 
t  值 t值=2.35* t值=2.40* 

a、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
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48。 

b、 說明：***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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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在第三章中，我們曾發現：兩性在環境因素、人格特質、政治定向與行為模

式上的確有所差異，因此在本章的前四小節中，我們以複迴歸模型控制了大學生

的成年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包括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介和人格特質等相關因

素，以分析影響大學生全體和男、女大學生的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的因素。接下

來，將依序地說明本章的研究發現。 

在前四小節的模型分析中，性別仍是預測大學生政治定向的因素，顯示家

庭、學校和媒體等環境因素與人格特質都不是造成男、女大學生在政治知識和

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上有所差異的最重要原因，在日後的研究，有必要再作其

它因素的探討；但在政治信任感和政治參與方面，男、女大學生原先沒有差異的

情況，在控制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後，女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顯著低於男大學

生，但比男大學生更積極於參與政治活動。 

除了驗証性別是否為影響大學生的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的因素外，本章亦有

其他的重要發現。首先在政治知識方面，政治媒介的曝露量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影

響因素，愈常接觸政治媒介的大學生，其政治知識愈充份，且由觀察係數值得知，

政治媒介的曝露量對男大學生的影響為女大學生的兩倍；此外，就讀國立大學、

修習愈多政治學相關課程的學生以及年級愈高的男大學生，其政治知識也愈豐

富，但外在學校功效意識卻會降低男大學生的政治知識。而在人格特質方面，個

人現代性能相當地提昇大學生的政治知識，但權威性人格卻會降低女大學生在政

治方面的涉獵。 

在政治信任感方面，環境因素中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愈

強烈，以及愈常參與課餘活動的大學生，其對政府官員的信任度也都愈高，但課

餘活動的參與僅會提高男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對女大學生則無影響；至於大眾

傳播媒介方面，有別於過去認為傳播媒介的負面新聞會造成社會大眾的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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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低落，本研究結果顯示脫離選舉情境後，傳播媒介對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並沒

有負面影響，甚至政治媒介的參與能提高女大學生對政府官員的信任度。而兩項

人格特質都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預測變項，且兩者對於政治信任感皆為負面的影

響。 

在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方面，就讀國立大學的男大學生比私立大學的男大學生

更自認為能瞭解複雜的政治；而環境因素中，內在學校功效意識愈強烈、愈常接

觸或參與政治媒介的大學生，以及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的女大學生，其內在政治

功效意識都愈高，尤其是內在學校功效意識，其為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

一，彰顯了學校和學生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另外，在人格特質的部份，權威性人

格對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有負面的影響，但個人現代性則能提昇大學生自

認為對政治的理解力，且對男大學生的影響較為顯著。 

其次，在外在政治功效意識的部份，家庭政治性認知、外在學校功效意識愈

高的大學生，和愈常參與政治媒介活動的女大學生，其外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愈

高，且同樣是以外在學校功效意識為此部份的研究中最有力的解釋因素之一。而

人格特質方面，不論是權威性人格或個人現代性，都會降低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

效意識，但個人現代性僅對男大學生有影響。 

最後在政治參與方面，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愈多、愈

常參與政治媒介活動的大學生，和愈常接觸政治媒介的男大學生，其政治參與都

愈活躍，其中，家庭政治化程度有別於其它部份的研究結果，在此部份佔有相當

程度的重要性，而政治媒介的參與則是預測大學生政治參與最主要的因素，但就

廣義的政治參與而言，參與傳播媒介所舉辦的活動本屬於其中的一環。此外，外

在學校功效意識愈高，對女大學生的政治參與反而是負面的影響。人格特質方

面，權威性人格對男大學生的政治參與有正面的影響，綜合其它部份的分析結

果，本研究認為愈傾向權威性人格的男大學生，其對執政的政府愈不滿，因而較

積極於參與選舉活動，企圖改變民進黨政府執政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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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相同的大學階段政治社會化經驗使得女大學生的政治定向仍屬於

較消極的一面，但卻使得她們的政治參與比男大學生積極和活躍；其次，本研究

顯示出影響男、女大學生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的因素並不盡相同，日後關於這方

面的研究有必要就性別而採相異的模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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