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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延續先後由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社會所、調查研

究工作室所執行的「台灣地區社會變

遷的基本調查計畫」中的政治調查部

分。該調查計畫在第一、二期中就台

灣政治變遷的部分已累積一定數量的

寶貴研究資料。本計畫為維持此項資

料的蒐集工作不致中斷，選定其中曾

經長期蒐集，對政治學理論的建構與

台灣民眾政治的瞭解有關的主要變

項，再做蒐集，期能延續此一學術資

源的生命。 

 

關鍵詞：態度變遷、政治價值、政治

態度、政治行為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an extension of 

a decade-long surveys of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conducted by the 

Academic Sinica. We plan to 

continue the politics portion of 

those surveys which no longer carry 

separate survey for political 

change. Based on the said survey, 

this project aims at collecting 

data concern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Taiwan public. Adding 

this to previous results enable us 

to conduct analysis of long-term 

trend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Keywords： Attitude Change, 

Political Value, Political 

Attitude, Political Behavior 

 

 

貳、計畫之目的與執行狀況 

 

本計畫雖由劉義周主持，但定位

為跨校資料蒐集計畫。邀請朱雲漢（台

大）、吳玉山（台大）、洪永泰（政

大）、陳義彥（政大）、黃德福（政

大）、傅恆德（東海）、盛杏湲（政

大）、游清鑫（政大）、謝復生（政

大）等人參與研究問題的擬定與問卷

的研討設計工作。由於要避免一九九

七年縣市長選舉後政治環境對本項政

治態度調查的影響，本研究選擇在一

九九八年夏天，六至九四個月期間，

沒有選舉的時候進行實地的面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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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訪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

各大學招選訪員訓練後執行。 

面訪所選的樣本，乃以在台灣地

區設有戶籍年在二十歲以上的公民為

抽樣之母體。抽樣採分層三階段等機

率抽樣原則，第一階段抽出相份是，

第二階段自中選鄉鎮市中抽出村里，

第三階段有這些村里中抽出受訪個

人。為求最佳分層效果，我們以鄉鎮

市區為單位，以一九九六年台灣人口

統計資料和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三個

主要政黨得票率、一九九四年省市長

選舉三個主要政黨得票率，以及一九

九三年縣市長選舉三個主要政黨得票

率，將台灣省 336個鄉鎮市區以典型

相關（canonical analysis）和集群

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分成 10

個集群。另外，加上台北、高雄兩市

各成一層，共十二層。這十二層之內，

政治上的同質性最大，不同曾之間，

差異性則最大。我們按照各層的人口

比率分配樣本數後，在全台灣抽出 40

個鄉鎮市區，北高二市共抽出 16個

區。全部共 106個村里。為考量訪問

的成功率，我們將樣本膨脹四倍，總

計抽出4836人。依內政部一九九七年

人口資料，20歲以上總人口數為

21471448人，抽取率為 0.0002252。

本計畫原預計訪問成功1200人，最後

訪問成功樣本為1219人。 

 

 

參、研究的理論架構 

     

本計畫資料的蒐集，乃基於我們

對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科學經驗調

查所累積的認識，來設計研究的問

題。我們想探測的是台灣民眾的政治

價值觀、態度、意見和行為。基本上，

我們所依據的理論，簡單地說是：人

的外在環境理想其態度，態度又影響

或反應其行為。而這些價值、態度、

行為，我們都是可以透過問卷調查的

方法測得。 

 

多年來，台灣政治學的經驗調查

偏重在選舉行為的研究。這在過去的

時多年間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台灣

威權政治時代，選舉是大眾唯一有效

參與政治的途徑。可是在體制上已經

民主化了的今天，其他的參與途徑對

台灣民眾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對

台灣民眾政治行為的瞭解，因此必須

擴展到選舉以外的領域。本研究對資

料的蒐集重點，因此放在在台灣有長

期觀察價值的一些民眾態度。我們同

時也希望這些資料的蒐集有助於學者

同時從事跨文化、跨國的比較研究。

在本次的調查中，主要的調查變項包

括：國家認同、政黨認同、政治信任

感、政治功效感、民主價值、政治知

識、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對政策的評

價、整體的政治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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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的調查發現： 

 

我們在這次的調查中主要的發現包括下列各點： 

 

1、 對台灣民主的評價：以0到10的刻度來顯示民眾的態度，幾個指標的

平均值（僅計有作答者）如下： 

認為我們的國家適合民主 6.71 

我國目前政治體制的民主程度 6.19 

戒嚴前我國的民主程度 3.83 

對台灣民主運作的滿意度 5.55 

 

 

2、對主要政黨近一年來表現的評價：以 0到10的刻度來顯示民眾的態度，

幾個指標的平均值（僅計有作答者）如下： 

國民黨 5.11 

民進黨 4.99 

新黨 3.18 

建國黨 2.29 

 

 

    3、民主價值觀 

 同意％ 不同意％ 

總統像是大家長，國家大事最好聽從他的決定 33.2 56.4 

有些人的學問和能力比較好，但在選舉的時候也和一

般人一樣只能投一票，實在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13.7 75.6 

無論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如何極端，都可以公開發表。 63.6 24.1 

立法院通過的法律，縱使我們不贊同，也應該遵守。 55.7 30.2 

現在媒體實在太多了，常會造成社會價值觀念的混亂。 71.5 17.9 

強有力的領袖比優良的法律更重要。 37.1 44.9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民意機關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

為了。 

45.1 36.2 

為了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反對黨。 67.4 17.6 

審問兇殘的犯人，可以使用刑求。 59.5 29.8 

設戶道德風氣的敗壞，政府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 63.3 27.7 

在挑選政府的領導人的時候，品德比能力重要。 62.5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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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主要民主政治機構團體的信賴程度：以 0到10的刻度來顯示民眾的態

度，幾個指標的平均值（僅計有作答者）如下： 

警察機關 5.69 

法官 5.86 

國民大會 4.99 

總統 6.31 

行政院 6.20 

立法院 5.68 

政府公務員 5.73 

軍隊 6.39 

新聞媒體 5.72 

 

 

    5、政治知識 

1（低） 11.1％ 

2 14.4 

3 35.2 

4 21.3 

5 12.1 

6（高） 6.0 

 

 

6、政治信任感與政治功效感 

 同意％ 不同意％ 

政治人物口口聲聲為人民謀福利，事實上都是為自己

的利益在打拼。 

75.1 13.7 

大多數政府官員的能力都是不錯的。 52.4 35.8 

民意代表大部分不知道一般民眾的真正需要。 67.2 19.6 

政府官員中很少是不貪污的。 56.9 30.7 

政府官員不會關心像我這樣的人的看法。 64.4 20.2 

政治的事情太過複雜，不是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瞭解的。 66.2 24.3 

政府官員在作決定時，經常是遷就財團的利益。 77.2 8.1 

我覺得我對國家大事的瞭解並不比一般人差。 57.6 24.9 

透過選舉我們可以影響到政府的政策。 67.7 17.9 

 

 

 

7、統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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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統一 3.2％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18.3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 39.7 

永遠維持現狀 12.0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10.2 

儘快獨立 5.1 

無反應 11.5 

 

 

除上列外，其他結果均可自執行

報告中閱得。由於各個使用資料的

人，可能對每一個問題作不同的處

理，本摘要並不作特定的處理與解

釋。結案後一年內，本計畫參與之研

究人員優先進行分析。一年後，開放

給學術界共同使用。使用者對計畫本

身所需瞭解之各種事項，均已記載在

執行報告中，請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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