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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
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
成分』…蔡英文，2014年7月19日



麵包與愛情：世代政治的理論、
定義與測量

理論脈絡 中介社會機制 台灣文獻裡的變量
理性選擇
(麵包)

經濟利益 收入、階級、教育*、
年齡*、婚姻*、政府雇
員(軍公教)、族群*、時
期*

政治態度

政治社會化/
情感因素
(愛情)

身分認同(台灣/中國)
家庭社會化

族群*、婚姻*、年齡*、
世代

教育社會化 教育*、世代
一般社會化 網絡*、世代與時期*

註：“*”表示同時包括理性與感情因素。



理性選擇：臺灣不同年齡群體個
人月平均收入對數，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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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不同世代反對威權統治(或支
持民主)的程度，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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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小事都由首長來決定， 3=非常不贊成，2=不贊成，1=贊成，0=非常贊成。



情感政治：臺灣不同年齡群體認
同臺灣人的程度，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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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人，2=臺灣人也是中國人，1=中國人也是台灣人，0=中國人。



臺灣不同年齡群體支持有條件
（對等）統一的程度，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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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常支持，2=支持，1=不支持，0=非常不支持。



政黨偏好：臺灣不同年齡群體支
持泛綠的程度，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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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EM模型統計分析的結果
年齡\世代\依變量 經濟收入 民主價值 本土認同 統獨立場 支持泛綠

年齡群體

20~34歲年齡群體 ~0 ┼ ~0 台灣民族主義 略不支持

35~49歲年齡群體 ~0 ~0 ┼ 機會主義？ ~0

50~64歲年齡群體 ― ~0 ~0 ~0 ~0

65歲以上年齡群體 ┼ ― ― ~0 偏綠

政治世代

中國認同/大陸移民世代
(早於1935年出生)

― ― ― 中國民族主義 不支持

政權交接/白色恐怖世代
(1936~1945年出生)

┼ ┼ ┼ 拒統未傾獨 不顯著

經濟起飛/威權統治世代
(1946~1960年出生)

┼ ┼ ~0 拒統未傾獨 深綠

民主轉型/學運衝擊世代
(1961~1975年出生)

~0 ┼ ― 拒統拒獨 淺綠

政黨輪替/網路傳播世代
(晚於1976年出生)

― ~0(―) ┼ 台灣民族主義 不支持



學術上的結論

• 統計結果有很多矛盾之處—主要的理由可能是技術性的。

• 統計分析顯示，儘管台灣認同對台灣政治發展的趨勢有極
大影響，其成長趨勢幾乎不受經濟理性因素左右，我們大
致可以說年輕世代確有更具『天然成分』的台灣認同，相
當程度可能轉化成『天然獨』或『天然拒統』。

• 然而，年輕世代的台灣認同未必都能轉化成對泛綠政黨的
支持。在控制民主價值與台灣認同的影響力之後，收入與
時期等相對理性的因素，仍然會左右政黨支持度，而政黨
本身的執政表現可能影響政治世代的形成，因此，年輕世
代較強的本土認同無法直接轉化成對泛綠政黨的支持。

• 既然如此，如果對民進黨政府的表現再次感到失望，年輕
人會回來支持國民黨或兩岸統一嗎？



政策意涵：接受現實而非對抗台灣認同

• 首先，台灣認同的發展趨勢雖然在年輕世代特別凸顯，卻
是一個跨世代的現象，主要受到政治社會化與人口結構
(有中國認同者逐漸凋零與族群通婚)而非理性選擇因素(例
如收入或階級)的影響。這表示任何黨派使用經濟手段(收
入、階級或教育)獎賞或懲罰某些人群，對台灣認同此一
情感議題的干預，幾乎注定面對失敗的命運。

• 其次，同時基於理性與感性的因素，台灣民眾的民主價值
仍在深化，年輕世代與威權體制漸行漸遠，企圖宣揚經濟
右翼的威權統治優勢(深藍陣營)無法吸引青壯年群眾。

• 若民進黨執政不利，可能會使青年偏向更支持台獨或經濟
政策左傾(反財團與反全球化)的黨派，不太可能轉為支持
目前深藍且老化的國民黨、或經濟右傾的泛藍陣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