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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異的圖像：以多重對應 
分析結合習慣領域視野進行的探索 

劉正山 

摘要 

近年臺灣發展的民主看似波濤洶湧，熱鬧非凡，但底層的歧見及隱憂卻難被

客觀描述和討論。世代的差異不僅只是表象上的「不同」，其實可能還夾帶著對立

衝突的種子。政治人物、媒體與民眾，如何可能在近年重重的認同爭辯中，突破自

己、組織、團隊乃至整個世代的習慣領域？當政治學的民意研究與習慣領域理論結

合，能為此民主的隱憂帶來什麼前所未見的圖像和啟示？本研究使用2015年釋出的

社會變遷調查國家認同題組，以多元對應分析方法探索這些主要政治認同測量題之

間的潛在連結及相異性，並進一步以此勾勒不同世代民眾之間，在政治認同樣貌上

的異同。本研究的發現及運用習慣領域視野所做出的詮釋，不僅有助於學者開拓新

的研究議題、重新發現調查研究對於探索型研究的貢獻，亦有助於讀者洞悉自己、

政黨，以及不同世代選民思考的侷限，找到化解衝突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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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as been making progress recently, but it remains 
difficul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discover fundamental problems that are embedded 
within the phenomena. Beyond simply categorizing generations, we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types of differences and how such differences lead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flict, a threat to a developing democracy. This study waves the ongoing stream of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stablished 
habitual domains (HD) theory. By applying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 to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set, which was collected during 2013 and released in 
2015, I profile the actual domains of respondents within each quadrant along two 
dimension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tate (ROC)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nt how the 
five political generation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The patterns identified and interpreted 
with the HD theory will help readers to expand own political habitual domains and seek 
higher level of solution for Taiwan’s future political conflict. 

Keywords: generation difference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tate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bitual domains 

                                                      
Frank C. S. Li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csliu@mail.nsysu.edu.tw 



  劉正山 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異的圖像：以多重對應分析 29 
 結合習慣領域視野進行的探索  

 

壹、引言 

近年臺灣發展的民主看似波濤洶湧，熱鬧非凡，但底層的歧見及隱憂卻難被

客觀描述和討論。世代的差異不僅只是表象上的「不同」，其實可能還夾帶著對立

衝突的種子。在關於臺灣認同問題的論述裡，常見的概念包括「中國」、「中國

人」、「臺灣」、「臺灣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統」、

「獨」、「維持現狀」、「藍」、「綠」、「世代」等。政治人物、媒體及民眾就這些概念

所形成的態度與論述，形成了今日所謂的民意，而這些概念及論述也常因新聞事件

而如星火遼原一般，快速成為街頭巷尾乃至網路上重要的話題，影響了政治偏好的

形成與政治參與的動能。例如，2015年赴南韓發展的年輕藝人周子瑜，因同年11月

上韓國節目時與其他藝人同持自己國家的小國旗揮舞，被指為「臺獨份子」，造成

中國大陸民眾的抵制，進而影響經紀公司JYP做出取消周子瑜在中國大陸演出的決

定。巧合的是，這時間點就在2016年總統大選投票日前三日。到了選前一日，這話

題甚至因經紀公司將周子瑜獨自唸稿道歉的影片上傳，造成臺灣民眾及兩岸網友在

線上與線下延燒式的爭辯及討論。「周子瑜事件」透過國內媒體的報導播送，以及

社群媒體的傳播，不旦激發出幾乎所有的政治認同論述空間中的元素，也在選後被

視為是影響大選走向的關鍵因素。 

我們如何在諸多類似周子瑜事件的新聞話題背後梳理出選民心中，以及不同

陣營選民之間多年來錯綜複雜、難以釐清的諸多認同元素之間的相關性？認同中華

民國就是統派嗎？自認是臺灣人又揮舞青天白日紅旗是種矛盾嗎？世代之間的差異

甚至對立，主要是在哪些概念上出現？現有的民意調查資料如何能輔助我們揭開這

個謎團？政治人物、媒體與民眾，如何在這些重重的認同爭辯迷參中，突破自己、

組織、團隊乃至整個世代的習慣領域？當政治學的民意研究與習慣領域理論（the 

habitual domains theory）的視野結合之後，可以為此民主的隱憂產生什麼前所未見

的圖像和啟示？ 

本研究採取探索的途徑，運用多元對應分析方法（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來探索多個政治認同問卷題與這些題目選項之間相關性，再結合

習慣領域理論的視野進行研究設計和對研究發現的詮釋，為政治現象的觀察提出新

的視角。本研究分析所使用的是2015年釋出的社會變遷調查「國家認同」專題面訪

案資料，從中取出30題最具國家及國族認同意義的測量題進行分析。研究者運用這

兩 個 維 度 所 形 成 的 空 間 ， 整 理 出 四 組 政 治 認 同 習 慣 領 域 （ habitual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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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並依此呈現出五個世代選民之間的差異。這些差

異表現了不同世代民眾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分布，認識這些差異分布將有助於突破

自己、組織乃至於整個世代的習慣領域。 

貳、文獻回顧 

一、民意、偏好與習慣領域 

習慣領域理論是當今少數跨領域且能夠同時解釋民眾與組織態度與偏好形成

的理論，值得所有以「人」和「組織」為研究對象的學門參考。習慣領域理論建基

於游伯龍教授的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與管理學的研究基礎上，並加入了

人類動態心理機制的元素、人類的歷史經驗與先哲的人生智慧。習慣領域理論不只

已被確認能夠解決管理決策上的問題，也進一步能產生學術領域之外的應用，用於

解決個人和眾人的痛苦與煩惱（Chan & Yu, 1985; Larbani & Yu, 2012）。習慣領域

理論包含三種重要的習慣領域類型：潛在領域（potential domains）、實際領域

（actual domains）和可達領域（reachable domains），以及電網（circuit pattern）的

比喻與可發概率（activation probability）的概念。潛在領域指的是腦海裡所有可能

產生的念頭和思路，或是腦海中所有電網的總合；實際領域指的是此時此刻占有我

們注意力的念頭和思路；可達領域指的是透過實際領域所延伸出來的念頭和思路；

電網指的是我們能意識到或細微到意識不到的念頭和思緒。強的電網可發概率高，

表示該電網實際會占據我們注意力的機率高（游伯龍、黃鴻順、陳彥曲，2015，頁

43-44）。習慣領域理論亦強調實際的運用，亦即透過反觀自己實際領域的限制，透

過修練的工具箱強化善念的電網，我們可以逐漸開拓自己的實際領域，觸及可達領

域，由此產生理想的決策、幫助人們解除痛苦與煩惱的創意，乃至於健康美滿的人

生（游伯龍，1998，2009；游伯龍、陳彥曲，2012）。 

政治學是個高度關注民眾的偏好、行為與群眾現象的學門。由它的發展路徑

來看，政治學當中的選民研究成果，與習慣領域理論有諸多相應之處；習慣領域理

論的視野，也能為政治現象的研究帶來更豐富的解釋。政治學自1960年代就開始結

合心理學和社會學途徑來探索民眾的政治態度與行為。信念系統（belief system）

理論自1960年代起便成了用於理解民意與選舉行為最重要的概念基礎（Campbell & 

Converse, 1972;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ck, 1960; Converse, 1964; 
Newcomb, Turner, & Converse, 1965; Smith, 1989）。信念系統理論強調的是一個人

多種意念和價值觀將會逐漸形成的一個趨近穩定的體系，這個體系成為其政治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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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見乃至於行動的根源。因為這樣的信念系統穩定不易更換，且會透過選擇性

接受資訊（selective exposure）的機制自我增強，因此民眾能夠在面對選擇時（如

去不去投票、投給誰等）「腦補」式地做出意見與判斷（有政黨傾向的民眾即使資

訊不完整也可以形塑出足以說服自己的理由與決定）。 

信念系統概念後來更發展出能解釋民眾處理政治資訊的模型。美國政治學者

Zaller（1992）所提出的政治資訊處理模型Receive-Accept-Sample（RAS），指的是

民眾面對生活中的政治資訊，除了閱聽（R）之外，還有選擇性理解（順我意者聽

之，逆我意者斥之）的現象（A），最後在接受民調調查時將腦中累積出的正反印

象平均為一個當下的回應（S），也就是所謂的「民意」。這個模型不但成為1960年

代以降跨時約30年的民意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更引領出結合政治、心理與傳播

學的民意研究領域（Friedman & Friedman, 2012; Kinder, 2006; Leeper, 2014; Treier 

& Hillygus, 2009）。 

民意研究中有一派理論的發展強調同儕壓力（peer pressure）的影響，認為民

眾 透 過 人 際 連 結 傳 播 會 形 成 服 從 團 體 期 待 的 社 會 習 慣 （ Bellettini, Ceroni, & 

Monfardini, 2016; Lin, Wu, & Lee, 2006）。這些習慣沒有統一的模式，個人的多種習

慣會引導著每個人朝向同一個方向思維和行動（Duhigg, 2012）。模擬研究進一步

指出，由於每個人有自己的政治意識型態及思考習慣，政治意見領袖的影響力其實

很有限，很可能比一般人預期的要弱，也就是民意領袖的影響不易跨出「同溫層」

之外（Liu, 2007）。1因此，選舉時的投票動員往往是透過意識型態同質性高的社群

人際連結來傳遞（Fieldhouse, Lessard-Phillips, & Edmonds, 2015）。換言之，政治動

員往往發生在政治偏好相近的人所形成的社群中，只是這個社群因相近的思考模式

而不易受到其他政治菁英言論的影響。這個現象在媒體新聞資訊更加個人化的今

日，很可能進一步造成民眾沉浸在自己建構的意見世界中，一方面愈來愈難接觸到

多元政治資訊（Liu, 2016），另一方面愈來愈不願意在多元的資訊中調整自己的觀

點。透過習慣領域理論的視野來看，民眾的信念系統有愈來愈穩定（甚至是愈來愈

封閉）的現象，意味著民眾的政治生活出現了愈來愈僵固的實際領域，也就是在由

意見相近的人所組成的「同溫層」中，既有的政治意識型態被強化，調整意見的意

願變低，造成發動多元思維的概率下降。這個現象若放入世代差異來看，也許會更

清晰。 

                                                      
1 這裡的同溫層指的是經過個人主觀篩選產生的人際網路，與習慣領域理論中的「認同圈」概念

（identification sphere）大致相同（黃鴻順、游伯龍，2011），但不限於人際上的親疏（如家人、

朋友），而是更強調政治偏好的同質性（political hom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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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世代的實際領域差異 

每個人成長過程中都很可能在開始認識所處的社會的時候，深受親身經歷重

要的政治事件的影響。這些事件構成了信念系統的核心，而由習慣領域理論來看，

這些政治事件在往後歲月中隨著資訊的積累會形成強而有力的電網。例如，二二八

事件對某個世代產生了重大的衝擊，對執政黨國民黨產生強有力的電網，進而形成

了整個世代共享的實際領域。對於沒有經歷過這個事件、只能從教科書上學到這些

事件的年輕世代來說，他們的實際領域便不一樣。以此類推，我們可以想像，每個

政治事件背後都可能創造一個世代民眾共同的記憶，這些記憶經過RAS的長期作

用，會讓與這些事件相關的強大電網構成了每個世代的實際領域的一部分。如果再

加上政黨認同的作用，以及民主化政黨對立及反覆選舉的動員，民眾在政治意識型

態上的可達領域愈來愈受到限縮，甚至實際領域也愈來愈窄。這是從事民意研究及

關心民主發展的政治學者非常關心（甚至是擔心）的現象（Sniderman & Highton, 

2011）。 

陳陸輝（2000）與盛杏湲（2010）所使用的世代分界，是以親歷重大政治與

社會事件發生的時間為切割點，將出生於1943年之前的民眾視為第一世代，在青壯

期受國民黨政治教育影響的一代；出生在1943～1960年之間的為第二世代，在青壯

期目睹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及中美斷交、黨外運動及民進黨崛起的一代；出生在

1960 年之後的為第三世代，見證小黨成立、民進黨茁壯及政黨政治生態轉變的一

代。本研究所做的世代分界原則與此相似，但進一步參照國際學者的研究，將之精

緻化並延展至六個世代（Chang & Wang, 2005; Liu & Li, 2016; Rigger, 2006）。 

臺灣民眾不同政治世代的實際領域可以依其成年（18歲）經歷過的重大政治

事件大致區分為：第一世代（出生在1932年以前）經歷了1947年二二八事件前後外

省及本省族群之間的對抗；第二世代（出生於1932～1953年）在1949～1971年間進

入成年期，經歷了1971年被迫退出聯合國的中華民國重大外交挫折；第三世代（出

生於1954～1968年）則經歷了韓戰之後對臺美援及經濟穩定後1972～1986年間的工

商業起飛；第四世代（出生於1969～1978年）見證了經濟發展後帶來的追求自由民

主的運動，如1986年民主進步黨的成立、1989年中國大陸的天安門事件及1990年的

野百合學運；第五世代（出生於1979～1988年）經歷了1996年飛彈事件後的臺灣意

識高漲及2000年臺灣首次的政黨輪替；最年輕的第六世代（出生於1989年之後）則

是見證了2008年第二次政黨輪替、2014年的太陽花學運及2016年第三次的政黨輪

替。此外，隨著教科書內容的變化，第四、五、六世代對中國大陸的認識已愈來愈

薄弱（Li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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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領域理論指出，每個人的實際領域限制了我們的思維及決定方式，因此

我們必須跳出自己的實際領域之外，才能看到自己的限制，才有可能觸及可達領

域。若將習慣領域理論的視野應用到審視上述的政治現象上，那麼世代之間的政治

認同習慣領域的差異便必須先被描述出來，才有可能「知己知彼」。唯有讓民眾看

見自己和「同溫層」及其他不同世代實際領域的相對限制，才能認識自己的可達領

域，進一步擴大心量，對不同的領域產生包容感、同理心，最終才可能產生與不同

世代的和解方式。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使用MCA作為探索的途徑來呈現民意調查資料中較深層的意義。對應

分 析 是 使 用 類 別 型 資 料 （ nominal/categorical variables ） 的 因 素 分 析 （ factor 

analysis），能將變數之間多重且複雜的關係「降維」到兩個至數個維度，並將變數

群組之間的關係加以視覺化地呈現。MCA能將類別型變數依照變異的特性分為一

個到數個同質性的子群組，計算出這幾個變數子群組之間的關係，並將類別型資料

之 間 存 在 的 抽 象 關 聯 訊 息 具 體 化 。 具 體 的 說 ， MCA 能 將 交 叉 分 析 的 列 聯 表

（contingency table）上的次數轉化成較低維度（二維）的點構面圖來展現出每個

分類的相對位置，同時將列聯表中行與列對應關係視覺化，且能同時計算、處理多

個變數（Abdi & Valentin, 2007; Greenacre & Blasius, 2006; Husson & Josse, 2014; 

Roux & Rouanet, 2009）。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為「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六期第四次：國家認同

組」面訪資料（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主持，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執 行 ）。 調 查 於 2013 年 9 月 22 日 至 12 月 10 日 實 施 ， 資 料 於 2015 年 2 月 釋 出

（N=1,952）。此筆資料包含當前學界所認可的國家認同測量題，如「臺灣人／中國

人認同」、「兩岸關係偏好」等，亦包含民族認同題組、條件統獨題組等。此資料可

視為當前就臺灣民眾政治認同議題進行的調查中，最具題目廣度與推論效力的資

料。本研究從問卷中選出了關於國家及民族認同最常用、最相關的題目30題（題目

及選項的列表請參見附錄），進行MCA分析，並呈現不同世代在最主要兩個維度上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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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分析結果可分為三個部分來呈現，一是國家─民族認同題目之間所呈現的相

關性及構成的維度；二是問題與選項之間的關係；三是不同世代的受訪者在最主要

兩個維度上的分布及差異。 

一、問卷題目與維度構成 

MCA是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FA）的一種，同樣是以觀察眾多測量題背後

具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縮小維度（dimension deduction）、找出「潛

在變數」（latent variable）為目標的方法。FA以繪製陡坡圖（scree plot）當做是判

定「留下那幾個測量題」的最直接方法；MCA也可以產生陡坡圖，但它的意義不

盡相同，表示的是這些題目形成了多少個值得一提的維度。如圖1所示，這個由民

族 認 同 與 國 家 認 同 等 測 量 題 所 拼 合 而 成 的 題 組 ， 形 成 了 一 個 主 要 維 度

（dimension）及兩個次要維度。由於目前技術上無法同時進行三個維度的視覺化

及觀察分析，且超過兩個維度詮釋將變得困難及失焦，因此，以下分析只取前兩個

維度來觀察。 

 

 
圖1 MCA陡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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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這些變數放入第一、第二維度所形成的空間，則變數之間的相對距離顯

示出彼此的相關程度。每一個變數都在這個二維空間中成為一點，而變數之間的相

對位置顯示出變數之間的相關程度。變數與兩軸的接近程度則為該變數對於該維度

形成的貢獻程度。如圖2所示，有五組變數之間的距離特別相近：（一）v54題組

「請問您覺得下列這些歷史事件是不是很重要，要讓下一代永遠記得？」的兩題：

「推翻滿清，建立中華民國」（v54cr）與「八年對日抗戰勝利」（v54dr）；（二）

v54題組中的另外兩題「二二八事件」（v54ar）與「美麗島事件、黨外民主運動」

（v54br）；（三）「面對外來勢力時，臺灣人應該有『自己當家作主』的自覺與決

心」（v89br）與「臺灣人很優秀，各行各業都有人才在世界上有很成功的表現」

（v89gr）；（四）「臺灣是個小而美的國度，未來也都會繼續維持下去」（v89dr）與

「在臺灣長久居住或成長的人們應該一起發展出自己的新民族」（v89fr）；（五）

「有人認為，如果大陸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發展跟臺灣差不多，兩岸就應該

統一。」（v69r）與「我們國家的土地範圍應該包括哪些地方？」（v75r）。以上這

五組變數的相關性都得到卡方檢定的確認（顯著水準p < .001）。 

 

 
圖2 變數關聯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維度主要是由v54題組組成，除了這四題之外，並未見其

他國家與民族認同的測量題，出現在第二維度的軸線上；換言之，除了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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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之外，其他題目都可被視為是第一維度的構成成分。可以說本研究所使用的大

多數問卷題目，都是某個潛在變數的測量題，彼此之間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在這個

階段，我們還無法為這兩個維度冠上潛在變數的標籤，必須細看變數類別之間的關

係之後，才能進一步推想每個維度的內涵。 

二、變數類別與維度象限描述 

圖3是把所有變數及其變數類別都呈現在這個二維空間的情況。變數類別的相

對位置，是由變數與維度之間關係係數的平方（the square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ables and the dimensions, cos2）所計算出來的。這個cos2數值意味著變數對維度

構成的重要性，亦即哪些變數類別對哪些維度貢獻最多。2 

 

 
圖3 全部變數類別關聯分布 

                                                      
2 在二元對應分析方法中，兩軸所呈現的百分比之合呈現了兩個面向所能解釋的資料變異的總量

（inertia），若達72%已足以讓研究者有信心開始解讀圖表，若能高於75%更好，表示圖上所呈現

的資料點之間相對位置是穩定的。但若是使用多元對應分析方法，這兩軸的數字就不能被直接詮

釋了，即使顯示的百分比只有55%，研究者也是可以放心去詮釋圖表（參見Glynn, 2014, p. 461, 
473）。由於選項較多的變數會較選項少的變數在計算上來得有影響力（inertia），因此設計問卷

時，讓選項數盡量一致是較好的作法（Husson & Pagès, 2011,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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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第一個維度最重要的前六個變數類別依序為：（一）不同意「作為華夏子

孫，我們在國際上應該盡力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v89hr_0）；（二）不同意「中華

民族本來就包含很多族群，不應該分離」（v89ar_0）；（三）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

中國人（v57r_3）；（四）認為自己的祖國是中華民國（v15r_2）；（五）不認為「美

麗島事件、黨外民主運動」是重要歷史事件（v54br_0）；（6）不認為「二二八事

件」是重要的歷史事件（v54ar_0）。 

構成第二個維度最重要的變數類別依序是：（一）不認為「推翻滿清，建立中

華民國」是重要的歷史事件（v54cr_0）；（二）不認為「八年對日抗戰勝利」是重

要 的 歷 史 事 件 （ v54dr_0 ）；（ 三 ） 不 認 為 「 二 二 八 事 件 」 是 重 要 的 歷 史 事 件

（v54ar_0）；（ 四 ） 不 認 為 「 美 麗 島 事 件 、 黨 外 民 主 運 動 」 是 重 要 的 歷 史 事 件

（ v54br_0 ）；（ 五 ） 認 為 「 美 麗 島 事 件 、 黨 外 民 主 運 動 」 是 重 要 的 歷 史 事 件

（ v54br_1 ）；（ 六 ） 認 為 「 推 翻 滿 清 ， 建 立 中 華 民 國 」 是 重 要 的 歷 史 事 件

（v54cr_1）；（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重要的歷史事件（v54ar_1）。 

若取每個維度最重要的前兩個變數類別來看，第一維度軸線所代表的潛在變

數或許可稱之「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vs.反中華民族認同）。第二個維度明顯

不是由一般認知的「國家」認同測量題所構成。造成這個維度與民族認同明顯差異

的，是對歷史事件的認同。我們或可暫以「中華民國正當性認同」標記這個維度軸

線所代表的潛在變數（認同中華民國史觀vs.不認同中華民國史觀）。 

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他重要類別變數挑出來，找出這兩個維度所構成的空

間，並將較具相關性的變數類別群組標示出來。這樣做將更能呈現這兩個維度所代

表的意義，並找出目前所使用的認同測量題的所在位置。圖4所呈現的是全部數類

別中前30個最主要貢獻變數類別的分布，以下將把焦點放在這些具有較高的解釋力

的變數類別上。依這兩條軸線可畫出四個概念象限，由一到四分別為「認同中華民

族但不盡認同中華民國史觀」（右上）、「認同臺灣民族且不盡認同中華民國史觀」

（左上）、「認同臺灣民族以及中華民國史觀」（左下），與「認同中華民族及中華民

國史觀」（右下）。這四個象限內各自的主要變數類別所形成的群組之間具有一定的

一致性。以下將每個象限中的重要且彼此相關的變數類別列出，並還原該變數類別

的意思。由此將可以看到每個象限中民眾的實際領域，這些類別變數群組在意義上

非常接近訪談時受訪者會說出的話之集合。 

位於第一象限「認同中華民族但不盡認同中華民國史觀」的主要變數類別

為：不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重要歷史事件（v54ar_0）、不認為「美麗島事件、黨

外民主運動」是重要歷史事件（v54br_0）、第二世代（gen.2）、非大專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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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主要變數類別關聯分布 

 
（college_0）、男性（sex_1）、與政黨傾向為藍營支持者（camp_1）。 

位於第二象限「認同臺灣民族且不盡認同中華民國史觀」的主要變數類別

為：不同意「中華民族本來就包含很多族群，不應分離」這個說法（v89ar_0）、不

同 意 「 臺 灣 人 的 祖 先 就 是 黃 帝 ， 我 們 要 繼 承 這 樣 的 血 統 與 歷 史 」 這 個 說 法

（v89er_0）、不同意「作為華夏子孫，我們在國際上應該盡力將中華文化發揚光

大」這個說法（v89hr_0）、認為自己的祖國是臺灣（不是中華民國、中國或其他）

（v15r_1）且國家現在名字應該叫做臺灣（v76r_3）、不同意「不管臺灣發生任何

問題，我都一定會挺它到底，絕對不會想要移民到國外」（v89ir_0）、認為自己是

臺灣人（不是中國人亦非都是）（v57r_1），且國土不包含中國大陸（v75_0）、政黨

傾向為綠營（camp_2）及「中間╱不表態╱其他」（camp_3）。 

位於第三象限「認同臺灣民族以及中華民國史觀」的主要變數類別為：第五

世 代 （ gen.5_1 ）、 有 大 專 學 歷 （ college_1 ）、「 維 持 現 狀 ， 以 後 走 向 獨 立 」

（v61r_2）、二二八事件、美麗島事件及黨外民主運動算是歷史上的重要、值得永

遠被記得的事件（v54ar_1、v54br_1）、如果臺灣獨立不會引起戰爭，就應該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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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v67_1）、如果大陸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發展跟臺灣差不多，兩岸也不

應該統一（v69_0）。 

位於第四象限「認同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民國史觀」的主要變數類別為：「推翻

滿清，建立中華民國」（v54cr_1）與「八年對日抗戰勝利」（v54dr_1）很重要，要

讓下一代永遠記得、同意「臺灣人的祖先就是黃帝，我們要繼承這樣的血統與歷

史」的說法（v89er_1）、同意「中華民族本來就包含很多族群，不應該分離」的說

法（v89ar_1）、同意「不管臺灣發生任何問題，我都一定會挺它到底，絕對不會想

要移民到國外」（v89ir_1）、同意「作為華夏子孫，我們在國際上應該盡力將中華

文化發揚光大」（v89hr_1）、國家現在叫做中華民國比較適合（v76r_1）、中華民國

是祖國（v15r_2）、兩岸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v61r_4）、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

國人（v57r_3）、即使臺灣獨立不會引起戰爭，也不該宣布獨立（v67r_0）。 

三、受訪者在最主要兩個維度上的分布及差異 

以上對這兩個維度及四個象限的描述，大致符合經驗觀察，變數類別間也具

一致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將受訪者在這兩個象限上的分布狀況呈現出

來。 

圖5呈現受訪者在這兩個維度上的分布狀況。每個點表示每一位所選的30題都

有回答者（N=1,444）在這兩個維度上的相對位置，顏色較深的區域表示該區人數

較多較集中。單純從集中區域來看，認同中華民國史觀的民眾為大多數，符合當前

「中華民國是臺灣最大公約數」的經驗觀察。若以此圖為底，將受訪者在每一題的

答題上色，則可以進一步檢視受訪者在每一題分布情形，有助於進一步在前兩個階

段的觀察基礎上，確認這些測量題的區辨效果。 

此資料在所選的題目都有回答的受訪者包含了前五個世代，我們將不同世代

受訪者的分布情形呈現出來。如圖6所示，第一世代多分布於第四象限，第二世代

明顯出現較多的對於中華民國歷史正當性的懷疑，但基本上都認同中華民族認同。

第三世代則在兩個維度上分布較分散，不少人位於第二、三象限。第四和第五世代

則已明顯分布於第三象限。由此對照上述四個象限的變數類別特徵，可以清楚看見

「中華民國」及符號（如國旗）對不同世代具有不同的意義。對第一至第三世代來

說，中華民國的正當性來自於中華民族認同；而對第三世代以降，中華民國同樣具

正當性，但它的來源是臺灣民族認同。 



40 習慣領域期刊 第 7 卷第 2 期  

 
圖5 受訪者政治認同的分布 

 
 
 

-1.0 -0.5 0.0 0.5 1.0 
Dim1 (10.1%) 

1.0

0.5

0.0

-0.5

D
im

2 
(7

.4
%

) 

 

 

-1.0 -0.5 0.0 0.5 1.0
Dim1 (10.1%)

1.0

0.5

0.0

-0.5

D
im

2 
(7

.4
%

) 

 

-1.0 -0.5 0.0 0.5 1.0 
Dim1 (10.1%) 

1.0

0.5

0.0

-0.5

D
im

2 
(7

.4
%

) 

第一世代 第二世代 第三世代 

 

-1.0 -0.5 0.0 0.5 1.0 
Dim1 (10.1%) 

1.0

0.5

0.0

-0.5

D
im

2 
(7

.4
%

) 

 

 

-1.0 -0.5 0.0 0.5 1.0
Dim1 (10.1%)

1.0

0.5

0.0

-0.5

D
im

2 
(7

.4
%

) 

 

第四世代 第五世代  

圖6 不同政治世代的政治認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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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政治學的民意研究領域長期關注民眾的研究脈絡與傳統，指出了歷史記憶可

能形成不同的政治世代。本研究為政治學中使用首次應用習慣領域理論及其視野，

用於探索世代差異的嘗試。本研究首先應用MCA找出最主要的兩個維次，再以視

覺化的方式呈現四個象限中不同世代民眾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本研究發現：「一

個中華民國，不同世代各自表述」的認同樣貌反映了臺灣當前不同世代的民眾因為

個人成長歷程、生活經驗與政治社會化而產生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 

本研究使用2013年具全國代表性的樣本，發現第一、二世代的「中華民族的

中華民國」與第四、五世代的「臺灣人的中華民國」同時並存，對比強烈。第一、

二世代或許可以說是基於對中華民族主義的中華民國史觀認同的「天然統」，但是

主要分布第三象限的第五世代的並不算是「天然獨」（無條件主張臺灣脫離中華民

國獨立建國），因為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對他們來說並不弱於對其於他世代。總體來

看，第四、五世代至少在2013年進行調查時就已形成了「臺灣人的中華民國」（而

非臺灣人的臺灣國）的國家認同觀。 

以上的研究成果不宜被解讀為臺灣社會依世代而出現分裂。這個世代差異的

圖像宜被如此解讀：說到政治的認同，這個社會上同時存在著不同的政治認同習慣

領域，而這些習慣領域又與世代扣連在一起。由於民意調查資料反映的是受訪民眾

的實際領域，也就是受訪當下腦海中有作用的習慣領域，因此這個結果指的是每個

世代的民眾確實會有其不同於其他政治世代的實際領域。不過，我們也看到，即使

是同一個世代也非所有人都是同一種實際領域。若是民眾能夠認識自己或整個世代

的習慣領域，並進一步認識其他世代的習慣領域，將有助於消弭世代之間的對立。

讀者透過本研究認識不同世代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之後，亦將有助於開拓自己及整

個世代的習慣領域，降低透過自選資訊對政治認同產生的強化效果，並產生和解與

包容的力量。也就是藉由認識自己、自己的世代，以及其他世代的政治認同習慣領

域，進而辨識自己與他人的潛在領域及可達領域。 

本研究所呈現的世代差異圖，並非是時間序列概念的「演進圖」，而是個時間

切片，所呈現的是這個社會多個政治認同習慣領域「共存」的現象。無論是民眾、

媒體及政黨，都必須由此警覺到挑動世代對立的危險，以及捍衛一切促進世代之間

包容的努力。研究者期待讀者（尤其是政治領導者）在下一次遇到政治認同上的爭

議時，能夠警覺地想起本研究所呈現的世代差異圖像，並預料到不同世代民眾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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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所會做出的反應和言說。先不要跳入自己（世代）的習

慣領域，而是聆聽來自不同習慣領域菁英的說法，創造出更高的政治格局。 

研究者深切期待本研究結合習慣領域理論視野詮釋的結果，能夠來得及止住

當前各種民主隱憂結合社群媒體之後形成的惡性循環。如果遇到重大的爭議時，民

眾及政黨菁英無法辨識自己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反而選擇了以批評攻擊其他人的

習慣領域來強化自己的道德立場，那麼這將會為民主帶來深層的隱憂：有意識型態

的民眾將會更衝動且更容易被（煽動）動員，不計後果和自以為是的決策行為便會

出現。如果接觸到多元意見的民眾，政治參與動能相對降低或變得無感，那麼一者

進一者退的結果，將會造成社會不同立場音量的不均等，甚至影響選舉投票的結

果。 

總結而言，民眾的政治認同習慣領域是值得跨領域合作及深究的新課題，跨

足了心理學、傳播學、管理學、政治學及習慣領域。隨著日後認同調查的問卷題問

得更深入，廣度愈大，以及調查方式的多元化，本研究所介紹的MCA方法有很大

的潛力讓「探索式研究」為調查資料加值，讓資料描述更加豐富。研究者透過這個

途徑將能從民意調查資料中挖掘出更多研究課題（Gray, Jennings, Farrall, & Hay, 

2015; Rasmussen & Hansen, 2015），讓研究者與數據產生更多互動，並讓傳統的民

調轉成為承載豐富意義且能為有時效性議題產生具體貢獻的探索工具。我們也看到

習慣領域中的「潛在領域、實際領域、可達領域及可發概率」等核心概念，也可以

進一步與調查研究結合，為探索式的研究提供更豐富的客觀詮釋基礎。3 

最後，本研究在資料上及方法上有以下限制，讀者若要依研究成果進一步詮

釋，則必須謹慎。第一，從資料上來說，本研究所使用2013年的社會變遷調查國家

認同面訪案資料，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調查資料中，政治認同相關變數最多的一筆

資料。然而，由於該調查以「合格選民」（20歲）為訪問對象，因此本研究無法觀

察到更年輕（1989年後出生，即受訪時24歲以下）的受訪者，還無法觀察到最新

（第六）世代的政治認同觀。 

第二，此面訪案的調查時間為太陽花學運的前一年，因此本研究尚未能回答

2014～2016年之間，各個世代認同變化的樣貌。建議未來的研究者鎖定這兩年之間

的國家認同相關調查進行跨時、同題組之間認同樣貌的比對，一方面放寬調查對象

至大一生乃至高中生，另一方面從此刻開始進行定群、固定題組、跨時的追蹤調

查。 

第三，從方法上來說，本研究並無法確切為第一和第二維度貼上準確的標

                                                      
3 特別感謝審查者提出的建議。 



  劉正山 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異的圖像：以多重對應分析 43 
 結合習慣領域視野進行的探索  

 

籤，只能暫以「民族認同」及「中華民國正當性」稱之，這是研究者主觀的判定。

至於第一維度是否就該叫做民族認同，或是應該叫做國族認同，這是標籤選擇的問

題，雖不影響客觀資料的呈現，但亟需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及產生共識。即使多元對

應分析方法MCA能夠客觀呈現問卷調查題之間的關係，能夠協助研究者從看似一

般的問卷中挖掘出更多意義，對客觀呈現圖表的主觀解讀仍可能影響結論。因此，

建議未來使用探索途徑的研究者，一方面盡量全盤觀照所使用的題組，避免過度倚

重某些測量題；另一方面如實呈現變數之間的關係圖，保留讀者從不同的角度對同

樣圖表進行詮釋和修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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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TSCS 2013選用問卷題組 
代號 變數名稱／問卷題 選項 重編碼後數值

男 1 v1 ［受訪者性別］ 
女 0 
age≥(2013-1931) 第一世代 gen.1=1; else=0 
age≤(2013-1932) &  
age≥(2013-1953) 第二世代 

gen.2=1; else=0 

age≤(2013-1954) &  
age≥(2013-1968) 第三世代 

gen.3=1; else=0 

age≤(2013-1969) &  
age≥(2013-1978) 第四世代 

gen.4=1; else=0 

v2y 出生的民國年(age=102 - v2y) 

age≤(2013-1979) &  
age≥(2013-1988) 第五世代 

gen.5=1; else=0 

(01) 臺灣 1 
(02) 中華民國 2 
(03) 中國 3  
(04) 中華人民共和國 3  

v15r 
如果有人問您的祖國是哪裡，

請問您會怎麼回答？（訪員請

唸選項） 

(05) 其他 3  
v21 ［是否具大學學歷］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01) 無／不識字  (02) 自修／識

字 ／ 私 塾  (03) 小 學  (04) 國

（初）中 (05) 初職 (06) 高中普

通科 (07) 高中職業科 (08) 高職 
(09) 士官學校 (10) 五專 (11) 二

專 (12) 三專 (13) 軍警校專修班 
(14) 軍警校專科班  (15) 空中行

專／商專 (16) 空中大學 (17) 軍

警官校或大學 (18) 技術學院、科

大  (19) 大學  (20) 碩士  (21) 博

士 (22) 其他 

10以上=1;  
其他=0 

(01) 非常重要 1 
(02) 重要 1 
(03) 不重要 0 
(04) 非常不重要 0 

v54ar 
請問您覺得下列這些歷史事件

是不是很重要，要讓下一代永

遠記得？(a) 二二八事件 

(05) 沒聽說過 NA 
(01) 非常重要 1 
(02) 重要 1 
(03) 不重要 0 
(04) 非常不重要 0 

v54br 
(b) 美麗島事件、黨外民主運

動 

(05) 沒聽說過 NA 
(01) 非常重要 1 v54cr (c) 推翻滿清，建立中華民國

(02) 重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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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變數名稱／問卷題 選項 重編碼後數值 
(03) 不重要 0 
(04) 非常不重要 0 

  

(05) 沒聽說過 NA 
(01) 非常重要 1 
(02) 重要 1 
(03) 不重要 0 
(04) 非常不重要 0 

v54dr (d) 八年對日抗戰勝利 

(05) 沒聽說過 NA 
(01) 臺灣人 1 
(02) 中國人 2 
(03) 兩者都是 3 v57r 

目前社會上有人會說自己是臺

灣 人 ， 有 人 會 說 自 己 是 中 國

人，也有人會說兩者都是。請

問您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

人還是兩者都是？ (04) 兩者都不是 4 

(01) 儘快宣布獨立 1 
(02) 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 2 
(03) 永遠維持現狀 3 
(04) 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 4 

v61r 

對於未來臺灣與中國大陸的關

係，有人主張臺灣獨立，也有

人主張與大陸統一。請問您比

較贊成哪一種主張？ 
(05) 儘快與中國大陸統一 5 
(01) 臺灣 0 
(02) 臺灣、澎湖 0 
(03)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 0 
(04)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

港澳 
0 v75r 

［領土是否包括中國大陸］ 
 
請問您認為，我們國家的土地

範圍應該包括哪些地方？ 
(05)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

港澳、中國大陸 
1  

(01) 中華民國 1 
(02) 中華民國在臺灣 2 
(03) 臺灣 3 
(04) 臺灣共和國 4 
(05) 中國臺灣 5 
(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5  

v76r 
請問您覺得我們的國家現在應

該叫什麼名字比較合乎您的看

法？ 

(07) 其他 5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ar 

關於臺灣社會文化的現象，請

問您同不同意以下各種說法或

想法？ (a) 中華民族本來就包

含很多族群，不應該分離 
(05) 非常不同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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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變數名稱／問卷題 選項 重編碼後數值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br 
(b) 面對外來勢力時，臺灣人

應該有「自己當家作主」的自

覺與決心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cr 
(c) 現在的臺灣文化已經不能

再說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dr 
(d) 臺灣是個小而美的國度，

未來也都會繼續維持下去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er 
(e) 臺灣人的祖先就是黃帝，

我們要繼承這樣的血統與歷史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fr 
(f) 在臺灣長久居住或成長的

人們應該一起發展出自己的新

民族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gr 
(g) 臺灣人很優秀，各行各業

都有人才在世界上有很成功的

表現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04) 不同意 0 

v89hr 
(h) 作為華夏子孫，我們在國

際上應該盡力將中華文化發揚

光大 

(05)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也不反對 0 

v89ir (i) 不管臺灣發生任何問題，

我都一定會挺它到底，絕對不

會想要移民到國外 

(04) 不同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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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非常不同意 0 

v58r 

請您用0～10分來表示您自認

為是臺灣人的程度，10分表示

「 完 全 是 臺 灣 人 」， 0 分 表 示

「完全不是臺灣人」。請問您

會選幾分？ 

 

0～10 

v59r 

請您用0～10分來表示您自認

為是中國人的程度，10分表示

「 完 全 是 中 國 人 」， 0 分 表 示

「完全不是中國人」。請問您

會選幾分？ 

 

0～1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 0 

v67r 
有人認為，如果臺灣獨立不會

引起戰爭，就應該宣布獨立。

請問您同不同意？ 
(04) 非常不同意 0 
(01) 非常同意 1 
(02) 同意 1 
(03) 不同意 0 

v69r 

有人認為，如果大陸在經濟、

社會、政治方面的發展跟臺灣

差不多，兩岸就應該統一。請

問您同不同意？ (04) 非常不同意 0 
(01) 國民黨 1（泛藍） 
(02) 民進黨 2（泛綠） 
(03) 親民黨 1 
(04) 臺聯黨 2 
(05) 新黨 1 
(06) 建國黨 2 
(07) 其他 3（其他） 
(08) 泛藍 1 
(09) 泛綠 2 
(10) 其他政黨但不願明說 3 

v95 ［政黨陣營傾向］ 
 
國 內 的 政 黨 都 有 它 們 的 支 持

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

持者？ 

(11) 全支持／全不支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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