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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年代末期，台灣政治開始邁向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有關國族認同的議題也

逐漸出現於政壇和公民社會的討論中。國內最常使用的測量方式為詢問受訪者認為自

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的測量，有時候也會有續問題，請表示自己「都是

」的受訪者再進一步區分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該測量也成為國內各大型調查研究計畫問卷設計的核心題組。本文使用台灣選舉與

民主化調查（TEDS）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和（TSCS）兩項大型調查計畫中有關國

族認同之歷次獨立、再測和定群追蹤調查的資料。研究發現就國族認同測量的信度分

析結果來看，定群追蹤資料的信度係數較再測資料稍低些，係數介於0.34至0.45之間

，屬普通一致到中度一致的程度。歷年定群追蹤資料顯示，大概有25％到35％左右的

民眾改變其國族認同，主要變化是以「台灣人」和「都是」之間的流動為主，同時受

訪者的年齡、省籍、統獨立場和是否在大陸經商工作則是可能影響態度改變的重要因

素。同公職選舉類型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有所不同，以TEDS立委選舉年的調查資

料來做建構效度檢定的結果不佳，但總統選舉年調查資造的檢定效果甚佳。顯示民眾

在總統選舉傾向依循族群進行投票，在立委選舉則較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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