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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意调查看台湾民众统独趋向

朱卫东●

台湾民意的统独趋向是研究台湾问题的一项重要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影响未来中国统
一能否尽早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系统研究和把握岛内民意的变化，对于我们深化台湾研究、促进
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分析近几年的岛内民意调查着手，窥斑
见豹，剖析当前台湾民众统独趋向的结构、分布与变化规律。

一、研究资料与方法

目前，民意在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
越来越关注这一课题。现阶段对台湾民意的研究，多从探讨选举中的民众投票行为和剖析民意调查
结果两方面展开。笔者有幸于1998年3月赴台进行短期研究，特地走访了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民调中心等岛内一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获
取了许多第一手的民调资料，因此，本文仅从分析岛内民调机构关于民众统独立场的角度探寻台湾
民意的趋向。

民意曾被西方政治学者描述成“一个善变、无知又力大无穷的巨人”，具有被动性、动态性和多
元性的特点，要精确把握民意的现状和变化规律并不容易。 同时，由于台湾独特的政治环境和传统
使得民意调查的“工具性”和“功利”色彩较为明显，民意调查成为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手段，台当局在
推行其大陆政策时，一方面通过民调窥视方向，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多地利用“民意牌”来为其分裂路
线张目。这一局限性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岛内民意调查行业
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一些较为独立、客观的民调已经出现，民意调查作为“社会温度计”和“政治水晶
球”的功能也在进一步发挥，从而为我们研究把握台湾民意的趋向提供了可能。

为了避免误用和滥用民调资料，影响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众多的民调中，笔者选择了学
术界和民间机构的民调资料，特别是那些公认的在样本代表性、抽样技术、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法等
方面均较科学、全面的民调作为分析素材。一是采用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柏克市场研究公司、中
华征信所和中山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1994年至1997年底所作的20次民调资料，通过四大专业
机构对同一问题的调查分析，以期获得资料的公正性；二是采用政大选举研究中心1995年8月所
作的15000个大样本的调查资料，以分析民众的背景因素同统独立场的关联性，获得研究的精确
性。 上述民调方法多为电话访问，少数为面访；调查对象为台湾地区20—69岁的成年人；问卷设计
按照通用的“统独六分法”测量，即民众统独立场的民意分布为六种：（1）尽快独立、（2）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3）永远维持现状、（4）暂维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5） 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统
一、（6）尽快统一。依习惯将1—2项合并为“走向独立”，将3—4项合并为“维持现状”，将5—6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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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走向统一”。由于对统独问题采“六分法”测量，因此不存在所谓“假设性前提”和“诱导、暗示提
问”等弊端，理论上说，调查结论应该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二、民众统独立场及其变化特点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纵向剖析及民众背景因素与统独立场的交叉分析，有如下发现：
（一）民众的统独意识较为复杂，与其他相关问题以及省籍等背景因素的关联性很强。
调查显示，岛内民众在攸关台湾前途问题上的共识一直难以形成，呈现出多元冲突、对立分化

的特质，意见分歧的复杂性较强；不同族群、省籍、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政党认同的民众在统独问
题上的看法均不一致。

此外，统独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以及省籍等背景因素的关联性很强，民众政治态度的一致性相
当高。历年来的民调统计分析发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绝大多数主张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前途，
在选举中一般都将选票投给民进党，他们的族群背景主要是本省籍的。反之亦然，主张统一和“暂时
维持现状将来统一”的群体也主要是外省籍，在政党认同上多是支持新党和国民党的。 造成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岛内政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有关统独立场、国家认同上的议题已广为
人知，且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使得议题彼此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相当高。

（二）统独意识的分布结构为“中间大两头小”，属于非对称性的、温和的意见对峙型态。
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中间立场者，占稳定的多数，比例维持在44％到60％，主张统一的比

例约占19％到28％，主张台湾独立的比例为10％到21％之间；主张急统和急独者均只占极少数，
主张急统者即使在香港回归时，最高比例也只有5.1％，而主张急独者最高比例也是在香港回归时
出现，不过10％。 至于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均不算高，在9.9％至21.6％之间。 这种状况显示
岛内民众基本上还是希望台湾未来能在统与独之间做一选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主张统一的比例近年来没有明显的增减，而主张台独的比例则有增加的
趋势。 主张“台独”的比例从1995年初的9.8％上升到1997年底的16.2％，增加了6.4个百分点。
在1996年3月台“总统”大选和1997年8月香港回归期间，主张“台独”的比例竟两度超过主张统
一的比例。

（三）主张维持现状者中，以偏向统一者占多数。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1996年10月为了调查主张维持现状这一高比例人群的统独偏向，将过去

常用的“统独六分法”测量模式改为八分法调查，结果发现，主张统一者上升至45.9％，维持现状者
降为12.9％，主张独立的比例变化不大。 这一结果表明，主张维持现状人群中多数还是倾向于统
一。此外，每当主张维持现状的比例上升时，主张“台独”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而主张统一的比例却
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维持现状”和“台独”是岛内民意的主要变区，而且互为消长；“维持现状”的
比例增加应被视为“台独”比例减少的一个指标。

（四）统独意识的变化受两岸关系和中共对台政策措施的影响较大，反应复杂。
岛内民众的统独态度在近年来两岸关系发生重大事件时均有明显波动。1994年3月31日“千

岛湖事件”发生，4月份的民调显示主张维持现状的比例增加了11.4个百分点，主张统一者减少了
6.6个百分点；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台湾问题重要讲话后，主张统一者上升2个百分
点，主张维持现状的比例冲上新高，达56.1％，主张独立者也下降到四年来历次民调的最低点，为
9.8％。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关系急剧恶化，祖国大陆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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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民调中维持现状比例增加，主张独立者先升2.7个百分点然后下降4.1个百分点，主张统一的比
例变动不大。 这表明“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确实震慑和打击了“台独”势力；1996年3月，岛内首次
民选“总统”，其间祖国大陆又两次试射导弹，民调显示主张“台独”的比例高达20.5％，第一次超过
主张统一的18.8％，台湾部分民众的排外情绪再一次宣泄，但激进的“显性台独”却遭到重创，民进
党推出的彭明敏的得票率仅为21.13％，创下了民进党历年选举得票率的最低数。尽管“反分裂、反
台独”斗争并未使岛内民意的统独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从长远观点看，对一些民众深层心理中
的“台独”幻想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受台当局歪曲宣传的影响，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台湾民众出现情绪性的
逆反心理，8月的民调主张独立的比例等二次高过主张统一的比例，主张统一者降至19％。 由此可
见，消除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歪曲宣传的影响至关重要。

至于台湾民众的统独意向如何受美国、日本等国际因素变化的影响，因民调中尚无这方面的实
证资料，故无从判断。 （上述20次民调资料，因篇幅所限从略。）

三、民众背景因素与统独立场之关系

如前所述，统独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以及省籍等背景因素的关联性很强，民众政治态度的一致
性相当高。 通过研究政大选举研究中心1995年8月所作的15000个大样本的调查资料，民众各项
背景因素同统独立场的关系如下：

（ 一）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低教育程度者对统独问题有明显的疏离感，持“不知道
或很难说、无意见”的比例达57.9％，随着学历的提高，这一项目的比例在递减，主张统一和独立的
比例均在升高。

教育程度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小学以下 3.8 3.7 16.3 8.4 7.3 2.5 15.9 42.0
国、初中 3.7 7.6 22.9 23.5 16.2 2.8 10.7 12.5
高中、职 3.8 9.8 18.9 32.3 22.9 2.5 5.3 4.4
专 科 3.3 11.8 11.2 34.5 32.3 1.8 3.1 1.9
大学以上 4.1 14.5 7.0 34.3 34.1 1.5 3.2 1.3

  （二）在性别方面：男女最大的差异在于，女性表示对统独问题“不知道”或“无意见”的比例达到
21.8％，是男性（10.3％）的两倍。

性 别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男 5.5 10.2 15.0 23.7 23.5 2.7 9.0 10.3
女 2.2 6.8 17.4 24.8 16.2 2.0 8.7 21.8

  （三）在年龄方面：在20—29岁这一组年轻人中，主张“维持现状看情形决定”占36.9％，主张
“维持现状以后统一”占28.1％，二者均是各年龄组中最高的。这一状况显示，一方面年龄越轻政治
上越不成熟，尚难作出选择，也有时间等待；另一方面则表明目前台湾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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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主义”，对年轻人的影响较深，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统一”。 在30—59岁这三组中壮年人口
中，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比较高，达18％。

49岁以下的人口（国民党逃台以后出生、成长者）至少有40％以上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明确的统独倾向，视情况而定。 而50岁以上的人口（1949年前出生、成长者）对
此议题出现较多无法回答的情况，60岁以上的群体中更有高达37.1％的人不知道如何表达统独问题。

年 龄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20—29岁 2.5 9.7 13.6 36.9 28.1 1.9 3.3 4.0
30—39岁 3.0 10.7 18.3 29.5 19.9 2.1 7.2 9.2
40—49岁 5.6 9.0 18.0 23.7 18.1 1.8 9.4 14.4
50—59岁 5.1 6.5 17.8 12.9 14.5 2.6 13.5 27.1
60岁以上 3.6 3.2 12.4 7.1 17.1 4.6 14.9 37.1
  （四）在省籍方面：外省族群支持统一的高达45.3％，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定者占26％，只
有极少数（4.7％）赞成独立；岛内闽南人和客家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比较分散，闽南人对统一的支
持度低于客家人（17.2％对29.7％）；原住民有25.4％的比例回答“不知道”。

籍 贯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客家人 3.1 7.3 17.1 24.3 23.0 2.7 7.1 15.4
闽南人 4.5 9.6 16.6 24.3 15.6 1.6 9.6 18.2
外省人 0.9 3.8 14.2 26.0 40.0 5.3 5.3 4.6
原住民 1.7 4.7 15.5 18.1 18.1 5.2 11.2 25.4

  （五）在职业方面：军公教人员的立场多赞同“维持现状以后统一”（41％），很少部分（10.7％）支
持独立；一般工商业部门则以“暂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定”者居多，其支持独立的比例也较其它职业类
别为高；学生仅有6.6％的人喜欢“永远维持现状”，对统独各有支持，主张“以后统一”的占32.1％，
高出支持“以后独立”的（16.4％）一倍；至于农、工、主妇等以回答“不知道、很难说”为最普遍，相对
而言，主妇最容易倾向“永远维持现状”，占20.7％。

职 业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军公教 2.2 8.5 11.9 28.5 38.0 3.9 4.5 2.5
自营商 6.8 12.8 17.0 26.5 20.0 1.9 7.1 7.9
服务业 3.0 10.1 15.9 32.0 23.4 1.9 6.3 7.4
工 人 3.7 7.2 16.5 20.2 9.0 2.8 11.5 22.1
农 民 4.9 5.0 15.7 11.9 32.1 2.6 15.7 35.3
学 生 4.2 16.4 6.6 37.5 32.1 1.0 1.7 0.5
主 妇 1.6 4.9 20.7 21.8 12.0 1.8 9.8 27.5
其 它 5.1 5.2 12.3 15.4 16.5 2.7 16.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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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族群意识方面：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群支持独立的仅有5.9％，绝大多数人希望统
一。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受访者多同意维持现状，倾向独立。认为“两者都是”的人群大多支持维持
现状，比例达47％。

族群意识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台湾人 10.1 15.9 16.3 17.1 7.2 1.5 9.5 22.5
两者都是 1.9 7.1 17.0 30.0 21.6 1.9 8.4 12.1
中国人 1.5 4.4 16.2 24.1 33.5 4.6 6.8 8.8

  （七）在政党认同方面：对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的支持度基本上同这三党给外界的统独印象相
对应，“偏新党”的受访者有近半数主张统一（47.4％），“偏民进党”的人群有43.4％希望独立，“偏
国民党”者希望独立的比例只占7.9％，多数人要求维持现状，占46.5％。

而对政党持“中立”意见者，也多主张维持现状。

政党认同 尽快独立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独立

永远维持现

状

暂维现状看

情形再定独

立或统一

暂维现状以

后走向统一
尽快统一 无意见 不知道

偏国民党 1.9 6.0 20.0 26.5 29.3 3.6 5.6 7.1
偏民进党 16.1 27.3 11.4 23.2 8.8 2.1 4.6 6.5
偏新党 0.3 5.6 10.3 34.4 45.3 2.1 1.2 0.8
其 它 5.6 16.8 15.4 30.8 21.7 2.4 3.1 4.2
中 立 3.1 7.0 18.9 26.0 14.9 1.9 12.7 15.6
无意见 1.2 2.6 10.0 10.6 6.6 1.3 14.4 53.4

  上述结果表明，岛内民众在统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统独意识正处在复杂而缓慢的变化
中。 总的来说，目前台湾民众的地域认同已经确立，国家认同开始迷惑，民族认同逐渐松动，这一趋
向不仅值得研究者深思，更应引起一切关心中国统一人士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台湾民众统、独意识的变化，深受台湾特殊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外力
等因素的影响，是这些因素在心理上的综合反映，具有被动和易变的特点，它也必然会受新的因素
的影响而变化。笔者深信，随着祖国大陆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日益增强，岛
内绝大多数主张维持现状的民众将会越来越倾向于统一，民意将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
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选举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民意调查研究室、《联合报》和
《中国时报》民调中心等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责任编辑 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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