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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鄭夙芬研究員與林珮婷博士後研究員共同撰

寫論文，於五月二十日在日本香川大學參加日本選舉研究學會年會，進行論文發

表。以下報告內容包括本次出國目的、過程（含中文論文摘要）以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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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赴日本高松參加日本選舉學會研、討會(JAES)2017年學術研討會進行論文

發表，論文名稱為” What does Being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Mean? An 

Examination of Dual Identity in Taiwan”（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意義是

什麼？雙重認同者的檢視），透過調查資料的分析，檢視臺灣民眾的自我認同。

我們聚焦在調查中認為自己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這群民眾，瞭解他們是否較

傾向那一邊的認同。 

二、過程： 

  本論文由本人及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鄭夙芬研究員與林珮婷博士後研究

員共同合著，本人為主要執筆人。於 5月 19日於桃園機場搭乘華航 CI278班機

抵達高松機場，隔日 20日於會議所在地香川大學進行發表。本次會議於 21日結

束，隔日 22日由高松機場搭乘華航 CI279班機返回桃園機場。會議議程與會議

論文分別列為附件一與附件二。 

 會議中評論人浅野正彦（拓殖大学）提供了修改意見，包括：研究問題的釐

清，所提假設的修正，以及對於研究發現的進一步闡釋等。 

三、論文摘要： 

  本文使用電話調查資料進行分析。針對臺灣民眾的自我認同，傳統上的測量

是讓受訪者在「臺灣人」、「中國人」與「都是」這三個選項中擇一為其自我認同。

本文針對這個重要變數的測量做了一個調整，針對說自己兩者都是者，我們進一

步追問有沒有比較偏向中國人還是臺灣人，針對明確表示自己臺灣人或是中國人

的受訪者，我們也進一步追問其認同的強度。藉著這三到題目的資訊，我們建構

了一個七分類的自我認同變數。本文主要是由測量的效標效度針對這個新測量進

行評估。我們以這個新變數與效標之間是否具有一個遞移性進行評估。我們選用

的效標變數主要是與中國與臺灣之間關係有關的變數。 

  整體而言，這個新變數與這些效標變數之間存有遞移性。唯獨中國人認同者

在部分效標上有著與我們所預期的分布有所差異。這可能是導因於多數臺灣人與

中國之間的距離是較為遙遠而模糊的，不同人以不同的角度與標的物來思考中

國，因此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我們日後會以質化資料來進行進一步的的評估與分

析。 

四、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多數論文均為日文發表，因此吸收有限。但，本文評論人也給了

相當好的修改建議。同行的臺灣學者多為國內進行經驗研究的學界同儕，在會議

內外，針對調查研究做了許多討論。對於本系剛接手的民調中心之發展方向與具

體建議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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