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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進入政治民主化的轉型，審視過去2、30年影響台灣民主

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省籍與族群意識、國家認同、統獨立場及政黨認同之間有密切

的相關性存在，同時也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變項，顯示族群間的政治分歧是驅

動台灣政治變遷的長期重要動力。然而，台灣自2000年以後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上

升，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經濟分配的階級議題逐漸浮現，並成為2012年總統選

舉在野民進黨的選舉核心訴求。本文想探討隨著經濟分配議題的出現，階級在2012年

總統選舉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究竟如何？換言之，在過去省籍分歧所建構的「族

群政治」中，台灣社會是否會有出現「階級政治」的可能？亦或族群政治的本質即是

階級政治？本文的研究發現與Yang(2007)使用台大政治系1986年調查資料所獲得的結

果相當一致，1)省籍之間的階級組成有顯著的差異，外省籍在階級組成分布上具有優

勢，本省籍則處於相對弱勢。2)外省籍與本省的優勢階級支持國民黨，本省的弱勢階

級支持民進黨。換言之，階級處境是影響本省籍選民政黨抉擇的重要變項，所得中高

且穩定的優勢階級支持國民黨；所得中低且不穩定的弱勢階級支持民進黨。就階級對

台灣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而言，在1986年與2012年選舉中擁有相同的作用，顯示在傳

統族群政治下仍存在著階級投票的影響。其次，雖然社會階級分類方法及研究模型不

同，但是本文與晚近兩岸經貿政策的階級政治研究，均發現階級對選民政黨認同或政

黨抉擇的顯著影響。顯示除了族群政治之外，經濟分配議題所對應的社會階級分歧

，已經成為影響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項。第三、階級的政治分歧被既有的政黨

體系吸納，民進黨代表本省弱勢階級的利益，國民黨代表優勢階級的利益，未來出現

政黨重組的機率不高，藍綠兩政黨體系將繼續維持。第四、根據所得收入及所得穩定

所建構的社會階級分類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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