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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群、統獨爭議
與國家認同



台灣地圖—古今概覽(一)2

1571(448年前)葡萄牙人所繪
福爾摩沙-台灣為三塊分開的島嶼

1597(422年前)西班牙人繪製的海圖
上半圖之台灣畫成一個島嶼

下半圖為菲律賓

NOU

16世紀末葉



台灣地圖—古今概覽(二)3

1630(389年前)台灣及澎湖地圖
荷蘭人Vingboons繪製

圖中央魍港(Wankan)今之嘉義布袋

1652(367年前)台灣地圖
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

NOU

17世紀

1996台灣總統大選
候選人彭明敏Logo



台灣地圖—古今概覽(三)
4

1937

日治時期
五州三廳
⑴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州
⑵澎湖、花蓮港、臺東廳

NOU

←20世紀初葉 ↓21世紀

今日台灣衛星3D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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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群一般分為1.原住民、2.福佬人、3.客家人、4.外省人，晚近增列第五族群5.新住民(大

陸港澳配偶、東南亞國家為主的外籍配偶及外裔人士)。小族群110萬人：原住民57萬人(原住

民族委員會官網)、新住民50萬人(內政部官網、新北市10萬人)。中族群約730萬人：外省人

280萬人(參酌內政部舊資料以12％概估← 81(1992)年11月內政部最後一次公布「臺灣地區人

口省籍別分布狀況」統計資料外省人13％，以後政府機關調查無省籍項目，改以出生地取代

之)、客家人450萬人(客家委員會官網)。大族群約1,510萬人(扣掉1.3.4.5.四族群之福佬人數)

萬人 福佬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新住民

台灣族群分類
▲ 4加1族群：四老族群＆一新族群、人數懸殊
台灣當前人口2,350萬人(內政部官網108年5月2,359萬人)

福佬、客家、外省大三群95％
原住、新住小兩群 5％

64%

19%

12%

3% 2%

福佬人
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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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台灣近代族群遷移前之
史前(原住民)考古Ａ

★台灣考古發現
1.台灣最早住民來台途徑
學界向有「陸橋說」(由大陸東渡海峽而來)與
「黑潮說」(由東南亞海上順乘黑潮北上而來)
兩派之爭

2.台灣最早文化
長濱文化，距今2至3萬年(或5千至5萬年)，台
灣本島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跡，1968由台灣大學
考古隊在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挖掘發現。長濱
文化雖有豐富的文化遺物「石器狩獵並用火」
，遺憾者並無化石人骨共伴出土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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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考古發現
3.台灣本島最早人骨
⑴大坌坑文化人，1996在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考古遺址
發現的人類骨骸，距今5千年

⑵左鎮人，1970在台南市左鎮區菜寮溪河床發現的一
件頭蓋骨化石，距今3千年

4.台灣離島最早人骨
亮島人，2011在馬祖(連江縣)亮島發現的完整屈肢葬
骨骸，距今8千年

5.台灣第一狗、第一米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考古遺址於1995進行挖掘迄今，隔
年1996發現狗化石(台灣第一狗)，2015再發現稻米化
石(台灣第一米)，屬大坌坑文化時期，距今5千年

NOU

7
台灣近代族群遷移前之史前考古Ｂ



★台灣名稱由來
據考證，「台灣」名稱來自平埔族—西拉雅族(Siraya

、分布今之台南嘉義平原地區)之「台窩灣社」(Taioan/
Taivoan，今之台南安平區，名勝景點安平古堡及億載金
城)，荷蘭人1624來台時便以此稱呼之，並隨漢人以音
譯轉寫為漢字「大員、大苑、大灣、臺員或台窩灣」等
名稱，最後到清朝時期，演變成以北京話發音的「台灣
」留名，直到現在

★台灣古名：夷洲(夷州)或流求(琉求)
遠古至三國東吳及隋朝、中古至元朝，官民書籍曾以

夷洲(夷州)、流求(琉求)描述指證台灣，但可信度受疑
。縱使確信，只能說明中國政權(東吳、隋朝及元朝)短
暫性派員到訪或討伐，但未納入版圖設官治理 ←下頁續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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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名稱由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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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名：夷洲(夷州) ←主流說、但受質疑

1.西晉史家陳壽(233~297)《三國志·吳書·
孫權傳》記載吳帝孫權(182~252)「黃龍
二年(230)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
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2.東吳沈瑩(2??~280)《臨海水土志》
「夷州在臨海郡(今之浙江台州)東南，去郡二千
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
所居。各號為王，分劃土地。土地饒沃，既生五
穀，又多魚肉」

吳帝孫權-
唐代閻本立繪

台洲(古臨海郡)
在浙江的位置→

浙江在中國及
←東亞的位置

台灣名稱由來(二)

NOU



★台灣古名：流求(琉求) ←輔強說、亦受質疑

1.《隋書·流求國》和《隋書·陳稜傳》所提之東方海上
島國，隋煬帝楊廣(569~618)大業年間(605~618)數次
派遣武將到達流求國，誅其王並逮島民回隋

2.元成宗(1265~1307、元朝第二位皇帝1294~1307)元貞
三年(1297)，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1245~1313)上書
「今立省泉州，距琉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
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

3.元代商人兼航海家汪大淵(1311~1350)兩度自泉州出發
航海到南洋，1330到訪淡馬錫(馬來語Temasik、今之
新加坡)，記錄當時牛車水(馬來語Kreta Ayer、今之新
加坡唐人街)已存在華人社區。汪大淵返居泉州，1349

著成《島夷志略》，提及「自彭湖望之(琉求)甚近」及
「琉求出產硫磺、原住民獵人頭習俗」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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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名稱由來(三)



★原住民族(老祖宗)聚居台灣五千年
先民遺骸考古5千年，惜無文字留史，演進能力貧弱而難與

主流族群抗爭，漸為現實下弱勢犠牲者，甚為發展洪流下被淘
汰者—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大陸漢人移墾台灣始於16世紀中後期(A)
由下列5史實，論證漢人16世紀中後期開始移墾台灣：

⑴1281元朝開國皇帝世祖忽必烈(1215~1294、在位1260~1294)
至元18年，欽派征日艦隊遭遇颱風鎩羽而歸，返途道經澎湖
而設澎湖巡檢司，延續百年至1384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在位1368~1398)洪武17年，頒旨封海政策而撤離澎湖
⑵1405~1433(明成祖永樂3~31年)，鄭和艦隊7次下西洋，未巡
澎湖，更未進台灣
→明太祖先撤澎湖巡檢司、明成祖後遣鄭和下西洋未進台灣
，足以佐證明朝初期國威未及台灣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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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族群遷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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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西洋航程之主要港口：
Changle(福州市長樂區-明國)

Quanzhou(福建Chinchew泉州-明國)
Qui Nhon(歸仁-越南)
Surabaya(泗水-印尼)

Palembang(巨港-印尼)
Malacca(麻六甲-馬來西亞)

Semudera(北蘇門達臘省-棉蘭-印尼)
Sunargaon(達卡-孟加拉)

Pandua(今Adina亞迪那-印度)
Galle(迦勒-斯里蘭卡)

Beruwala(貝魯瓦拉-斯里蘭卡)
Quilon(今Kollam奎隆-印度)

Calicut(今Kozhikode科澤科德-印度)
Hormuz(荷姆茲-伊朗)

Lasa(今Mukalla穆卡拉-葉門)
Aden(亞丁-葉門)

Mogadishu(摩加迪休-索馬利亞)

外國港口分屬九國

明代鄭和艦隊7下西洋路線圖、1405~1433蘇州劉家港啟碇、航過澎湖台灣而不入
劉家港位址-今之江蘇省蘇州市太倉市瀏河鎮、南隔瀏河毗鄰上海市寶山區及嘉定區

NOU



★大陸漢人移墾台灣始於16世紀中後期(B)
由下列5史實，論證漢人16世紀中後期開始移墾台灣：

⑴1281元朝開設澎湖巡檢司～止於1384明朝封海撤離
⑵1405~1433鄭和艦隊7次下西洋，未巡澎湖，更未進台灣
⑶1563明朝後期世宗嘉靖42年，考量倭寇海盜侵擾江浙閩

粵(東南)沿海治安，恢復設置澎湖巡檢司(意即停止已
實行長達一百八十年之祖制封海政策)，1563明朝復設
澎湖巡檢司事關漢人移墾台灣年代

⑷1624荷蘭人抵南台，興建熱蘭遮城，設立殖民地，除接
觸眾多平埔族原住民外，亦與在台漢人互動

⑸1624福建漳洲人顏思齊率領漳泉民眾，移墾笨港潟湖鄰
區沼澤和陸地，拓建笨港十寨，即今之雲林北港、水林
及嘉義新港近海地區

NOU

13 台灣島族群遷移(二)



★大陸漢人移墾台灣之開端(A)
明朝末葉神宗萬曆期間(1572~1620)，福建布政使司

(通稱行省)漳州府海澄縣(今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市海澄鎮，北濱

九龍江遠望廈門市海滄鎮，九龍江入海灣北達廈門鼓浪嶼、東抵金門大膽

島二膽島)海外發展卓著人士顏思齊(1586~1625)，身懷精
湛武藝，在菲律賓馬尼拉受洗天主教徒、教名Pedro，
再赴日本長崎經商，加入海商海盜船隊李旦(福建泉州
人，15??~1625)陣營而為得力副手，荷蘭檔案稱作「中
國彼得」(Chinese Peter、西班牙文Pedro Chino)，其武
裝船團首領李旦綽號則為「中國船長」(Captain China)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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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明末三帝(1572~1644)：
神宗萬曆(1620殁)→熹宗天啟(1627殁)→思宗崇禎(1644殁)

②鄭成功父親鄭芝龍曾投效李旦麾下而為其義子，並與顏思齊等人結拜兄弟

台灣島族群遷移(三)



★大陸漢人移墾台灣之開端(B)
1624(明熹宗天啟4年)，顏思齊因事為避日本幕府(江戶

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任內)追緝，率領13艘船離開日本
轉往台灣，農曆8月23日航抵17世紀荷蘭人地圖稱為Ponkan

之台灣中部河口港—潟湖內海，此區為原住民Hoanya洪雅
族出沒狩獵區域

Ponkan河口港—潟湖內海，漢人稱為笨港，港道迂迴，
易於迴避官兵(類似水滸傳梁山泊)，顏思齊派幹部返回福
建，招募故里漳州、泉州貧苦民眾，累計三千多人唐山過
台灣、勇渡黑水溝，移墾於潟湖內海鄰區沼澤和陸地(今之
雲林嘉義近海區域)。顏氏率眾拓建笨港十寨，史稱漢人移
墾台灣基業之開端

NOU

15

注：①1624該年，除顏思齊率領船隊開抵台灣中部之笨港潟湖，招民拓墾外，荷蘭人亦
航抵台灣南部之台江內海，興建熱蘭遮城，佔據南台。②顏思齊登陸地約在「今日
北港溪左岸雲林縣北港鎮北壇碧水寺至右岸嘉義縣新港鄉南壇水月庵」之區間地域

台灣島族群遷移(四)



★大陸漢人移墾台灣之開端(C)

笨港十寨除往海上寇略，更從事陸上開發，並防備平埔
族原住民：以原有13艘船，開展台閩海上貿易，同時組織
海上捕魚和島上狩獵，兼籌山海經濟，以滿足移民生活及
生產需要

1625顏思齊和部眾到諸羅山(今之嘉義市)捕獵，暴食豪
飲，突染傷寒一病不起猝逝，得年僅39歲。顏身故後，眾
推鄭芝龍(1604~1661, 鄭成功父親)繼位盟主，繼續拓墾大

業並壯大海商武裝船團規模，貿易北至日本九州、南抵
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駐地、今之
印尼雅加達。鄭芝龍1628接受明朝招撫，1646改歸清朝
而遭軟禁於北京，1655入獄至殁
台灣人民為念先賢拓台，1959(顏思齊身殁後334年)在

北港鎮內圓環矗立「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

16

NOU

台灣島族群遷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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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港十寨(主寨、左寨、右寨、糧草寨、海防寨、船頭寨
前寨、後寨、撫番寨、北寨)—分布於今之雲林縣水林鄉

及北港鎮、北港溪(南)與牛挑灣溪(北)之間

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
-1959立於雲林縣北港鎮圓環、
底座碑文係空大教授蔡相煇撰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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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族群遷移＆政權更迭(一)
★台灣島上主流族群開發四百年

台灣四百年歷史發展(漢人為主)重要里程

1405~1433

明成祖永樂3年
鄭和開始7次下
西洋未進台灣

1563~17世紀初期
明朝後期復設澎湖巡檢司、漢人移
墾開始、荷蘭西班牙短期佔據局部
台灣-熱蘭遮城(南)紅毛城(北)

17世紀
明末清初

漢人唐山過台灣
中葉起規模移民

1662 1683 1895

鄭成功
驅走荷蘭
治理台灣

清聖祖康熙22年
施琅收台灣

清朝新增版圖

日本
殖民台灣

馬關條約割台

1912
中華民國誔生
承續清朝中國

1945

台灣光復(終戰)
回歸中國
日本投降

1949分立～2019現在～21世紀未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轉進台灣
台灣海峽分治迄今已滿70年，未來續分或

朝合、主權相關或兩國各主?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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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17～18世紀(明末清初～清朝康雍乾盛世)

大陸漢人逐波增量渡海抵台之移民社會俗諺

清代施琅將軍
(1621~1696)

雲門舞集＜薪傳＞渡海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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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族群遷移＆政權更迭(二)
★台灣政權歸屬接力賽：明代後期到今日21世紀

1.1563～1624明末61年
明朝後期1563世宗嘉靖42年，恢復設置澎湖巡檢司(停止
太祖洪武帝封海政策)，漢人開始移墾台灣～1624荷蘭佔
南台、建熱蘭遮城；1626西班牙人佔北台、建聖多明哥
城(淡水紅毛城)及聖薩爾瓦多城(基隆和平島)

2.1624～1662荷蘭西班牙殖民38年
3.1638以前～1732台灣中部原住民大肚王國，橫跨明末、
荷西、明鄭、清朝四政權

4.1662～1683明鄭21年(鄭成功、鄭經、鄭克塽三代政權)
5.1683～1895清朝212年(施琅收台灣、清朝版圖擴及台澎)
6.1895～1945日治50年(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澎予日本)
7.1945～1949回歸中華民國4年(日本戰敗、台澎回歸中國)
8.1949(PRC誕生、ROC轉進台灣)～2019今年兩岸分治已
滿70年～21世紀未來(繼續分治或統合？)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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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大肚番王統轄地區圖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數位典藏

至少1638~1732
左圖：大肚王國(跨部落聯盟)

主要轄區-大肚山之
今日地理位置圖

右圖：大肚王國鼎盛轄區之
今日地理位置圖

台灣原住民政權—大肚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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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族群遷移＆政權更迭(三)
★台灣海峽兩岸政權分合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統合曾長達212年、分治迄今滿70年

統 合(長短加總約280年)

1 清朝212年：1683~1895

2

明末61年：1563~1624

1563明世宗嘉靖42年，復設澎湖巡檢司
(停止太祖洪武帝封海政策)

1572神宗萬曆即位
1620熹宗天啟即位
1624顏思齊航抵中台灣笨港、招民移墾
1624荷蘭人佔南台灣：熱蘭遮城
1626西班牙人佔北台灣：

聖多明哥城-淡水紅毛城
聖薩爾瓦多城-基隆和平島

1627思宗崇禎即位
1644崇禎皇帝於北京煤山自縊、明亡

3 中華民國4年：1945~1949

分 治(長短加總約180年)

1

現狀已滿70年：1949~2019~未來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

2
日治50年

1895~1945

3
荷蘭西班牙殖民38年

1624~1662

4
明鄭21年

1662~1683

NOU



台灣族群認同→
台灣人認同→民族(國家)認同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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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台灣地區(台澎金馬)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新住民

五族群之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議題，緃有主觀建構的成
分，基本上仍屬於血緣、文化、社會層面意義的族群認同，
另更廣博之群體認同(集體認同、身分認同、民族認同、國
族認同)，茲稱之為台灣人(Taiwanese)或者使用包容性最大
之台灣住民(resident of Taiwan)

今日及未來之認同政治議題：台灣人與海峽對岸中國人在
血緣文化社會上是否交融一族或是硬割不同二族？以及連動
者(可個別處理)，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政體名稱、憲法法理
，究竟應⑴支持並愛護中華民國、或⑵另起爐灶建立新國家
—台灣共和國、或⑶與對岸統合？此一政治前途抉擇，那種
較福國利民而正德利用厚生以傳千秋萬世？



傾統傾獨序言(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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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政治犯告終(A)
我國於76(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蔣經國總統

過逝(77.1.13)前半年之決定〕，80.5.1終止動員戡亂
時期

為應國家發展之需要，刑法之內亂罪第100條條文
緊接於81.5.16修正公布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
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
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

刑法第100條內亂罪新舊條文不同之處，在於新法
只增列六個字「以強暴或脅迫」，但其意義卻非常
顯著重大，從此我國沒有「思想犯、政治犯」



傾統傾獨序言(二)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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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政治犯告終(B)
台灣是自由多元社會，也是民主法治國家，人民之政治

意識型態有獨有統，或不獨不統，或可獨可統。人民以言
論宣揚或以非為強暴或脅迫方法，推動政治意識型態及國
家定位組構等政治工作，例如推動：
⑴台灣獨立建國
⑵台灣與大陸統一
⑶台灣成為美國第51州
⑷台灣成為日本特區
等兼具理想性及艱難性
政治訴求者，皆未符合
刑法第100條內亂罪之構成要件

2017.2.28自由台灣黨主席
蔡丁貴(1949~)於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焚燒國旗

中山高速公路
頭份交流道旁

民宅屋頂升五星旗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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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及法律規範
1.憲法(前言、第2, 3, 4, 6條)
⑴依據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
，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
制定本憲法

⑵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⑶具有國籍者為國民
⑷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決議不得變更
⑸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傾統主張(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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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及法律規範
2.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第1, 4, 11, 12條)
⑴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增修本憲法條文
⑵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應投票複決
⑶立委1/4提議、3/4出席，及出席立委3/4決議，
得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領土案須以全體
立委計算之)，公告半年後，交公民投票複決，有
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變更之

⑷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
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傾統主張(二)



傾統主張(三)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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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及法律規範
3.公民投票法(第1, 2條)
⑴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
之行使，特制定本法

⑵全國性公民投票，依憲法規定外，其他適用事項
如下：①法律之複決

②立法原則之創制
③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條)
⑴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
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
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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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及法律規範
5.國家統一綱領(已不適用)
⑴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臺灣地區
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
、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

⑵近程(互惠交流階段)
中程(互信合作階段)
遠程(協商統一階段)

⑶1991李登輝(1923~)總統任內通過
2006陳水扁(1950~)總統宣布國家統一委員會
終止運作、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

傾統主張(四)



傾獨主張(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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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決議文件
1.台獨黨綱

1991民進黨第5屆第1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修訂黨綱
中的一個條文，草案由林濁水(1947~)等人起草，揭示
追求通過公民投票，讓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理念
⑴國家領域主權和國民身分的確立，是現代主權國家對

內建立法政秩序、對外發展國際外交的前提
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

不及於中國大陸
⑶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
符合台灣社會現實，並依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

⑷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
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
票方式選擇決定



傾獨主張(二)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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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決議文件
2.台灣前途決議文(A)

1999民進黨第8屆第2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通過的文件，主要撰稿人為梁文傑(1971~，
2010.12.25就任台北市議員迄今)，描述台海
現狀，並揭示該黨理念，為翌年2000總統大
選勝選(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打下重要基礎
⑴台灣事實上已成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主權領域僅
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
之領海與鄰接水域

⑵台灣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互不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現實狀態



傾獨主張(三)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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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決議文件

2.台灣前途決議文(B)
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

投票方式決定
⑷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最好能名實相符，以台灣為

國家的名字；但是當國際現勢不允許時，應當接受暫時
以其他名稱，維護實質獨立的成果

注：①民進黨暫借中華民國之殼上市(借殼上市)，贏得總統大選，執政作為
邁向實質獨立

②阿扁總統曾說「正名為台灣共和國，李登輝總統12年任期做不到，他
的任期也做不到，不能騙自己也不能騙別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③阿扁2018.9.2接受日本《產經新聞》以懇談會方式訪問(3天後9月5日
以頭版頭條新聞刊出)，主張台灣推動公投以明示國際「不想成為中國
的一部分」，林濁水譏諷「公投最大意義為台獨一併中國的決心，但
不徵兵要公投，決心恐怕假了一點」



傾統傾獨民意(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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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1.近期民眾對中國好壞感各半
傾綠(綠營)智庫台灣民意基金會2018.6.17發表
民調(6月11~12日抽樣調查)，董事長游盈隆
(1956~)主持：

⑴台灣人喜歡的國家前五名依序為：
新加坡(88.2％)、日本(84.6％)
加拿大(82.3％)、歐盟(74.8％)、美國(70.6％)

⑵台灣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感覺：
好感度48.8％(非常好8.0％＋還算好40.8％)首次超越
反感度43.9％(非常不好20.0％＋不怎麼好23.9％)，
考量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及台灣民心變化，得稱之
為台灣民意的「歷史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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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統傾獨民意(二)
●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2.近期民眾統獨立場(A)
⑴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1949~,其

兄吳乃仁)1993發表「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
，提出條件式統獨之建構測量：①「如果台灣
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
贊成台灣獨立？」、②「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
發展大致相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藉以推論→
台灣民族主義者：同意①而不同意②，不論中國是否自由

民主、繁榮富裕，都不願意和中國統一
中國民族主義者：同意②而不同意①，即使台灣獨立不會

帶來戰爭，也不願意台灣獨立
實用主義者：①②都同意者，只要政治制度、經濟利益和

社會福利受到保障，統一或獨立都可接受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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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統傾獨民意(三)
●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2.近期民眾統獨立場(B)
⑵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委託政
治大學選研中心執行之「台灣國家安全調查」(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 TNSS；台灣國家安全調查-台灣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發現在此定
義下，近期一直到2017，台灣民眾的統獨分布略為：
①台灣民族主義者約佔30~35％(即必獨者三分之一)
②中國民族主義者約佔10~15％(即應統者一成多些)
③實用主義者仍佔多數60~50％(即可獨可統者至少一半)

⑶杜克大學政治系牛銘實(1958~)教授長達12年兩岸情勢民
調研究，2019發表最新民調結果：
①如果台獨不會讓中國攻台，支持台獨民眾高達62％；但
②如果台獨會讓中國攻台，支持比例驟降到30％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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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統傾獨民意(四)

●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2.近期民眾統獨立場(C)
⑶台灣國家安全調查「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目前名稱叫做中華民國」陳述，2008已有
超過六成民眾認可，逐年緩升，至2017比率來到
74.9％

3.黨派人士統獨立場

NOU

統 獨
促統者 國民黨人 民進黨人 深綠者

應統 可統 追獨 必獨

注：①新黨、親民黨傾統立場介於促統者與國民黨之間
②時代力量、台灣團結聯盟傾獨立場介於民進黨與深綠者之間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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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4.多少民眾願為台獨而戰(A)
⑴美國杜克大學和政治大學2017年底民調「如果台灣與

大陸發生戰爭，你會採取甚麼行動？」：
①順其自然37％
②逃跑出國16％
③願意從軍抵抗9％

⑵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徐斯儉(1965~, 2018.7.16就任
外交部政務次長)於2018.4.3訪美出席華府智庫「全球
台灣研究中心」座談會，依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接受民主基金會委託於2018年2~3月民調資料，指出
多數人仍主張維持現狀，不過若中國武統台灣，70.3

％年輕人(39歲以下)表示願意為台灣而戰

傾統傾獨民意(五)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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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中國態度調查、為台獨而戰意願
4.多少民眾願為台獨而戰(B)
⑶政大選研中心陳陸輝(1967?~)研究員和杜克大

學政治系牛銘實(1958~)教授2016研究發現：
愈支持台獨的受訪者愈不認為中國會武力犯台
，並愈認為美國會出兵護台

⑷2019.4.9媒體報導牛銘實教授長達12年兩岸情勢
民調研究，台灣民眾意見穩定，最新民調結果：
①一旦兩岸發生戰爭，23％民眾「願意抵抗」

即多數人不會抵抗
②關於兩岸未來走勢，48％民眾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可能

＞30％民眾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可能

傾統傾獨民意(六)



國運暨統獨藥方(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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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政治前程何去何從？

★台灣周旋於利益密切關聯之四角國際互動系絡
（台灣、美國、日本、中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地緣接近、海峽最短直線距離
120公里(平潭←→新竹)

★所以，不管怕不怕統，都要關注中國。海峽兩
岸既然無法老死不相往來，也做不到田嘸交水
嘸流，那麼台灣人什麼時候要長大？不看不聽
、不談不想、不學不思中國，中國一樣影響著
我們與世界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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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Formosa蓬萊仙島)命運
人民生活(吃好、睡飽、穿得燒、又有錢開)最實在

最基礎，崇高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普世價值也要堅持
，以此評斷⑴政府作為、⑵統獨意識是否妥適？茲以
自吟打油詩二首，濫充藥方如下及次頁

★族群遷移詩(往昔今日未來)

台灣人民先來和後到
安身立命何去又何從

◆横批 續階任務磨合中

國運暨統獨藥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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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夥伴詩

◆横批 人民幸福作主

獨立建國

要和平繁榮

統一合盟

能引領風騷

國運暨統獨藥方(三)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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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民主體系的理想模式

國家、政府、政黨三者上下位階圖

正三角形觀念架構：關係內涵理念認知

國家最高

認同融合

政府居中

執政更迭

政黨奠基

競逐政權

NOU

國家認同當前概況：
政大選研中心鄭夙芬研究員2019.

5.25發表「解析『台灣人/中
國人』認同的持續與變遷」
論文，指出台灣的集體認

同尚未形成，不過台灣認同
已進入「國家認同」階段，
其中以台灣(中華民國)作
為和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立的國家認同，
已成為社會主流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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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娘不愛

吾國主權治權合一領域(台澎金馬)政治系統之參與治
理、競逐權威性價值分配各方「咖」中(players in the 

governing process for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最可憐又無奈者中華民國(國名、國旗、國歌)，Why？
參考理由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 1949.10.1中共建國後，刻意
抹滅海峽對岸ROC，國際打壓成Chinese Taipei

2.回歸統一者→倡議回歸統一(例如中華統一促進黨及
白狼張安樂1948~)，至愛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開場合揮舞五星旗，甚在大陸生活、身體有恙則
返台享用台灣健保(例如藝人黃安1962~）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一)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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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二)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娘不愛

3.深綠急獨者→
⑴公開之台灣共和國國旗，台灣
本島環列四小島：澎湖、小琉
球、綠島、蘭嶼，但割棄金門
、馬祖，決絕遠離中國而互不
相干

⑵台灣是唯一祖國，台灣地位未定論；
中華民國是蔣幫流氓政府，不是台灣人的國家

⑶媚日媚得離譜，反蔣反得空留餘恨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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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三)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4.民進黨政府→不怎麼喜歡ROC 娘不愛
⑴蔡英文(1956~)總統少提或不提國名，慣稱這個國家

或台灣，其臉書「在意的不是過去的中華民國，而是
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與未來」，出訪邦交國「署名與
自稱台灣總統」。當選總統之夜名言「國民沒有一個
人必須為認同道歉」，似已走味，的確不必因認同道
歉，卻因認同受威脅
⑵前行政院長賴清德(1959~)於立法院(國會)坦承務
實的台獨工作者，唱國歌懶得開口。民進黨黨內總
統初選期間上網紅直播節目，暢言台灣
已經是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所
以講台獨是捍衛中華民國

2019.1.11
總統府記者會
蔡總統與賴院長

卸任惜別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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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四)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4.民進黨政府→不怎麼喜歡ROC 娘不愛
⑶執政團隊：
①日本文部科學省2019公布2020起日本新版小學教科

書將尖閣諸島(中港台稱作釣魚台列嶼)、竹島(韓
國稱作獨島)列為日本固有領土，中韓兩國強烈讉
責，我國民進黨政府抗議力道軟弱

②對二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徵召台灣女孩充作軍妓
之台灣慰安婦噤聲不語(1千多名僅存2名阿嬤)

釣魚台 韓國慰安婦銅像矗立於首爾
之日本駐韓大使館對面

NOU

台灣慰安婦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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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五)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4.民進黨政府→不怎麼喜歡ROC 娘不愛
⑶執政團隊：
③南向＞西向；南島一家親＞兩岸一家親
④去年2018正逢1958.8.23八二三炮戰60週年紀念，
蔡總統僅於臉書PO文呼籲團結，不過民進黨副
秘書長徐佳青(1967~)表示「八二三是國民黨跟
共產黨打仗，難道是民進黨跟共產黨打仗嗎？」

歷經古寧頭戰役
及八二三炮戰之
北山洋樓遺跡

NOU

八二三炮戰期間
尚義機場遭受轟炸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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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5.國民黨政府→太慢溶注台灣、 娘不愛
而且迄今尚未成功轉型接地氣(根植台灣土地)

⑴蔣經國總統羨慕李光耀總理來台能以台語交談民眾
新加坡李光耀(1923~2015)總理

(在位1965.8.9~1990.11.27)某年來
台與蔣經國(1910~1988)總統(在位
1978.5.20~1988.1.13)同往南投溪頭途中，李總理以閩
南語跟民眾直接交談，讓小蔣總統好生羨慕，事後檢
討自己身為國家領導人反而不會講台灣話，聽不懂民
眾說什麼，於是開始學習閩南語，到其執政後期，雖
仍不太會講，但已大多聽得懂

⑵馬英九總統……下頁續

1987.12.25
行憲紀念大會
蔣經國最後
一次公開露面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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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5.國民黨政府→ 太慢溶注台灣 娘不愛
⑵馬英九總統於台灣美食展指正芫荽(香菜)自西域傳來

2015.7.19馬英九(1950~)總統參觀世貿中心台灣美
食展，駐足芡香館時，正逢主持人介紹芫荽，馬不認
識「芫荽就是香菜」，經旁官員說明才恍然大悟，隨
即請教「這是外來種吧？」主持人回說台灣本土香料
，馬看著解說牌後糾正說「張騫通西域就傳到中國來
了」，再問「那台灣用了多久？」，主持人回以「用
了幾百年」→ 馬兩任總統最後一年還是天龍人

⑶台北市長候(參)選人丁守中(1954~)為市長寶座共角逐
五次(1994、1998、2006、2014、2018)，24年來黨內初選及
正式選舉屢敗屢戰，外省第二代(芋仔蕃薯＝父軍醫＋

母客家人)，何時聽其講客家話或台語「博暖」？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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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困窘：爹不疼
5.國民黨政府→太慢溶注台灣 娘不愛
⑷高雄市長韓國瑜(1957~)2018.11.24跌破眼鏡大贏15萬張

選票，確為難得一見政治(武林)奇才，2019年中被
動參與國民黨黨內總統初選，其群眾場合之凝聚士
氣歌曲，＜夜襲＞唱來無妨，惟＜中華民國頌＞則

應少唱，或應增修歌詞使之成為＜中華民國頌2.0＞，
較不會隔離台灣地氣。此歌在香港稱＜中華民族頌＞

(內容只差一字：國→族)，就連劉家昌(1940~)2008

香港演唱會，亦改成中華民族頌
＜中華民國頌＞(劉家昌作詞作曲)於1978.12.1首發上市，同年12.16台美斷交，
歌曲內容「青海的草原、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黃河長江的水不斷、聳立五千年」

⑸現任主席吳敦義(1948~)之「無主席」窘態
⑹KMT論述力向來弱，競爭力不強，不習慣吵架打仗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困窘(八)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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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對各黨派的呼籲
1.中華人民共和國←

應正視中華民國之存在，不要繼續抹滅，要展
現誠意，互動門始開，否則說什麼作什麼均難打
動台灣人心，徒剩武統一途；借喻唐代詩聖杜甫
(712~770)＜客至＞前四句詩文

舍(台)南舍(台)北皆春水 但見群鷗(機)日日來
花 徑不 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 為君開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呼籲(一)

注：①杜甫＜客至＞詩詞，今改動三字：舍南舍北→台南台北、群鷗→群機
，以映襯此處所呼籲的兩岸和諧關係。②遺憾者中國政治蠻悍打壓又一
椿：氣象專業人士彭啟明以個人觀察員身分2019.6.5出席在日內瓦召開
之聯合國世界氣象大會，第二天6.6突被取消資格逐出會場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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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對各黨派的呼籲

2.深綠急獨者(史明、喜樂島聯盟、台灣民政府等)←
⑴1945.8.15日本無條件投降，台澎回屬中國
，惜1947.2.28二二八事件及後續白色恐怖
割傷台灣人感情，然而共產凶猛吞噬態勢
中，1949.10.25金門古寧頭戰役暨1958.8.23

八二三炮戰，國民政府軍隊浴血守土，台灣崽仔充員兵
亦有出力流血喪命，兩岸對峙丕成，中華民國治台有過
亦有功、甚至功大於過

⑵勿讓「Formosa」美麗島變成「For謀殺」；基調不改，
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3.回歸統一者(張安樂、黃安等)←生養成長暨自由出入
中華民國，請勿糟塌(雖少痛恨)ROC；另言統一大業，
為何台灣只能被統而不能主統？

史明1918生於
台北士林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呼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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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二二八事件原爆點：天馬茶房(台北市大同區
南京西路189號)，1943創立，為知識分子群聚
暢談活動場所。此照係原址改建後外貌，當地
耆老與文史工作者於現址3F重新開設天馬茶房

1946.7.23《民報》二版天馬茶房廣告
：滌暑解煩休憩所＆請客會友交際場

2005年底拆除殆盡的天馬茶房舊址空地、垂掛
布條『謹向二二八犠牲的忠烈英靈致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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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二二八事件：⑴原爆點係1947.2.27專賣查緝員查獲在
天馬茶房門前販賣走私菸品的婦人，不當使用公權力
造成一死一傷，引發旁觀群眾憤慨，為二二八事件導
火線。⑵次日2.28激憤民眾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臺灣
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位於重慶南路)，引燃並擴及全台
群眾反抗政府及報復攻擊，政府派出軍隊逮捕、鎮壓
及殺害民眾，死傷令人扼腕。⑶行政院研究228事件
專案小組(1992)指出死亡人數為1萬8千至2萬8千人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
1989成立、全台首座

228和平紀念碑—1996.2.28豎立於台北市
新公園、新公園同日起改稱228和平紀念公園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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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對各黨派的呼籲
4.民進黨←二項原則建議
⑴借殼上市策略若持續以恆，那就多愛護、多溶注中華
民國，否則正大光明「公投制憲入聯建國」

⑵當今政治中國，當然要反，但文化中國不能反也不能
去，正道是汰蕪存菁，轉成兩岸競爭之台灣利基

民進黨立場「台灣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現實狀態」

↓兩岸「現狀」↑
中華民國立場「中華民國目前治理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有關聯，既是歷史事實，
也是現實狀態」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呼籲(三)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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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對各黨派的呼籲
4.民進黨←骨子裡仍存藏中華文化
⑶107.7.28行政院長賴清德(1959~)視察機場捷運A22

老街溪站工程進度，稱讚桃園市長鄭文燦(1967~)昔
有「智賽周瑜」稱號，今從解決桃園市政問題的能
力來看，力比「常山趙子龍」↹功德院長順口成章
比喻「三國演義周瑜、趙子龍」，為何不映照其內
心深處所親愛之Nippon而讚喻「江戶時代宮本武藏
、明治維新坂本龍馬」？

⑷107.5.28積極爭取民進黨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之立法
委員姚文智(1965~)與賴清德等人參拜台北市大同區
覺修宮，賴院長祝福他心想事成，姚文智說他興奮
得想回話「丞相，起風了」(赤壁之戰曹操陣營觀風
向稟告主帥曹丞相)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呼籲(四)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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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對各黨派的呼籲
5.國民黨←三項具體建議
⑴青天白日旗(原創者陸皓東)成為黨徽再為
國徽後，百餘年來國徽黨徽很難區別，應
抱持為而不有瀟灑態度以及鳳凰浴火重生
精神，另創新款黨徽，避免認同紛爭

⑵推動公投修正國歌前二句文：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民主自由吾民所宗

⑶黨產據理爭訟釋憲後，黨產存活者轉作公益，從此
與他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選舉勝利逐鹿政權

享年27歲
1868~1895

ROC KMT

國家認同：中華民國的呼籲(五)



國家認同危機—中外媒體觀察

NOU

58
★日本人本田善彥(Honda Yoshihiko, 2017.1.8)

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長期在香港《亞洲週刊》撰
文，於該刊31卷2期發表＜台灣「這個國家」終自我解體
？＞，指出台灣今日的當家者對「這個國家」感情很彆
扭，缺乏核心精神，民心渙散，政策破敗，政權內部開
始裂解；社會存在代溝、階級、統獨或藍綠之間的矛盾
，裂痕處處，連基本共識和價值都很難建立。「這個國
家」是否正在往自我「解體」的方向走？分崩離析的結
局，解體比分化或分裂，較為貼切形容

★《風傳媒》黃映溓觀點投書(2017.1.3)
過去的20年，台灣政黨惡鬥，只有情緒宣洩，毫無公

理是非，共業同受，全民遭殃。台灣這一代，甚至下一
代，勢將被迫面臨到收拾爛攤子善後，這是台灣人民無
法逃避的悲情宿命！(注：借喻侯孝賢導演之悲情城市電影→悲情台灣)

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
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
「三顆心」(2015、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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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映溓(來自屏東)-自
由媒體人、社會觀察者
←趣談引自黃映溓臉書

2017.3.5 

國家認同危機—各國國際趣談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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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暨兩岸格局下的國家認同

▲國家構成要素
⑴人民、⑵土地、⑶政府、⑷主權(傳統說法)
⑸國際承認或支持、⑹認同傳統或歷史文化(新增)

▲台澎金馬人民的國家認同與未來可能模式
1.族群遷移與融合：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新住民

5族群先來和後到，於此安身立命
2.同命一舟未來發展(何去何從)：不外乎三種模式
⑴中華民國(海峽東岸)、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西岸)賡續
分治局面

⑵台灣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⑶兩岸統合成一個政治體系

▲戰爭、衝突與和平(War, Conflict, and Peace)
動態伴隨←→《孫子兵法》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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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國家政府政黨位階

NOU

1652台灣古地圖

台灣與大陸
地理位置圖

國家最高

認同融合

政府居中

執政更迭

政黨奠基

競逐政權

吾國問題：
你的國可能跟我的國「不同國」？
已故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
授暨威權時期自由主義倡議者
胡佛(1932~2018)曾云①台灣
選舉，藍的在選政府，綠的
在選國家。②台灣選舉是
在不同的國家認同之間「
選舉一個國家」，非如
外國民主政治是在多黨
之間「選舉一個政府」

促統←ROC→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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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夥伴

◆結果選擇 人民幸福作主

獨立建國

要和平繁榮

統一合盟

能引領風騷

NOU

國家認同—突破現狀之統獨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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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一個中國(未來)
國名：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合眾國USST：

United State of Sino-Taiwan
中國……等創意名稱

海峽西岸：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峽東岸：中華民國

實質一個國家、國名如上象限
內有二個民族：

阿陸族←→台灣族

海峽西岸：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峽東岸：台灣共和國

台灣海峽兩岸：民族與國家之邏輯關係

一個國家 二個國家

一個民族

二個民族

國家認同—兩岸政體分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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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三大關聯面向(變項)

普世價值

自由人權、民主法治

經濟生活

顧巴肚(吃好睡飽、
穿暖有錢花)

政治意識

顧佛祖(人民主人、
台灣自主)

NOU

認知、價值

情感、認知價值、情感

政治意識

中國夢、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

PRC-大陸

ROC-台灣



65 國家認同—兩岸政權(政體)之爭

海峽西岸

「習禁評」

海峽東岸除「習可

評」，更能「蔡可

評」，任何政治人

物都可受公評

爭比所在：⑴庶民百姓的生活照顧
⑵普世價值的實踐內化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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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
國際政經系絡下謀國策略

NOU

台灣周旋於四角國際互動系絡(台灣
、美國、日本、中國)，眾大之間難為
小，茲權衡《孟子》「小事大以智(原
典智者能以小事大)」與《孫子兵法》
「兵者，國之大事……。上兵伐謀，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啟示，推論謀國三策：

⑴Ａ策：台友好美日而和中(非抗中)
→達成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⑵Ｂ策：台傾倚美日而離中
→美日實力威嚇中國不擾台？

⑶Ｃ策：台加盟美日而反中
→中國不會武統而台海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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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秦桃花源-有夢最美？銳實力霸鄰老大？

國家認同：Three Models 

of Identity

真實的現實較幸福？

1996<台灣進行曲>
詞：武雄 曲：羅大佑

「靜靜的台灣海峽 一望無際的風險
為著人類的自由 神明天公會保佑
衝衝革命當作事業 不驚任何的威脅
創造威風的台灣 創造出時代的尊嚴」

2005<海上的島>
詞、曲：伍佰

「海上的島 鳥的厝 美麗的世界真少有
海上的島 鳥的厝 千辛萬苦的一個巢
傷害 不通擱繼續來 好天 草仔才企會在
就好像欲行一隻船 浮在咧無邊的大海
啥咪款的將來 攏是要靠現在」

NOU



講演完畢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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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天佑台灣

風
聲
雨

聲聲
聲讀
入書
耳聲

家
事
國
事事
天事
下關
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