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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中产阶级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 从世界

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产阶级不仅对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是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特别在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更

是如此。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

“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 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我国大陆不一样，采

取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只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

只具备西方式民主选举的形式，而不具备民主的品质。本文以中产阶级与民主化

的相关性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形成、特征和政治

参与，分析台湾中产阶级转型后选举中的分化及分化的原因，揭示中产阶级在民

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台湾民主转型阶段，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中坚

力量；在民主转型的巩固阶段，中产阶级是选举制度完善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在台湾的未来发展上，中产阶级应该继续发挥作用，提升民主品质。 

全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内容框架以及可能的创

新和有待思考的问题等，同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第二部分，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相关性。重点讨论了民主和民主化的定义、

中产阶级的定义以及中产阶级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首先，根据研究的需要，

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阶段进行新的划分：把它分为民主转型期和民主转型后两个

阶段。然后，论述台湾民主转型期中产阶级的形成、特征及政治参与。 后，论

述台湾中产阶级在民主转型后的分化、分化的原因、在选举和政党轮替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未来台湾民主政治中的中产阶级展望。首先，分析台湾目前的政

治混乱状况。其次，论述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 后，分析中产阶级对台湾民主

政治未来发展的影响及相关启示。 

 

关键词：中产阶级；民主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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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a. In the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the world, the 

middle class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push 

pushes a country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As Samuel Huntington said in The 

Third Wave: The Late 20th Century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his book: “Almost the 

most active supporters of democratization come from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n every 

country.”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from its ancient times. Taiwan is an 

inviolable territory of China long ago. It adopts a Western-style democracy model, not 

following the mainland. Since its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6, Taiwanese and 

the West declared that Taiwan had already entered a phase of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insisted that Taiwan's democratic model was the advanced political 

system shared by the mainland. In fact, Taiwan's democracy is a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model, In fact, Taiwan's democracy is a Western-style model, only with 

the form of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elections, rather than with the quality,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 Actually,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model can really reflect the human rights.  Therefore, this paper gives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divi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aiwan's middle class in its 

democratization. Then it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confusion which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rings to the political and the people by advocat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and stirring up conflict for its own interest. Finally, this thesis 

makes the conclusion that as the stabilizer and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ety, the middle 

class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leading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its futur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its significance, 

research methodology, framework, some innovations and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In the second part, the thesis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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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he definition of middle cla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has also been involved.  

In the third part, the thesis elaborate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Firstly, it gives the division of the stage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needs,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which are before strict martial law after the two stages of reconciliation there are two 

stage which are before the Martial law and after the Martial law. Secondly, the 

formation,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aiwan before the Martial law a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e middle 

class after the Martial law, and its role in elections are explained. 

In the third part, the thesis gives a study on the contemporary Taiwan's 

democracy and the middle class.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political chaos in 

Taiwan and the plight of its democracy. Secondly, it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aiwan. Finally, it explains the future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the trend 

and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middle class  

 

Key words: the middle-class, democratiz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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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产阶级对国家和政体民主化所产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引人注目的。中

产阶级的规模、政治态度、政治诉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政体

的民主化进程。中产阶级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政治生活民主

化和引导社会新的价值观等作用，是进行民主改革和民主巩固的一个关键性因

素。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

“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 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不具备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的。由于历史的原因，

它走上了和祖国大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采取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解

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钮汉章教授指出，台湾的“民主政治”自孕育的那一刻起就

深受美国政治的影响
①
。台湾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期，年轻的政治人物大多

在美国完成学业，深受美式民主的影响，而美国因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转而扶

植岛内的反对力量，迫使当局实行所谓的民主政治，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改革政

治体制。于是，台湾地区开始了由威权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的转型。它的转型作

为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涌现了大量的著作。作为台湾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个阶层中产阶级在其民主化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的文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之后便很少见。本文

的研究问题就是中产阶级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形成、发展、分化和政治参

与。通过研究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民主转型时期和民主转型后的中产阶级，

得出在其民主化的道路上中产阶级起到领导者和稳定器的作用的结论。目前，台

湾政治民主状况混乱，民进党的街头运动、拳头议会和“台独”主张引起了民众

的不满和担忧。作为社会稳定和民主巩固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此时又该何去何

从有何作为？因此，研究台湾中产阶级及其民主化进程，不仅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钮汉章.台湾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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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著作是相当的丰富。研究方向涉及到中产阶级的定义、

结构、社会经济特征、政治特征和阶级特性等等各个方面。研究者以国外的社会

学方面的学者居多。学者们对台湾中产阶级的研究开始于国民党退台后的七十年

代。本文的主题是研究台湾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的中产阶级的形成、特

征和政治参与。因此，以下所做的文献回顾主要是以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中产阶

级为重点。 

1.台湾学者相关文献综述 

在研究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中产阶级的文献中，肖新煌主编的《变迁中台湾

的中产阶级》一书堪称经典。书里共收录十一篇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其中收

录的高承恕的《对当前台湾“中产阶级”几点观察》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高指

出：台湾经济飞跃发展阶段的高度社会流动，促成了这群阶级的产生，但是，仅

仅是初步的形塑，“其概念尚模糊，多样性大于同构型，但仍能呈现出浓厚的现

实性格”。作者把台湾中产阶级放在社会网络中来看，认为要以“阶级”概念来

界定此一群体，不如以“圈子”、“帮”、“会”等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组织来进

行界定，更能得到认同。
①
民主思想在此时的中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里更多的是平

等的在某一领域内从事某项职业的机会，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识。笔者认

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的来定义中产阶级；文章的结尾提出以中国传

统的社会网络组织代替中产阶级，这样以来会使中产阶级的存在问题显得略偏薄

弱。 

徐正光先生的《中产阶级兴起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徐正光先生通过分析台

湾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后得出结论是：这一阶级是在国民党主导的党国

体制下的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包括国家资本、家族企业、外销导

向等，因此不可以当作一般的边陲资本主义来看待。作者指出民主转型的时期台

湾中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对民主的贡献甚微。这篇文章是以政治和经济的结构

因素来研究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指出“国家强力主导政经发展，贬抑农、

工人以扶植经济、工业，并造就一批以企业中产阶级和国营部门为主的中产阶

                                                        
①高承恕.对当前台湾“中产阶级”的几点观察. 载于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C].台北：巨

流图书出版社，1993：第 2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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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①
在文章的末尾讨论为何台湾中产阶级对于社会、政经事务，表现出两面性

或中庸性格的原因。笔者认为此时的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充分表明了中产阶级的

阶级本性，与当时的威权政体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潮流并不合流，不仅贡献甚微，

而且是阻碍民主进步思潮的。 

许嘉猷的《台湾中产阶级的估计及其社会经济特性》。此文先是以米尔斯的

论述为基础来界定中产阶级，指出中产阶级的职业是属于白领阶级，且是自营者

或者是受雇于他人者。文章以民国七六年主计处的资料作为来源来统计中产阶级

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比率，对其职业、出身、性别、受教育程度、平均收入等等

各项进行分析，分析所得表格附录在文章的末尾。
②
作者为了更方便处理繁多的

数量统计资料，在对中产阶级样本收集上以简略处之。虽然如此会出现一定的误

差，但是，笔者认为他指出的台湾中产阶级大约占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比起魏

镛之前所统计的 56.9%的夸张数字，
③
更符合台湾当时的现实。 

叶启政的《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这篇文章是从阶层文化的角度

来分析台湾中产阶级的。文中论述到台湾资本主义体质，致使某种特定的生活方

式在中产阶级的认同意识中得到偏爱。文化通过消费的“外化－客化－物化”后

以时尚的姿态呈现在众人面前。中产阶级的消费“品味”，同时强烈地吸引着“中

下蓝领阶层”的向上认同。能创造这种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也就掌握了文化的主

动权和主导权。叶启政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台湾中产阶级的这种文化特质的原

因在于其父辈们。“富裕后思贵”，这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也是很多在经济上富裕

的人的想法。而“贵”的体现则是在文化品位和消费、生活模式上。文章的末尾

则点出政府政治、经济至上的政策与科技挂帅的教育观，是一般文化品味无法得

到提升的根本性的原因。
④
叶启政此文是对当时一片欢呼中产阶级的研究潮流一

记当头棒，他对台湾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分析至今仍然适用。台湾在民主化的过

程中，在政党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和国民党等政党都会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中产

阶级投自己的票。其中，通过研究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心理，巧妙的利用

各种商业机会和集会进行宣传，是民进党和国民党等的重要手段。 

                                                        
①徐正光.中产阶级兴起的政治经济学. 载于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C].台北：巨流图书出

版社，1993：第 33-47 页 
②许嘉猷.台湾中产阶级的估计及其社会经济特性. 载于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C].台北：

巨流图书出版社，1993：第 57-76 页 
③魏镛. 我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意义[N]. 中国时报，民国 77 年 3月 23-24 日 
④叶启政.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 载于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C].台北：巨流图书

出版社，1993：第 103-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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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铃的文章《中产阶级的分化与认同》一文根据国外的社会学者的理论模

式来对台湾中产阶级的数率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研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比较、

分析。蔡教授所做的调查与许嘉猷的调查相互有所增补，同时也增加了对台湾中

产阶级的认同的调查，结论是其自我认定比率还是比较高的。此文指出造成自我

认定率偏高是因为台湾行政院研考会的调查分类太细了，致使民众在做出选择的

时候常常采取中庸路线，因而数目有虚胖现象。
①
台湾中产阶级认定率高，个人

的认同感就强烈，消费观念和政治意识都会发生改变，政治参与的热情会高涨，

对民主具有推动的作用。台湾在走向民主化进程中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发挥了推动

者、领导者和实施者的多重作用，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对自己

的能力的信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篇文章的贡献是提供了对台湾中产阶级的

实质性研究的一些成果，可供研究者借鉴。 

另外一部论文集许嘉猷教授主编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

在台湾学者的研究民主化进程中的中产阶级的文献中也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之作。

这部论文集里收录了台湾著名的学者们对台湾中产阶级与欧美先进国家的中产

阶级所做的比较性研究。其中，许嘉猷的《阶级结构的分类，定位与估计：台湾

与美国实证研究的比较》一文中，作者是借鉴了新马学派和欧美学者的理论，使

用量化表格，把台湾的中产阶级与美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和归纳，

认为台湾社会结构两极化的缓和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与小雇主的比例偏高，美国的

阶级两极化之所以得到缓冲是因为其新中产阶级人数比例要偏高。
②
这篇文章首

先进行理论建构，然后把收集的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与比较，明确地呈现出研究成

果，这种方法值得借鉴。同时，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中产阶级在一个国

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是进行民主政治构

建和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萧新煌的《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台湾、

美国与瑞典的初步比较》。这篇文章将新中产阶级定义为“管理与专业阶级”而

且有着“特定阶级情境”。肖新煌在文章中对台湾、美国和瑞典这三个国家的各

个阶层的问卷调查结果和数据资料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和分析，认为新中产阶级在

美国社会有着较高的中产阶级认同感，瑞典有着较高的劳动阶级认同感，台湾则

                                                        
①蔡淑玲.中产阶级的分化与认同. 载于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C].台北：巨流图书出版

社，1993：第 77-96 页 
②许嘉猷.阶级结构的分类,定位与估计;台湾与美国实证研究的比较. 载于许嘉猷主编. 阶级结构与阶级意

识比较研究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第 2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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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出矛盾和两难的认同感。由此可见，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并不成

熟，整个阶级结构也呈现出不稳定性。肖新煌通过全文的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台湾的新中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是很短暂的，这正是台中产阶级在阶级属性上表现

出可变性与可塑性且矛盾、不一致的原因。
①
吴乃德在《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

比较瑞典、美国、台湾，和两个阶级架构》一文中，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认为自己

属于劳工阶层的人数超过一半，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一份子的不到四成。这

个结论推翻了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说法。
②
从这两篇文章的研究结

果中可以看出，台湾中产阶级的人数虽然比例上较多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阶级属性上的可变性与矛盾性造成了在民主转型后中产阶级队伍内部的分化。

蔡明璋在《社会阶层与物价膨胀：美国与台湾的比较》一文中根据台湾走向民主

阶段也就是民主转型时期的中产阶级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实证数据，分析了中产

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口年增长率对物价变动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中产

阶级人口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人口的增长都引起了物价的明显的上涨；台湾中产

阶级的人口增长强烈地影响着物价而工人阶级人口的扩张则不影响物价的上涨。

③
作者在文中运用了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假设作为引子，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

合阶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这篇文章再次证明了台湾中产阶级对于物价稳定、

经济平稳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等等方面都是有着明显的影响的。在台湾的民主化

进程中以及民主巩固阶段，重视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和主张永远是正确的策略。

此文运用的方法科学，论述详尽，结论清晰，很值得借鉴。 

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台湾学者的文章，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郭秋永的《当代三大民主理论》、林忠正的《中产阶级与

台湾的经济前途：中产阶级的错误意识》、吴忠吉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未来经

济发展的导向》、张晓春的《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吴乃德、林佳龙的《中产阶

级与民主改革：现实或神话？——重构中产阶级和民主化的关系》、朱云汉的《中

产阶级与台湾政治民主化》、余欣晧的《台湾社会阶级分类再探讨》、朴允哲的《中

华民国台湾社会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以中产阶级为分析核心》、张景旭的《台

                                                        
①萧新煌.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台湾、美国与瑞典的初步比较. 载于许嘉猷主编. 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

比较研究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第 73-108 页 
②吴乃德.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比较瑞典、美国、台湾，和两个阶级架构. 载于许嘉猷主编. 阶级结构与

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第 109-149 页  
③蔡明彰.社会阶层与物价膨胀：美国与台湾的比较. 载于张晋芬、曾瑞玲主编.美国与台湾社会结构研究[C]. 

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5：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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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旧中产阶级型构及其社会学意涵》、郭宝莲的《台湾都会中产阶级团体之研究：

“台北青商会”的个案分析》、彭怀恩的《台湾政治发展与民主化》和《台湾政

治发展的反思》、吴文程的《合湾民主转型》、金鸿钒等合著的《台湾的政治转型

---从蒋经国体制到李登辉体制》，戴天昭的《台湾国际政治史》等等，都对台湾

中产阶级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此就不再一一具体介绍。 

2.大陆学者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许多学者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解放军

国际关系学院的钮汉章教授在他的《台湾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一书，系统

全面的研究了台湾的有关问题。作者梳理了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的脉络，分析了台

湾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原因，指出了中产阶级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贡献，展

望了台湾未来的民主发展和对外政策，见解深刻、令人信服。在此书的第二章的

第一节“政治革新的背景”里，钮汉章论述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崛起。

国民党退台后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和“动员型”的经济政策，带来了台湾经济的

快速发展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首。与此同时，当局

大力地投入教育经费，使台湾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随着经济水平

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人数大增，将近总人口数的 20%-30%，就业人员的五分之

一是属于中产阶级群体的。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比较强烈的民主

参与意识，中产阶级参与和领导的运动多是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对独裁。钮汉章

教授指出通过台湾学者对台湾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台湾的

中产阶级的内部具有“异质性”，因此，对待民主化的态度和政治归属的对象也

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外省籍的中产阶级主张在国民党的主导下逐步推进民主转

型，本省籍的中产阶级则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支持党外势力，推翻国民

党的统治。虽然这两个大群体支持的政党和对象不一样，但都 终推动了国民党

当局民主转型走上了民主选举之路。钮汉章教授指出，中产阶级是台湾走向民主、

实行选举的巨大社会力量。 

在严安林和严泉合写的《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中，作者回顾

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历述了台湾中产

阶级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民主政治参与活动。得出结论是台湾中产阶级是台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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