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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發展歷程

朱雲漢特聘研究員(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摘要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之宗旨在針對東亞地區威權政體轉型與民主化的機制與過程，進行長期性追蹤研究，累積

具豐富理論意義之且系統化實證資料。這個計畫在全球民主化研究領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亞洲的政治變遷經

驗對於民主化理論的建構具有獨特的價值。台灣不但出面整合亞洲各國研究團隊，並在全球範圍建構最大規模的民主

化研究合作網路。目前正與重要國際組織合作，收集全球範圍民主發展與治理品質指標，發表權威性調查研究報告。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是政治學所籌備處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群組所推動

的大型跨國研究計畫。這個計畫由胡佛院士與朱雲漢特聘研究員共同創立，參與人員除了政治學所籌備處的徐火炎、

林繼文、吳親恩、張傳賢等同仁外，還包括本院社會所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相關領域同仁，並與台灣大學「人文

與社會高等研究院」所推動的「東亞民主研究計畫」緊密合作，充分運用國內可資動用的研究人力與資源，組成具有

國際競爭優勢的研究團隊。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之研究宗旨在於針對東亞地區威權政體轉型與民主化的機制與過程，進行長期性追蹤研

究，累積具豐富理論意義之且系統化實證資料，作為與其他地區民主轉型進行比較研究，以及推動全球民主化研究理

論的演進。這個計畫透過科學性訪問調查收集亞洲各國公民之政治態度與價值變遷軌跡，定期在亞洲進行同步的跨國

調查，累積政治態度、價值與行為變遷資料，以掌握亞洲地區公民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政體轉型的脈絡，並探討東亞地

區快速經社變遷、價值體系變遷與政治體制轉型三者的交互作用，同時為全球學界提供豐富之政治變遷實證資料。

計畫發展至今，已經執行了兩波東亞地區的跨國調查，第一波調查於2003年完成，涵蓋台灣、香港、泰國、菲

律賓、中國大陸、蒙古、日本、韓國等八個國家與地區；第二波調查在2008年完成，研究範圍更為擴大，納入了新加

坡、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等五個東南亞國家，合計達到13個國家與地區。同時，這個計畫還與同性質的

「南亞民主動態調查」建立策略聯盟，將比較研究的範圍延伸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以及錫蘭。目前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正在進行第三波調查，已經完成台灣、蒙古與菲律賓的調查，歷年累積的總調查人數超過五萬

人。各國調查的樣本數分布，可參考表一。

表一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樣本分佈表

國家 /地區 第一波調查 第二波調查 第三波調查

東亞民主動態調查 - - -
台灣 1,415 1,587 1,592
香港   811   849 -
泰國 1,531 1,546 -
菲律賓 1,200 1,200 1,200
中國大陸 3,183 5,098 -
蒙古 1,144 1,211 1,210
日本 1,418 1,067 -
韓國 1,500 1,212 -
新加坡 - 1,000 -
印尼 - 1,600 -
馬來西亞 - 1,218 -
越南 - 1,200 -
柬埔寨 - 1,000 -
南亞民主動態調查 19,409 - -
總調查人口 31,611 19,788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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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並與「非洲民主動態調查」（Afrobarometer）、「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Latinobarometro），「阿拉

伯民主動態調查」（Arab Barometer），「歐亞民主動態調查」（Eurasia Barometer）等四個大型區域調查計畫，組成

「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s)，成為一個涵蓋六十多個新興民主國家與重要轉型社會的全球性民主

化調查研究組織。這個全球性研究網路構成當前國際學術界最大規模的跨國調查合作團隊，因此深受國際學術界及重

要國際組織的重視。目前「全球民主動態調查」已經陸續開展與世界銀行、歐盟、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國際

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International IDEA)以及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的長期合作關係，定期收集與建構全球範圍的民主發

展與治理品質指標，並合作發表權威性的調查研究報告。有關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全球合作網路的概況，可以參考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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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全球合作網路

在「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組織裡，「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在全球民主化的脈

絡下，亞洲的政治變遷經驗對於民主化理論的建構具有獨特的價值。亞洲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多元文化傳承，快速

的現代化過程，以及多樣性的政體轉型經驗，為研究政治價值變遷與政治體制轉型的相互關係，提供了極為豐碩的素

材。放眼全球，只有亞洲地區才有可能同時觀察民主化經驗在儒家、佛教、伊斯蘭、印度教與天主教五種文明體系的

脈絡下開展。亞洲地區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最蓬勃而迅速的地區，放眼全世界也只有在亞洲可以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觀察快速工業化以及急遽社會結構變遷如何衝擊傳統政治價值體系，並帶動政治體制變遷。更何況，亞洲民主動態調

查所涵蓋的國家人幅員廣大，幾乎佔全球人口數的一半；尤其是中國大陸、印度與印尼都將是主導二十一世紀人類歷

史發展的重要角色。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脈絡下，亞洲的政治發展經驗與南歐、東歐與拉丁美洲地區也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三波民

主化的浪潮在其他地區產生了巨大的滾雪球效應，但在東亞這個浪潮的作用比較侷限。從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興

起開始，只有六個東亞國家完成民主轉型，在南亞也只有印度是比較穩固的民主政體，許多威權政體與半威權政體依

然穩固而強韌。而且這些非民主政體既出現在經濟現代化程度很低的社會，也出現在經濟現代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亞

洲與其他地區民主化經驗相比另一顯著不同點是：除了印尼之外，大多數的民主轉型並不是由經濟危機所引起，政治

價值變遷在政治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重要特徵可以讓亞洲民主化經驗對於當代的民主化理論產生

重要的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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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十年內「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建立廣泛的聲譽。2004年以後成為「民主研究機構網

路」(Network of Democracy Research Institutes, NDRI)此一全球性學術組織的會員，並且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社

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UNESCO)評為全球重要大型調查資料計畫之一，還同時獲得聯合

國開發總署奧斯陸治理中心(UNDP Oslo Governance Centre)的認可，列入該中心收錄之全球良好治理指標中。此外，在

Russell J. Dalton,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以及 Carles Boix, Susan Carol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這些政治學最重要的參考工具書裡，均將本計畫列為全球政治學重要大型調查

研究計畫之一。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成果陸續在Journal of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Electo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等頂尖國際學術期刊出版，同時也與重要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及Journal of Democracy合作

出版專刊，並透過國外頂尖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在2008年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為本計畫出版的專書「東亞民眾

如何看待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問是以後，深受好評。甚至被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的書評推薦為「勢將成為該研究領域經典著作之一」。

台灣團隊的成員經常受邀前往世界各重要國際組織、頂尖學術機構與智庫進行專題演講與學術報告，包括世界銀

行、歐盟總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美國國務院、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協會 (The Asia So-

ciety)、國際戰略與國際研究院 (CSIS)、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瑞典發展援助總署、東京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耶

魯大學、史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奧地利「高等研究院」(IAS)、瑞典Uppsala大學、德國Man-

nheim大學等機構。

本研究群的同仁在運用科學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研究政治變遷過程，早已累積了豐富的經驗與可觀的研究成果，

在亞洲地區居於領先地位。本研究群同仁也曾長期參與國際政治學界多項著名的大型跨國研究計畫，累積了主導跨國

研究所需的領導、規劃與協調能力，並發展了綿密的國際合作網絡關係。因此本研究群可以在較高的起點上，讓台灣

的研究隊伍不但可以出面整合東亞其他國家相關研究團隊，還可以跨出東亞出面結合南亞，以及其他地區的現有研究

團隊，組成全球範圍的民主化經驗性研究合作網路。

在這個大型的跨國研究計畫裡，台灣研究團隊肩負起主持區域營運總部的重要責

任。台灣團隊負責策劃研究議程，開發新的研究策略、問卷量表與資料分析方法，協

調十三個國家與地區研究團隊的研究活動，架設計畫網站與維護跨國資料庫，並規劃

共同出版計畫。除了領導亞洲地區的研究團隊外，台灣團隊也代表亞洲地區參與全球

民主動態調查，並負責亞洲地區團隊與全球研究合作網路的協調。

為促進學術交流與調查研究資料的共享，「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已於2005年8月

公開釋出第一波調查8個國家資料，第二波調查的13個國家資料也在最近全部釋出。到

2010年7月為止，共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共340多位學者與專家申請使用本計畫的資料。

本計畫也負責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資料庫的建構，第一波全球資料檔已完成55個國家的釋

出，目前也正進行更多國家資料的整理，以便納入更多的跨國資料。此外，為了使國

內外眾多研究者能更簡便快速的使用跨國調查資料，本計畫也與西班牙之ASEP/JDS資

料庫合作，建構資料線上分析系統 (http://www.jdsurvey.net/jds/jdsurvey.jsp)。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經費，除了政治學所籌備處本身的預算支應外，還得到

台灣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學術攻頂計畫預算的資助。本計畫也曾獲得美

國亨利魯思基金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的長期獎助，用於推動美國與亞洲學者

之間的學術合作。世界銀行也曾補助調查經費，用於進行亞洲低所得(lower-income)發

展國家的田野調查及資料分析(例如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國)，美國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也有投入經費協助中國大陸的調查，日本、韓國與香港的團隊則分別得到當地

學術資助單位的獎助。本計畫也三度與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合作舉辦國際

研討會，邀請國內外民主先進及各國駐台代表等參與，深入探討亞洲國家的民主治理

品質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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