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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眾的 
民主評價差異與民主支持： 

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 

吳心晒**、黃忠偉*** 

摘 要 

威權國家中的公民為何支持民主？既有的現代化理論、重分配理

論或文化層面的解釋，都侷限於一國境內的社會結構變動或歷史遺

緒。本文希望將國際因素帶入相關討論，並在「強制」與「競爭」兩

種機制之外，提出國際間民主政體的「民主示範效果」，是促使威權大

眾希望本國「模仿」民主政體的關鍵因素。此外，基於「軟實力」與

「公共外交」的概念，我們認為國際間的民主大國，以及鄰近威權國

家的民主政體，將更有機會藉由民主的實踐，刺激威權國家公民對民

主的渴望。但同時，我們也認為威權國家中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

緒，將弱化民主示範效果對大眾民主支持的影響。 

本文以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作為威權政體、民主大國與民主

近鄰的案例，藉由分析 2011、2015 與 2019 年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三

波民意調查資料，我們發現人們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以及臺灣與中

國大陸之間的民主品質評價差異，將顯著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

並降低人們對威權政體的普遍體制支持。同時，我們也發現中國大陸

民眾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將中和美國與臺灣對大眾民主支持

帶來的示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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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半世紀前，當 Lipset 談論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的關係時，其立論核心

在於大眾對民主政體的渴望與支持，將隨著經濟的現代化而出現（Lipset, 

1959）。由於民主政體的核心在於「民有、民治、民享」，若人民不願或無

能力作主，而更偏好將管治的政治權力賦予既有的威權政體結構時，民主

政體絕無可能誕生，即便勉強轉型，也難有鞏固可能。畢竟，民主政體是

最需要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一種政體形式（Diamond, 1990），

因此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個體理論（micro-level theory）中，民主

政體在群眾中有多少支持度，不僅關乎一威權國家民主轉型的可能性，也

與新興民主的鞏固息息相關（Claassen, 2020；Foa & Mounk, 2016；Welzel, 

2006）。是故，了解威權國家中哪些人更偏好民主政體，原因為何，一直是

當代民主研究者長期關心的研究主題。 

造成威權國家民眾更嚮往民主政體的因素，主要有現代化理論與重分

配理論兩種主流解釋，前者論證現代經濟的發展，將使人們越發追求個人

的自我表達，並企求一不受暴君左右的民主社會。後者則明示在專制政體

中社經地位較低者，會為追求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而期待在經濟與政治

權利分配上更為公平的民主政體。然而，本文認為，在現代化導致的價值

變遷與重分配需求兩種「驅力」（drive）之外，當代民主國家在實踐民主過

程中所展現的「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也同樣是誘發威權國家

大眾民主支持的重要因素。唯有在當代民主國家的民主實踐受到大眾的認

同，且威權國家公民對本國民主程度的低落有清楚認識時，在兩相比較下，

民主政體才在威權國家民眾心中變得可欲，令人們產生「大丈夫當如此也」

的心態。亦即，高品質的民主國家得以成為大眾心中威權轉型後的發展模

板及目標，使人們更渴望自己的國家也能成為「像那樣的」民主政體。 

此刻，全球範圍內經濟與實質影響力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與美國，

即分別屬於威權與民主兩大陣營。中國大陸在歷經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後，

其經濟發展成就令世人注目，不過在政治發展上，卻未如現代化理論預期

一般出現民主轉型。但隨著近年來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多年來學者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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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化的可能始終抱持希望，也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大眾民主支持的漲

落與影響因素。而美國則在二戰後成為世界強權，在冷戰時代以民主陣營

的領導者自居。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成為全球在經濟、軍事與文化層面上

絕無僅有的超級大國，成為國際政治上不可忽視的存在。另一方面，臺灣

則不僅是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新興民主政體，更因為長期以來與中國大陸

在主權與治權上的爭議，因此並不被中國大陸官方視為「外國」，而是「中

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基於臺灣的政治分歧建立在統獨之上，臺灣

歷次的選舉結果也總受到中國大陸官民的高度重視。但同時，隨著 2018

年中美貿易戰的開打，以及 2016 年民進黨在臺灣的再次執政，美國與臺灣

成為中國大陸愛國與民族主義論述的重要目標。基於美－中－臺關係一直

是中國大陸外交領域的核心議題，三者長期有頻繁的互動，因此，中國大

陸民眾的民主支持，也將更有可能受到對美國與臺灣民主表現評價的影

響，同時也受到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調節。本文的研究貢獻，便在於建立以

個體層次為分析標的的研究假設，並以調查資料實際驗證美國與臺灣對中

國大陸民眾的民主示範效果，以及愛國與民族主義對上述示範效果的限制。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們首先將針對威權政體大眾民主支持的研究進

行回顧，並提出「民主國家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 of democracies）

對於大眾民主支持將帶來的正面影響，將引領著威權政體中的人們想像在

本國中實現自我管治（self-govern）的可能。同時我們也將論證「愛國∕民

族主義」（patriotism-nationalism）如何減弱上述的民主示範效果。本文將以

中國大陸、臺灣與美國作為研究對象，並利用 2011 年、2015 年及 2019 年

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三波具全國代表性的調查資料，驗證本文的假設。 

貳、大眾民主支持與民主示範效果 

一、建構民主支持的解釋說法 

人們為何支持民主體制？專制政體中的哪些人更支持民主？這些疑問，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政治學者關注的議題。傳統上，學界以「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以及「重分配理論」（theory of redistribution）來解

釋大眾民主支持的起源。自 1950 年代起開始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強調，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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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的過程中，為了符合當代工業社會的持續發展，社會結構必然出現

急速變化，使分工變得更精細，資訊流通也變得更自由多元，而在貴族與

農民兩大傳統階級之外，更出現了新興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雖然掌

握經濟資源，但卻沒有相對應的政治權力以保護私有財產，因此尋求一套

保障私有財產不受專制政府侵害的民主制度便油然而生（Ansell & Samuels, 

2014），而這套新的社會階級體系同時也符合了工業社會對於多元與精細分

工的需求（Dahl, 2000）。此外，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工業化、城市化、通

訊與交通方式的革新等，也都大幅地轉變傳統社會的運作邏輯，其中，國

民教育體系的出現，使得人們更加掌握實現自我潛能的能力（Boix & Stokes, 

2003），並且在社會日趨富裕，溫飽不再成為第一要務之後，人們將更重加

視「個人表達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Ingelhart & Welzel, 2005），此

時，傳統威權統治者已經無法滿足社會中的個人因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種種

外於溫飽或存活的新需求，因此，得以讓一般大眾掌握政治權力，對政治

議題表達意見的民主政體，便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第一選擇。現代化不僅

僅表現在器物的革新上，同一時候大眾心理層次的價值變遷，特別是「解

放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或「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democratic values）

的形成（Norris, 2003；Welzel, 2006），更是促使人們更加支持民主體制的

重要原因。 

相較之下，近二十年來，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不平等的背景中，

民主化的重分配理論被政治經濟學者重新搬上檯面，強調民主政體的「平

等主義」（egalitarianism）特質。基於人的自利以及對經濟分配的感知，當

一社會不平等程度越高，其中位選民收入就離平均收入越遠，故該社會中

將有絕大多數的民眾會希望藉由對高收入者課以更高的稅率，來達到重分

配的效果（Meltzer & Richard, 1981）。因此，由於民主政體的「平等」特

質，若社會上的菁英有錢有權，而群眾多數缺錢缺權，此時，無錢無權的

群眾將較偏好民主制度，因為民主使群眾獲得法理權力，使政府必須反映

群眾的偏好，採行更多重分配的政策（Acemoglu & Robinson, 2006）。另外，

多數學者也從民意調查的分析中發現，在高度不平等的狀況下，所得低者

確實會因為預期有更高的重分配政策而更支持民主政體（Krieckhaus et al., 

2014）。簡言之，在威權政體下，低社經地位者將對民主政體有更高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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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社經地位者則更願意維繫既有的威權統治。 

除了現代化理論與重分配理論之外，傳統文化價值（Chang et al., 2005；

Shi, 2014；Shin, 2011）、一國的民主程度（Claassen, 2019b）等，也被認為

是能影響大眾民主支持的因素。然而，這些理論雖解釋了人們偏好民主政

體的原因，卻並未說明生活在威權政體中的人們，最初如何知道「民主是

什麼」以及「民主能做什麼」，更未曾考慮到民主轉型雖是發生於一國境內

的政治活動，但在當下的全球化時代，由於每個國家都鑲嵌於國際政治體

系之中，因此即便是相對在地（domestic）的政治事務，也將或多或少受到

其他國家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要將國際脈絡的因素再次帶入

民主支持相關的討論，並論證現有的民主國家，可以藉由自身的民主實踐

達到「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而促使「觀眾」－威權國家中的公

民－更加偏好民主的生活方式。 

二、民主示範效果的理論基礎：模仿、軟實力與公共外交 

無論是現代化理論或重分配理論，都隱含了一個假設：無論是為了符

合獨立發展的可能、保障私人財產的期望，或是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個

人需求」（personal needs）是激發人們偏好民主政體形式的關鍵因素。然而，

這些理論並未提及人們如何「認知」（conceive）民主這樣一種政體形式，

能夠回應並且滿足上述的個人需求。我們當然也不能否認人類的理性計算

能力，能夠使我們一步步算計一多元政體的運作結果，也不該忽視人們博

覽歷史長河中人類智慧結晶，如由洛克、彌爾或聯邦黨人之言，去理解自

由社會的種種可能性。但事實上，大多數人並非由理論演繹、思想實驗，

或從抽象的論述中憑空想像民主轉型後的政治生活面貌，而是藉由找到一

思考上的「錨點」（anchor），或透過簡單資訊形成的「認知捷徑」（cognitive 

shortcut）（Weyland, 2012）來判斷民主政體運作的樣貌。由於生活於威權

政體下的公民無法由個人的生活經驗中獲得作為錨點的資訊，也難以如你

我一般接受政治學相關的高等教育，因此本文認為，國際間民主國家的民

主實踐過程及結果，便成為威權國家公民想像民主政體運作模式的主要參

考點。 

傳統上，國際因素對民主轉型與民主支持影響的討論，可以被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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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與主動兩種形式。被動的形式主要表現於民主轉型的「叢集效應」

（clustering）與「鄰近效應」（neighbourhood effect），例如 1980 年代末期

的「蘇東波」，即被認為是一種「擴散」（diffusion）效果，使民主轉型聚集

在相鄰或文化相近的地區同時出現（Brinks & Coppedge, 2006；Houle et al., 

2016；Huntington, 1993）。相對於被動的影響，民主國家主動影響威權轉

型的機制，則可以被整理為三種主要形式：「強制」（coercion）、「競爭」

（competition）與「模仿」（emulation）（Miller, 2016）。「強制」為學界在

討論外國或國際勢力對威權轉型影響時著墨最深的機制，例如大國利用各

種硬實力壓制民主革命（Boix & Stokes, 2003），或以直接侵略方式掃蕩專

制政權，強行建立民主政體，或利用經濟封鎖等方式削弱獨裁者實力等「硬

實力」（hard power）的介入。「競爭」則指威權國家菁英為了競爭外國直接

投資，而採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政治民主化的結果。「模仿」則

是指由於社會與文化價值的改變，使人認為民主是比較合適的制度，而導

致的民主轉型。更進一步地，Miller 認為威權國家的「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即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成果，令威權國家菁英與大眾對

民主更加嚮往，將增加了民主支持與民主轉型的可能。本文認同學習機制

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畢竟在一跨國資訊流動無遠弗屆的時代，人們學習

的對象將不受距離遠近的限制，而民主支持的培養也確實應由「模仿」形

成。但本文認為，這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發展的理性利益計算，而是人類與

生俱來的模仿與學習過程。 

個人對於政治制度的選擇，正如同我們的生活與成長一般，對於可參

考模範的「模仿」是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從嬰兒時期起，模

仿便是我們學習語言（Snow, 1981）與認知發展的重要行為（Meltzoff, 1988a；

1988b），而幼年期的人類模仿行為是照單全收式的，例如電視節目便對嬰

幼兒的模仿行為有強烈的影響（Meltzoff, 1988a）。此外，心理學上的社會

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也將模仿以及模仿的後果，視為是強化

人類學習的主要方式。簡言之，在人類成長過程中，總會對各種事物進行

模仿，而當我們所模仿的事物令我們得到正面的回饋時，或是當我們看到

被模仿者的正面影響時，我們會強化該類模仿，以期待得到更多正面回饋。

反之，若該模仿使我們受到懲罰，或使被模仿者得到不良的後果，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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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記取教訓。因此，模仿同時也是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例如在青少年之間，

同儕的社會比較與對影視名人的模仿會相互影響，更進一步增加人們的購

買欲望（Chan & Prendergast, 2008）。因此我們可以說，藉由比較的結果而

決定模仿的對象，是人類天生的學習機制之一。 

基於民主政體並不僅有「經濟成長」這個好處，還有政治繼承穩定、

維繫和平，以及使公民得以發揮潛能等優勢（Dahl, 2000），使得民主作為

一種良善政體的形象，將有機會沿著訊息的跨國傳遞，為資訊較為開放的

威權國家民眾所知。當人們得到民主國家政治運作的相關資訊，如民主國

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參與程度、個人自由與財產所受到的保障、集

會結社與言論出版自由，甚至是競選過程與開票之夜等等資訊時，在「比

較」的過程中，將會認為自己所處國家的政治制度，若也能如同這些民主

國家一般運作，將更有利於自身生活的需求，也更符合心中對於政治制度

的期待。當資訊的跨境流動已是家常便飯，當民主革命的火種點燃，便容

易形成群眾模仿效應。也因為人們能夠參考他國民主轉型的方式與民主制

度的實際運行，大眾便能夠尋求一個「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作為自身

政治轉型的參考點（O’Donnell et al., 1986），試圖模仿某些國家的政治運作，

以達到相同的民主實踐結果（Silva, 1991）。我們認為，當人們對其他國家

的民主表現給出高評價時，人們便更有模仿該國政治制度形式的欲望，而

降低人們對於本國當下專制體制的支持，轉而支持民主體制。 

然而，並非所有國家都能成為大眾眼中的「民主模範」（democratic 

model）。正如人們的模仿行為一般，受限於人類的感官經驗，人們僅能從

可被察覺到的他國經驗去了解一國的民主表現，也唯有如此，人們才得以

對這些國家的民主做出評價。由於對絕大多數平民而言，要能對國際事務

瞭若指掌並非易事（Hollander, 1997；Soroka et al., 2013），更何況是遠在

天邊的各國民主表現。因此，若一國的民主實踐要為其他威權國家公民有

所感受，且導向大眾的民主支持，其微觀機制，便必然與一國的「軟實力」

（soft power）高度相關。 

軟實力相對於硬實力，即為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影響他人，使他人也想

要你所期望的結果（Nye, 2008），故軟實力便與能型塑人們偏好的能力相關。

軟實力的效果並不僅表現在經由辯論來說服他人，更是一種誘惑（en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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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吸引（attract）的過程。因此，唯有擁有吸引他人的能力與資源，才具有

施展軟實力的空間。而在國際關係的層次上，能夠產生軟實力的資源來自

一組織或國家在表現其文化的過程中展現的價值，同時，Nye 更提到內部

實踐與政策（internal practices & policies）以及與他國互動過程在產生軟實

力資源上的重要性（2008）。另一方面，「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則是

政府動員軟實力資源以吸引他國民眾的工具，例如遍布全球的廣播網路、對

本國文化出口的補貼等，但這並不代表使用公共外交的手段就能影響他國

民眾，而必須建立在該國的文化、價值與政策足夠吸引他人的前提下。 

因此，就政治傳播的角度而言，「在國際事務上能見度最高的國家」，

以及「與國內事務高度相關的鄰邦」，才有機會將自身的資訊，藉由特定渠

道傳達至他國公民，並透過影響公眾輿論的方式，達到政治上的目標。而

基於「公共外交」的概念，唯有強大穩定的民主國家，以及與威權政體共

享同一文化的民主近鄰，才擁有足夠的政策資源與特定的政治價值，得以

藉由適當且有魅力的文化載體，建構出自身的政治軟實力，以影響他國民

眾的日常生活，甚至影響人們的價值與思考體系（Nye, 1990；2008）。是

故，我們認為民主「大國」與「近鄰」將提供給威權國家大眾最多的民主

示範效果，而威權大眾對這些國家的民主評價，便是人們評估本國政治表

現的參考點，同時也作為人們理想中民主政體的模板，並正面增強大眾的

民主支持。以下，我們將以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分別作為威權國家、

民主大國與民主近鄰的實例，並以美國與臺灣對中國大陸民眾可能施展的

軟實力為出發點，進一步建構民主示範效果的理論與假設。 

三、民主示範效果的案例解析：以美國、臺灣與中國大陸為例 

在當今諸多威權國家之中，其民主化前景對世界影響最甚者，莫過於

中國大陸。歷經了 4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實現了令世人驚豔的經

濟發展，直到 2018 年，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已達到 9,770

美元之譜，早已高於 Przeworski 與 Limongi 所提出的「民主轉型區」

（transition zone）（Boix & Stokes, 2003；Przeworski & Limongi, 1997），也

就是說，若簡化的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程度與成為民主國家機率成正比

－言之成理，則中國大陸早已轉型，進入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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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習時代」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不僅沒有絲毫鬆動的

跡象，反而更加強化國家對公民社會的控制（Qiang, 2019），同時也不斷加

強在國際社會的聲量，試圖以「威權推動經濟增長」的「北京模式」、「中

國模式」來與西方民主進行抗衡，使中國大陸不僅成為 21 世紀非民主陣營

的旗手，更成為民主陣營的潛在大敵（Diamond, 2019）。但在此同時，在

中國大陸境內，無論在不同年份，由不同單位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都指出，

中國民眾對於共產黨政權的支持程度一直維持在高水平，顯示人們對於共

產黨領導的專制政體的支持，並未因經濟增長的放緩或言論自由空間的收

緊而減弱（Lu & Dickson, 2020）。基於中國大陸「崛起中的威權大國」角

色，因此，哪些因素會使得中國民眾更加支持民主，或是反對一黨執政的

政治體制，一直是民主學界的研究熱點。 

光譜的另一端，在當下所有民主國家之中，對激發其他國家的民主轉

型最甚者，莫過於美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革命作為全球第一場共

和革命，雖然影響力並不若後發的法國大革命，但美國立憲民主的開創性，

雖然並未直接影響 19 世紀歐陸以及南美洲的民主轉型，但也確實為後進的

民主國家提供了在轉型過程與制度建立上可參考的先例（Von Beyme, 1987），

特別是在 19 世紀的拉丁美洲獨立革命過程中（Silva, 1991），扮演了意識

形態火車頭的角色。而進入 20 世紀，在兩次大戰之後，美國強大的經濟與

軍事實力，以及在全球流行文化與大眾傳媒上的領導角色，都使得世界各

國，無論菁英或大眾，均以美國是瞻（Sylvan, 2017），這正是美國強大軟

實力的證明（Nye, 1990），亦即，當人們見到美國的民主、自由與繁榮、進

步時，人們必對其折服，並心嚮往之。二戰之後，美國軟實力對於民主轉

型的推進效果，首先可見於 1970 年代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民主轉型過程中，

美國境外廣播系統對威權國家公民層次的鼓動與說服（Cull & Jiménez, 

2015）。而到了冷戰末期，美國藉由媒體、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三管齊下，

對蘇東國家所施展的強大宣傳能力，使得多數鐵幕後的民眾嚮往鐵幕之

外，而間接導致蘇聯的迅速土崩瓦解。以上案例，正是美國的強大軟實力，

藉由公共外交的政策工具引發民主轉型的成功範例（Nye, 2008）。因此，

自由女神的形象出現在北京的廣場與香港的街頭以作為民主集會的象

徵，或美國國旗現蹤於東歐顏色革命及港島的示威現場，也就不令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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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我們認為，對全球多數的威權國家而言，美國的民主表現都將最有

機會產生示範的作用。 

另一方面，隔著一灣海峽，臺灣是對於中國大陸民眾而言，另一重要

的跨境資訊來源。相較於鄰近中國的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由於語言、民族

與文化上的共通性，及兩岸歷史的關聯性，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

過程，常成為學界與中國大陸進行比較的基準點（Dickson, 1998；Gilley & 

Diamond, 2008）。此外，臺灣長期以來被共產黨政府視為是完整中國的一部

分，兩岸統一更是長期的政策目標，因此，臺灣政情的發展，以及臺灣民

主轉型後的多次選舉與政黨輪替過程，也較易見諸於各大媒體，並成為中

國大陸輿論熱議的話題。而在政治領域之外，臺灣的娛樂與媒體事業，也

早在改革開放之後即進入中國大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消遣時光的重要媒

介（Gold, 1993），隨著娛樂的「名人化」（celebritization），中國大陸民眾

更有機會藉由閱聽臺灣出身的影視名人，而對臺灣有更多關注（Leung et al., 

2013），因此，我們認為臺灣有足夠的文化軟實力，得以影響中國大陸民眾

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自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起，臺灣與中國大陸

的緊張情勢急速緩和，除了全面三通（通商、通郵、通航）之外，兩岸交

流往來更重要的轉捩點，則在於 2008 年的開放陸客來臺。從此之後，中國

大陸民眾有機會登上臺灣土地，直接與臺灣民眾接觸，當然也更有機會親

身體會臺灣活躍的民主政治，並修正在兩岸對峙時期所累積的，建立在政

治宣傳上對彼此的錯誤理解（Pan et al., 2017）。所以我們認為，相較於周

遭的民主政體如日本、南韓以及蒙古，臺灣的民主實踐對中國大陸公民有

更強的示範效果。 

此外，選擇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三地的民主表現作為範例，還有另

一層實際的考量。從基於以區域及特定國家專家意見為主要評分標準而形

成的全球民主評價資料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民主表現評分中，

在參與（participatory）、選舉（electoral）、自由（liberty）、平等（egalitarian）

四個民主層面上，美國與臺灣在表現上相當接近，但中國大陸的表現則與

另兩者相去甚遠。如圖 1 顯示，若以 0～10 分的評分標準來看，美國與臺

灣在各層面的表現均在 7 分以上，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在各層面的評分均

僅有 1 分左右（Coppedge et al., 2020），也就是說，以西方政治學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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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的 V-dem 民主評分（1950-2019） 

 

資料來源：Coppedge et al. (2020) 

而言，相較於身處全球民主前段班，甚至是領導者的美國與臺灣，中國大

陸則處於全球民主的後段班，而且是遠遠落後。V-dem 的評分給了我們一

個比較的基準，即美國與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在民主的表現上要比中國

大陸高非常多，因此，美國與臺灣在民主表現上相較於中國大陸所展現的

巨大差距，若能確實為中國大陸的大眾所感知，則在強烈的比較結果下，

更有可能激發大眾的憧憬與模仿，並對中國大陸的公民展現出「民主示範

效果」，因而導向對民主的認同與對既有專制政體的負面感受。 

假設1a： 對美國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民主支持

程度越高 

假設1b： 對臺灣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民主支持

程度越高 

此外，除了顯性的民主支持之外，在「威權－民主」二分的概念下，我

們也可視人們對於現有威權政治體制的支持程度為民主支持的反指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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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若人們在支持民主體制的同時，卻認為當下的威權體制表現優

異，值得人們擁護，則民主支持便失去了向威權政體施壓以及促進威權轉

型的可能價值。而在一探討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民主支持的研究中也發現，

在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現實下，人們對民主運作核心價值的支持，正是對

當下非民主的威權體制支持的反面（Chen & Dickson, 2008），因此反對既有

威權政體的程度，可視為大眾民主支持的指標之一。是故，我們在此也同

時假定較高的民主評價差異，將降低人們對當下威權政體的認同。 

假設1c： 對美國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對本國政

治體制的支持越低 

假設1d： 對臺灣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對本國政

治體制的支持越低 

然而，威權國家領導者，特別是如中國大陸這樣的崛起威權大國政治

菁英而言，對上述的民主示範效果絕非一籌莫展。威權統治者若有足夠能

力，則可以限制外國資訊在境內的流通，也可以藉由散佈「虛假訊息」

（misinformation），將民主國家醜化為混亂而失序的國度，此即「無知即

力量」對威權統治者的意義。除了限制資訊之外，針對民主政體的示範效

果，威權統治者的另一策略，便是竭盡所能增強民眾對本國的信心，以看

低甚至仇視外國的一切。正如同過高的自尊與自傲會避免我們修正與檢討

自己，向更好的模範學習一般，我們認為，中國大陸民眾間所瀰漫的「愛國

主義」（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情緒，將削弱我們在本文

中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 

四、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負向調節作用 

在上一節中，我們闡述了民主國家如何藉由完善自身的民主來影響威

權國家的大眾民主支持，並以美國、臺灣與中國大陸作為範例。但同時，

由於驅動示範效果的「本國與外國的民主程度差異」，本身可被視為一種

「民眾對外國的看法」，因此，除了我們在前一節所提出的威權政府對民主

國家的宣傳效果外，本節將檢視最可能減弱評價差異促民主效果，以及直

接影響民主與體制支持的重要因素：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定義上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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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指的是對母國感到驕傲，強調情感上的連結與依附（attachment），

相較之下，民族主義則更進一步地強調母國的「優越性」（superiority），並

應該有主宰他國的能力。傳統上，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多被視為同一概念

的不同面向，但也有學者基於主成份分析法的分析結果，認為該將兩者視

為兩組特定的概念（Kosterman & Feshbach, 1989）。1 而在一以中國大陸

學生為受試者的研究中則發現，愛國主義顯著地影響個人的國際事務觀

點，但與民族主義者相比則較為溫和，且願意讓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相較

之下，民族主義者則有顯著的反國際主義傾向，且對國際事務的觀點更為

強烈（Sinkkonen, 2013）。 

在威權政體中，時常存在將威權體制本身與國家掛勾，將體制等同於

國家，並利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來加強體制正當性的舉動。冷戰

期間，蘇聯與南斯拉夫便是以愛國主義包裝共產主義制度，並藉此壓抑

國內紛陳的族群差異。而在中國，民族主義常被用以當作對抗國際譴責，

以及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宣傳工具（He & Guo, 2000），也是維繫統治正當性

的利器（Alagappa, 1995；Tsang, 2009；Weiss, 2014）。自 19 世紀以來，中

國的民族主義便被用以喚醒「民族意識」，以增強人們的國家認同。而在新

中國建立之後，民族主義便被中國共產黨用作維護體制正當性的工具，藉

由對民族主義文化符碼與詮釋的控制，共產黨得以將黨與國捆綁起來，將

愛黨的元素包裝進愛國主義之中，使民族主義為執政者所用，將民主運動

渲染為西方的對華陰謀，並且藉由「恐嚇戰術」（scare tactic）來加強「以

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party-centred nationalism），在「亡黨亡國」的口號

下，維繫一黨集權的合法性權威。此外，中國民族主義相關的論述中，總

是以歷史、種族與文化，作為高度強調集體主義的必要因素，因此也就更

難以忍受各種形式的多元主義與政治異見，而這兩者都是活躍的民主政體

所不可或缺的（He & Guo, 2000）。 

因此，基於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長期被中國大陸官方作為培養體制正

                                                                                                     

1 關於是否要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視為同一或不同面向的概念，由於本文使用之調查問

卷題目內容與引述文獻並不一致，且在既有的研究中，並未對是否將民族與愛國主義合

併或分開處理有一致的處理方式。因此，為求操作上的精確性，作者在此利用面向性測

試的結果來決定如何建構愛國與民族主義的相關指標。詳細內容請見本文第參之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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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的政策工具，以及作為反西方式民主轉型的主要論述，我們預期愛國

與民族主義情緒，將直接提昇人們的體制支持，並降低大眾民主支持程度。

另外，我們也預期在高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下，即便人們能夠指出本國的

民主程度不如其他民主國家，但該現實將不影響個人對既有威權體制的支

持，也就是說，我們預期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將改變民主評價差異影響

民主支持的彈性，人們也就較不會受到其他國家民主實踐的影響，而持

續堅定地支持本國既有的政治體制。此時，愛國與民族主義將「負向調節」

（attenuate）民主國家對民主支持的示範效果。 

假設 2a：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支持程度越低 

假設 2b：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對本國政治體制的支持越高 

假設 3a：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評價差異對民主支持的

影響越低 

假設 3b：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評價差異對本國政治體

制支持的影響越低 

我們在前兩節論述了「民主示範效果」的作用機制，以及「愛國∕民族

主義」如何弱化該效果。接著，我們將利用 2011、2015 年與 2019 年所進

行的三波全國性調查資料，驗證本文上述的論點。 

參、資料與實證結果 

一、研究資料 

本文用以驗證假設的研究資料來自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Chu et al., 2020）的中國大陸調查子計畫。亞洲民主動態調

查為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Global Barometer Survey）的一部分，是目前

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長期跨國調查，包含 14 個東亞國家。該調查不僅測量

重要的民主指標，如民主支持、民主滿意（satisfaction to democracy）、對

政權的態度與民主評價表現等，同時也包含如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

媒體使用（media use）、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傳統價值、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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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平等與國際關係等相關題組。此外，該計畫的中國大陸子計畫是少

數長期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跨國調查計畫，自 2001 年的第一波調查以來，

每一波調查均涵蓋全中國大陸各省市（不包含新疆與西藏），並於各省市中

依據三階段 PPS（proportional to size）抽樣隨機抽取 125 個區縣級單位，而

在區縣單位下，則以戶籍資料與地理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樣本選取，已達到

全中國大陸（不含新疆與西藏）的樣本代表性，並且也依照中國大陸人口普

查資訊進行事後加權。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分別在 2011 年、2015 與 2019

年所進行的三波調查，樣本數分別為 3472、4010 與 4928，並使用在三波

調查中文字敘述完全相同的題目，以維持分析結果的穩固性（robustness）。 

使用該調查資料作為驗證本文假設的主要資料來源，不僅僅是因為該

資料對中國大陸民意的覆蓋率，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首先，本文主要的研

究依變數為「民主支持」，然而在目前的民主研究領域中，有高達 37 種不

同的問卷項目，9 類形成問卷項目的途徑，以測量大眾民主支持（Claassen, 

2019a），其中，在所有能用來測量中國民眾民主支持程度的調查資料中，ABS

包含了最多的類別，2 包含了直接提及「民主」3 兩字的問卷項目以及不包含

「民主」兩字的問卷項目。4 因此，該調查被廣泛使用於東亞民主的相關研

究（Chan & Chan, 2014；Chang et al., 2005；Chen & Lu, 2011；Chu & Huang, 

2010；Chu, 2013b；Hu, 2018；Huang et al., 2013；Lu & Dickson, 2020；Shi, 

2014；Shin, 2011；Tang et al., 2009；Wang, 2007；Zhai, 2018），以及國際的

民主比較研究上（Claassen, 2019a；Diamond, 2009；2019；Nathan, 2020；

Wu & Chang, 2019）。 

其次，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作者亦考量了不同調查資料

於中國研究領域中的應用，特別是中國研究與民主研究之間的交集。而多

年以來，ABS 的調查資料被用於不同面向的研究之中，包含測量中國民眾

                                                                                                     

2 參見前引（Classen, 2019a）一文中的 Table 2。 
3 這類項目包含「三選一」項目（three statement）、民主期望程度（desirability of democracy）

以及本國的民主合適程度（suitability of democracy）。 
4 這類項目則包含本文所使用的「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以及「接受

威權統治形式」（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s）等指標。關於如何在 ABS 中建構

這些民主支持指標，請參考 Chu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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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支持（Wang, 2007；Wu et al., 2017）、驗證傳統價值與民主支持的關

聯性（Chang et al., 2005；Shi, 2014）、區別體制支持的性質（Lu & Dickson, 

2020）、探索中國民眾對民主的理解（Hu, 2018），以及測量政治信任的變

動（Wu et al., 2019）等。因此，基於該資料在中國研究與民主研究領域中

均被廣泛地使用，並得到豐富的學術產出，作者認為該資料相當適合作為

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 

然而，幾乎所有在威權國家境內所進行的調查均面臨相同的挑戰，即

人們是否能夠在調查過程中誠實作答，而非在威權政體的政治壓力下，對

政治敏感的題目給出政治正確的答案，或選擇不作答。不過，針對中國大

陸民眾在回答民意調查時是否會對政治敏感議題做出偏誤的回應，有學者

利用調查實驗（survey experiment）的方法證實，中國大陸民眾並不會因為

調查者的身份而改變回答的模式，也不會對政治敏感的議題放棄回答，反

而是政治知識的水平決定了人們的回答模式（Lei & Lu, 2017）。因此，作

者認為即便民主支持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境內有政治敏感的可能，但並不

影響該調查項目的信度。 

最後，作者之所以使用時間跨度幾乎長達十年的三次調查資料，而不

是僅採用最近的一次調查進行分析，原因在於自 2011 年開始至 2019 年，

中國大陸本身內部的政治情勢，以及美、中、臺三邊關係，都有了相當程

度的改變。在 2011 年夏天時，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相對穩定，美國總統歐

巴馬尚未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而臺灣也仍在馬英九總統

的第一個任期，兩岸經貿與民間旅遊交流頻繁，可以說是美中臺三邊關係

最穩定的時刻。而在 2015 年時，中國已經進入習近平時代，美中關係也隨

著貿易爭議與南海問題出現些許波折，在兩岸關係上，雖然 2015 年末的馬

習會被視為半世紀以來兩岸關係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但隨著 2014 年的太陽

花退回服貿事件，以及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上所展現的強大氣勢，兩岸關係

已經蒙上了陰影。時間再到 2019 年，中美已進入川普總統主導的貿易戰

中，川普總統更利用臺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不斷施壓。而同時，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也已於 2018 年取消了任期限制，鞏固了以自身為核心的統治結

構，並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來應對採取親美遠中路線的蔡

英文政府。相較於 2011 年與 2015 年，2019 年的美中臺三邊關係相對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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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而中國內部的政治也更為高壓，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也最為強烈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0）。因此，若利用 2011 年、2015 年

與 2019 的三次調查資料所進行的分析，均能驗證本文的假設，那麼我們便

能確保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

並不因美中臺三邊關係的惡化，或是中國內部政治的威權化而受到影響。 

二、研究變數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提到的，正是因為理解到美國或臺灣與中國大陸民

主表現的差距，美國與臺灣才得以作為民主政體的模範，展現對民主支持

的示範效果。因此，我們在此以「民主評價差值指數」（differential index of 

assessed democratic quality），即受訪者對一地區民主程度的評價分數及本

國民主評價分數之間的差異，作為本文之研究自變數。該指數的操作化即

為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的民主程度評價兩兩相減而得。5 

針對研究的主要依變數－「民主支持」，以及相對應的「威權體制支持」

程度，我們則分別以「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 democracy values, LDV），以

及「普遍體制支持」（diffuse regime support）兩個指標來加以操作化。6 傳統

上，最常為跨國調查所用以測量一國大眾民主支持程度的題組，為「三選

一」題型（Claassen, 2020），即詢問人們民主是否永遠是最好的制度、專制

體制有時比較好，或是無法判別兩者的優劣。然而，由於人們對於「民主」

概念的認知，在威權與民主國家中有顯著的差異，該題目在威權國家的效

度屢屢受到質疑。因此，相較於直接的測量，我們認為間接的測量，例如

人們是否信仰自由的價值體系（Linz & Stepan, 1996；Nathan, 2020）、人們

對於民主運行模式的理解（Schedler & Sarsfield, 2007），以及對於特定威權

體制的反對程度（Foa & Mounk, 2016），更能確切測量威權體制脈絡下公民

的民主支持。基於民主體制的多重面向性質，不同的民主政體在民主實踐 

                                                                                                     

5 受訪者由 1～10 分中進行選擇，其中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民主；我們同時

將無效回答者編碼為中間值 5.5。因此，「美中民主評價差異」變數即為受訪者「對美

國民主程度的評價」－「對中國大陸民主程度的評價」，「兩岸民主評價差異」則為「對

臺灣民主程度的評價」－「對中國大陸民主程度的評價」。 
6 各指標所選用的問卷題目，詳見表 1 與表 2，各變數測量值的敘述統計，則列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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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證模型各項摘要：各變數所使用的問卷項目 (1) 

依變數：民主支持 

體制支持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與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 

自由民主價值（LDV） 

婦女不應該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參與政治的權利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不應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 

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 

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就很難辦好大事情 

要有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們決定一切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當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為了處理這個困難的情況可以不必理會法律 

自變數：民主評價差異 

如果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民主，在程度上，數字越小越不民主，數字越大越民主。 

請問您認為：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請問您認為：美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請問您認為：臺灣目前的民主程度 

中美民主差異：美國目前的民主程度－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兩岸民主差異：臺灣目前的民主程度－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調節變數：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 

1.即使可以選擇世界上其他國家，我也更願意做中國公民 

2.假如其他國家的人變得更像中國人，世界將更美好 

3.總體說來，中國比其他大多數國家都好 

愛國主義 

1.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嗎？ 

2.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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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證模型各項摘要：各變數所使用的問卷項目 (2) 

非社會人口學變數的控制變數 

中央治理評價 

您覺得我國目前以下各方面狀況如何？ 
（含以下八項，取平均值）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貧富差距狀況、官員腐敗狀況、就業狀況、食品安

全、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中小學教育 

地方治理評價 

總體而言，您對本地政府在下列各項事務上的工作滿意不滿意？ 
（含以下五項，取平均值）中小學教育、養老、就業、醫療、住房 

經濟表現評價 
您覺得我們國家目前整體經濟狀況怎麼樣？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您收聽、收看或閱讀政治方面的新聞嗎？ 

主觀收入水平 

您全家的總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開銷？ 

OTA 傳統價值 
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婆媳鬧矛盾時，即使婆婆不對，做丈夫的也應該勸妻子聽婆婆的話 
作為學生，不應該質疑老師的權威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3 各變數測量值的敘述統計 

變 數 名 稱 有效樣本數 均 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體制支持 12,482 2.93 1.41 0  4 

自由民主價值 12,482 4.51 2.45 0 10 

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12,482 6.64 1.84 1 10 

美國民主評價 12,482 6.02 1.68 1 10 

臺灣民主評價 12,482 5.86 1.49 1 10 

美中民主評價差異 12,482 -0.61 2.57 -9  9 

兩岸民主評價差異 12,482 -0.78 2.29 -9  9 

愛國主義（2011）  3,473 1.63 0.59 0  2 

愛國∕民族主義（2015/2019）  9,009 4.13 1.16 0  5 

中央政府評價 12,482 0.64 0.33 0  1 

地方政府評價 12,482 0.64 0.35 0  1 

經濟政策評價 12,482 0.68 0.47 0  1 

每日閱聽政治新聞 12,482 0.35 0.48 0  1 

主觀收入水平 12,482 1.08 0.75 0  2 

OTA 傳統價值 12,482 1.18 1.04 0  3 

女性 12,482 0.51 0.51 0  1 

教育程度 12,435 2.13 1.12 1  4 

世代群體 12,456 1.39 0.66 1  3 

農村戶口身份 12,482 0.67 0.47 0  1 

黨員身份 12,482 0.21 0.41 0  1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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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許有不同的運作方式，但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卻是所有民主

政治運作的基礎。7 因此我們與學界抱持相同的立場，認為人們對於政治自

由的認同程度，將比直接的民主支持題組更能測得大眾對民主體制的偏好。

在本文中，我們利用一組十道題目的題組來測量人們對於如政治平等、結

社與言論自由、分權制衡以及司法獨立等自由民主核心原則的支持，並以

加總回答「同意∕非常同意」次數的方式將其操作化，形成一總分為 1～10

分的「自由民主價值指數」指數。另一方面，由於威權大眾對於既有體制的

支持恰好處於民主支持的對立面（Chen & Dickson, 2008），因此我們也參考

既有研究的變數建構方式，利用對威權政體的「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

作為擁護既有體制的操作型定義（Lu & Dickson, 2020），並同樣採取加總在

四道題目中回答「同意∕非常同意」次數的方式，形成一總分為 1～4 分的

「政體普遍支持」指數。8 

在調節作用變數的部份，我們則利用三項比較本國與他國優劣的子題，

與兩項評估國家與國民光榮感的子題，將傾向同意者編碼為 1，並分別加

總形成「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指數。然而，針對是否要將愛國與民族

主義加以區分，形成不同的兩個變數（Sinkkonen, 2013），或是合併形成一

個單一面向的「愛國∕民族主義」指標，既有的研究中並未有一致的處理

手法。我們在此參考一針對香港民眾愛國主義與自由民主傾向關係的研究，

該研究使用與本文使用之調查問題文字完全相同的題組，並藉由面向性測

試的確認後，將該部份題組與其他愛國主義題組整併建構為單一研究變數

（Chan & Chan, 2014），視為「愛國主義」（patriotism）中「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一部分，而不加以區分。因此，我們在進行變數建構的過程中，

                                                                                                     

7 如同 Dahl 對「多元政體」（polyarchy）所下的經典定義：乾淨的選舉、大眾選舉權、

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首腦，以及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多元資訊來源。後三者即

均為政治自由面向的定義（1971）。 
8 對於設計這些題目以及形成題組的立意與理論假設，請參考Chu (2013a)。而關於如何將

不同題組中的題目操作化形成個別因子（factors）並進行迴歸分析，請參考（Huang et al., 

2013）一文，其中有十分詳盡的解釋。本文與（Huang et al., 2013）一文不同之處，在於

並未利用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分數來形成政體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指

數，原因在於本文希望在題組信效度已確立的前提下，以更容易使讀者理解操作化方式

的形式來進行分析。 



政治科學論叢∕第 86 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51 

也針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五個變數進行了面向性測試，9 以求實證上

的精確性。我們發現，在 2015 及 2019 年的資料中，分別代表民族主義與

愛國主義情緒的五個項目能很好地形成一個潛在因子，除「有機會也不願

意到國外去生活」這個子題之外，每個項目的因素負荷均高於或接近 0.5，

且在模型適合度檢驗上也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後續的迴歸分析中，我們

將五項子題相加總形成一綜合性的「愛國∕民族主義指標」，以一併檢視愛

國∕民族主義這個複合情緒的調節作用。 

再者，為了確定民主示範效果並不受其他因素影響，我們也在多元迴

歸模型中納入四組控制變數：政府績效評估、傳統文化價值、媒體使用程

度以及社會人口學變數（sociodemographic attributes）。政府績效評估包含中

央與地方政府內政績效、經濟表現評價三項。史天健及 Doh Chull Shin 在 

表 4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面向性測試： 
因素負荷與適合度檢驗 

項 目 因素負荷（2015） 因素負荷（2019） 

民族主義 1 0.644 0.617 
民族主義 2 0.528 0.472 
民族主義 3 0.665 0.613 
愛國主義 1 0.548 0.424 
愛國主義 2 0.425 0.306 

CFI 0.970 0.943 
TLI 0.940 0.886 
RMSEA 0.068 0.074 
SRMR 0.029 0.034 
樣本數  4068  4941 

因 子 特徵值（2015） 特徵值（2019） 

因子 1 1.666 1.305 
因子 2 0.344 0.222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9 此處，我們參考 Huang & Chang (2017) 一文進行面向性測試的方式，利用 Mplus 進行

類別 IRT 因子分析，而在模型設定上，則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我們同時也進行了探索性的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並同時將各因子特徵值（eigenvalue）列出，詳見表 4。另表 4 中各變數的問卷項目，

則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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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包含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民主觀念時曾指出：因受儒家文化提倡自上

而下「賢能政治」（或稱為「監護式」）治理導向的影響，在談及「民主」概

念時，相對於西方民主所強調的程序與權利特徵，東亞社會民眾更優先關

注的是經濟福利等民生和治理議題，史天健更提出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權

威傾向」（orientation towards authority, OTA）文化價值，是影響中港臺三地

民眾看待民主的核心因素（Shi, 2014；Shin, 2011），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儒

家價值將直接弱化人們的民主支持（Chang et al., 2005）。以此為基礎，中

國共產黨發展並強化了「中國式民主」的概念，以作為「西方式民主」的對

立面，既批判性地傳承與吸收了諸如「民本」、「賢能」、「善治」等中國傳統

文化因素，也融合和內化了共產黨的相關理念與主張，強調傳統民生問題

的解決與對政府優質服務的要求，才是「民主」的要義。因此，我們認為若

民眾對政府施政的各方面有高評價，則必然影響人們對於民主制度的支持

程度；同時，越傾向傳統權威傾向價值者，也將會有較高的體制支持。其

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威權體制下，媒體不僅作為統治集團的傳聲筒，

同時也是輿論管制的重要工具，而在中國大陸，基於所有的媒體均「姓黨」，

在並無合法非官方管控資訊流通的狀況下，越高的媒體使用量將提昇體制

支持及政府信任，也將減低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文的分

析中，是否每日閱聽政治方面的新聞也被本文納入作為控制變數之一。 

在社會人口學變數的部份，則納入年齡世代差異、10 性別、教育程度、

鄉村∕城市戶口以及共產黨員身份。此外，為了評估「重分配理論」的效

果，我們也將「主觀收入水平」（subjective income level）加入迴歸模型中

加以控制。 

在模型設定上，我們採用 OLS 線性迴歸分析，然而，基於中國大陸的

                                                                                                     

10 本文的年齡世代差異分界主要以改革開放前出生（建國到文革結束世代）、改革開放

（1978 年）到 90 後之前（改革開放世代），以及 90 後（1990 年起出生）世代等三個

部分。改革開放前出生的民眾，在社會政治環境方面，與改革開放後之後的民眾有著

不同的成長經驗。改革開放到 1990 年之前出生的民眾，其成長歷經了中國經濟快速成

長、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而 90 後的世代，則是在全球化和網路世代成長下的一代，

其生活經驗和成長背景也與之前兩個世代有所差異。為了變數處理需要，本文將世代

差異化分成此三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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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幅員與人口規模，以及各省市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諸多差異，我

們選擇在模型中加入省市虛擬變量（dummy variables），以修正在該層次上

所出現的依變數差異。 

我們可將本研究所使用的迴歸模型表示如下：11 

DV   β0β1evaldiffβ2patriot / nationalismβ3evaldiff  
patriot / nationalismβ4centralevalβ5 localeval  
β6econevalβ7newsdailyβ8 incomeβ9otavalues  
β10 femaleβ11edugroupβ12agegroupβ13ruralhukou 
β14partymemberβprovprovincedummye (1) 

其中，DV 包含了本文的兩個研究依變數：「自由民主價值」與「普遍

體制支持」，β1 係數則為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β3 則為愛國∕民

族主義對於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在本節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先針

對中國大眾的民主評價差異、愛國∕民族主義以及民主支持做跨年度的總

體性資料描述，其次，則以民主支持為依變數，驗證民主評價差異的影響

力，並在第三部份檢視愛國與民族主義如何直接影響民主評價差異，及驗

證愛國∕民族主義對於民主示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作用。 

三、中國大陸的大眾民主支持、愛國∕民族主義與民主評價差異 

我們首先想知道的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體制支

持程度，對中國大陸、美國以及臺灣的民主表現評價，以及愛國∕民族主

義的情緒，在總體層次上是否有明顯的消長。為清楚呈現趨勢，我們先將

民主支持指標與體制支持指標除以題組題數，形成對該指標的平均同意比

例。圖 2 顯示，無論是正向或反向的民主支持指標，在 2011～2019 近十年

間均沒有大幅的波動。其中，自由民主價值的大眾支持均不及五成，而體

制支持則有接近七成。該結果符合近期的一些研究發現（Lu & Dickson, 

2020），顯示民眾確實高度認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 

                                                                                                     

11 迴歸式中變數名稱的英文代號如下：evaldiff：民主評價差異；patriot/nationalism：愛

國∕民族主義；centraleval：中央治理評價；localeval：地方治理評價；newsdaily：每

日閱聽政治訊息；income：收入水平；otavalues：OTA 傳統價值；female：女性；edugroup：

教育程度；agegroup：世代群體；ruralhukou：農村戶口；partymember：共產黨員；

provincedummy：省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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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民眾對於美國、臺灣以及中國大陸本身的民主評價，則有

較為明顯的改變。圖 3 顯示，中國民眾對美國與臺灣民主評價逐漸下降，

但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則逐漸上升，圖 4 則顯示，在 2019 年的調查中，甚至

有接近半數的中國民眾認為本國的民主分數要比美國與臺灣來得更好。這

表示中國大陸民眾對於這三個地區的民主表現評價，顯然有別於 V-dem 計

畫所諮詢的專家意見，顯示在威權政體下，民眾對於「民主」的認識及評

價民主的標準，確實與政治學者的看法有極大的差異（Diamond, 2010）。 

最後，圖 5 顯示近十年中國大陸民眾高漲的民族與愛國主義。12 除了

「假如其他國家的人變得更像中國人，世界將更美好」之外，其餘的指標

均有八成左右的支持度，並且不分愛國或民族主義指標，均逐年地增高。

不過，總的來說，在總體的層次上，我們並未見到民主評價差異的改變，

與民主∕體制支持程度的相關性，也無法由總體層次上發現高漲的愛國∕

民族主義如何影響民主支持。然而，我們確實發現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與

民族主義，在一個已經很高的基礎上更加提昇。 

四、民主示範效果的經驗證據 

接著我們利用個體層次的迴歸分析來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為清楚標明

各迴歸係數的方向、效果大小（effect size）與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我們將美－中民主評價差異對於民主支持指標與體制支持的迴歸係數整理為

圖 6。13 迴歸模型結果顯示，美－中民主評價差異在 2011 年與 2015 年的調

查中，均顯著地降低了大眾對既有體制的支持，並且在三次調查中均正向

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由於該效果在 2011 年、2015 年與 2019 年三個

不同年份的調查資料都呈顯著，顯示該效果的穩固性，並不受這十年間中

美關係的劇烈改變以及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情勢所影響。圖 7 則顯示在相

同的模型設定下，主要自變數變動為「兩岸民主評價差異」的迴歸係數。14  

                                                                                                     

12 在我們所使用的三次調查中均包含愛國主義題組，但民族主義題組僅出現在 2015 年與

2019 年的調查中。 
13 完整的迴歸模型請參考表 5。其中，模型 1 至 3 的依變數為對現有體制的支持程度，

模型 4 至 6 則是對自由民主價值進行迴歸。 
14 完整的迴歸模型請參考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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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民主支持與政體支持指標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3 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 (1)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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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 (2)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5 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民族主義傾向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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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美國民主示範效果：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7 臺灣民主示範效果：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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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迴歸模型：美國民主示範效果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中美評價差異 -0.147*** -0.072*** -0.049 0.260*** 0.292*** 0.194** 
 (0.019) (0.026) (0.032) (0.033) (0.050) (0.080) 

愛國∕民族主義 0.339*** 0.325*** 0.319*** -0.025 0.029 0.008 
 (0.031) (0.013) (0.024) (0.078) (0.030) (0.053) 

愛國∕民族主義×中美評價差異 0.052*** 0.006 -0.002 -0.100*** -0.049*** -0.034** 
 (0.010) (0.006) (0.008) (0.015) (0.012) (0.017) 

中央治理評價 0.814*** 0.389*** 0.445*** 0.666*** 0.520*** 0.715*** 
 (0.116) (0.091) (0.084) (0.225) (0.159) (0.156) 

地方治理評價 0.270*** 0.364*** 0.284*** -0.245* -0.194* -0.065 
 (0.101) (0.084) (0.071) (0.129) (0.114) (0.111)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49*** 0.227*** 0.118** -0.036 -0.197*** -0.115 
 (0.060) (0.059) (0.047) (0.101) (0.060)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1* 0.191*** 0.186*** 0.333*** 0.326*** 0.222** 
 (0.052) (0.052) (0.037) (0.102) (0.076) (0.097) 

家庭經濟狀況 0.080* 0.074*** 0.068** 0.238*** 0.065 0.135** 
 (0.043) (0.022) (0.030) (0.056) (0.061) (0.053) 

OTA 價值 0.087*** 0.160*** 0.131*** -0.534*** -0.337*** -0.292*** 
 (0.028) (0.020) (0.033) (0.042) (0.052) (0.064) 

女性 -0.178** -0.149*** -0.194*** -0.347*** -0.122* -0.418*** 
 (0.082) (0.040) (0.045) (0.070) (0.074) (0.064) 

教育程度 0.061 0.194*** 0.199*** 0.509*** 0.740*** 0.503*** 
 (0.043) (0.028) (0.023) (0.126) (0.060) (0.056) 

年齡群體  79 後 -0.035 0.021 0.041 0.475*** 0.669*** 0.365*** 
 (0.064) (0.037) (0.056) (0.114) (0.112) (0.078) 

年齡群體  90 後 0.172 0.270*** 0.061 1.181*** 0.648*** 0.470*** 
 (0.116) (0.090) (0.065) (0.193) (0.108) (0.103) 

鄉村戶口 -0.016 0.004 -0.026 -0.477*** -0.358*** -0.026 
 (0.084) (0.058) (0.070) (0.134) (0.114) (0.088) 

黨員 0.178*** 0.079* 0.061 0.238** 0.304*** 0.082 
 (0.054) (0.043) (0.043) (0.104) (0.094) (0.067) 

R-squared 0.241 0.282 0.226 0.313 0.349 0.257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迴歸係數標準誤表示於括號中 
*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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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迴歸模型：臺灣民主示範效果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兩岸評價差異 -0.165*** -0.119*** -0.138*** 0.280*** 0.277*** 0.125 
 (0.026) (0.026) (0.037) (0.037) (0.050) (0.083) 

愛國∕民族主義 0.351*** 0.321*** 0.324*** -0.057 0.001 -0.008 
 (0.031) (0.014) (0.026) (0.086) (0.034) (0.052) 

愛國∕民族主義×兩岸評價差異 0.057*** 0.015** 0.013* -0.111*** -0.043*** -0.024 
 (0.012) (0.006) (0.008) (0.018) (0.011) (0.018) 

中央治理評價 0.809*** 0.383*** 0.421*** 0.664*** 0.513*** 0.684*** 
 (0.115) (0.088) (0.077) (0.228) (0.159) (0.160) 

地方治理評價 0.272*** 0.361*** 0.283*** -0.257* -0.192* -0.083 
 (0.099) (0.086) (0.071) (0.138) (0.116) (0.113)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49*** 0.229*** 0.113** -0.046 -0.209*** -0.125 
 (0.055) (0.059) (0.047) (0.100) (0.060) (0.086)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11** 0.193*** 0.173*** 0.318*** 0.335*** 0.219** 
 (0.052) (0.052) (0.035) (0.102) (0.077) (0.098) 

家庭經濟狀況 0.077* 0.072*** 0.068** 0.241*** 0.076 0.134** 
 (0.043) (0.022) (0.030) (0.055) (0.062) (0.053) 

OTA 價值 0.090*** 0.160*** 0.133*** -0.541*** -0.334*** -0.293*** 
 (0.027) (0.020) (0.033) (0.041) (0.050) (0.064) 

女性 -0.177** -0.157*** -0.182*** -0.348*** -0.119* -0.424*** 
 (0.083) (0.039) (0.045) (0.072) (0.071) (0.063) 

教育程度 0.044 0.195*** 0.194*** 0.539*** 0.752*** 0.513*** 
 (0.044) (0.028) (0.023) (0.118) (0.061) (0.056) 

年齡群體  79 後 -0.046 0.006 0.029 0.497*** 0.697*** 0.376*** 
 (0.063) (0.035) (0.055) (0.117) (0.107) (0.077) 

年齡群體  90 後 0.140 0.240*** 0.045 1.226*** 0.701*** 0.487*** 
 (0.117) (0.090) (0.064) (0.199) (0.104) (0.100) 

鄉村戶口 -0.019 0.006 -0.026 -0.480*** -0.373*** -0.027 
 (0.086) (0.060) (0.069) (0.136) (0.114) (0.088) 

黨員 0.187*** 0.073* 0.058 0.221** 0.307*** 0.076 
 (0.054) (0.043) (0.045) (0.101) (0.096) (0.066) 

R-squared 0.243 0.285 0.230 0.311 0.347 0.255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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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示範效果亦十分顯著，在三次調查中均顯著減弱人

們的體制支持，也在 2011 年與 2015 年的調查中展現對自由民主價值的正

面影響效果。 

另外，綜觀迴歸分析的結果，在控制變數中，無論是對中央或地方的

治理評價、對於經濟表現的評價、或是性別年齡等社會經濟學變數，均未

對體制支持或自由民主價值有顯著影響力，或是影響的方向性並不一致，

更沒有跨年度的影響。其中，地方治理評價與經濟表現評價的影響性符合

理論預期，顯著地增加人們的體制支持，減弱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然而

在顯著性上，並不如中美與兩岸的評價差異。另外，每日閱聽政治訊息者

對本文兩個理論上方向逆反的依變數均有正面的影響，對於體制支持，我

們認為是政治宣傳的結果，而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促進，則多來自閱聽政

治訊息將提昇人們的「政治知識」，有助於讓人們理解抽象複雜的價值問題

（Lei & Lu, 2017），並反映在自由民主價值的提昇上。我們另外也發現女

性雖然較不支持體制，但並沒有比較高的自由民主價值，而教育程度的提

昇與改革開放後的世代身份，則如同閱聽政治訊息一般，對體制支持與自

由民主價值都有提昇的作用，這反映了在中國大陸中，教育程度高者或年

輕世代更有可能成為新興中產階級，而作為經濟發展的得利者，對於當下

的威權政體將更為擁護的現實（Chen & Lu, 2011）。但同時，高教育程度者

或青年世代在價值傾向上，卻又如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般，比教育程度低者

更傾向自由價值（Wang, 2007）。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控制變數中，「權

威傾向」傳統價值完全符合了過去研究的結果（Shi, 2014），是限制民主支

持與維繫威權傾向的長期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藉由迴歸模型的檢驗，我們提出了支持假設 1a 至 1d 的經

驗證據。15 此外，我們另外要提出的一點是，雖然單從迴歸係數上看來，

民主評價差異的效果似乎相當小，但基於該變數在本文的編碼中是一個由

                                                                                                     

15 除了正文表 5 與表 6 的迴歸分析之外，作者亦利用另外兩組測量民主支持程度的指標，

包含「自由的民主認知」（liberal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LUD）以及「反對一黨專制

體制」（detach from one-party regime）兩者作為迴歸模型依變數，並以表 5 與表 6 相同

的模型設定進行迴歸分析，以作為穩固性檢定（robustness check）的一部分。我們發現

無論使用何種民主支持指標，民主評價差異對於民主支持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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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到 9 的差值指數，以 2015 年的調查資料為例，在各變數均以平均值帶入

的基線模型中，若美中民主評價差異由 -9 提昇至 9，則預測自由民主價值

將會由 3.6 提昇至 5.4 分（滿分為 10 分），體制支持程度則會由 3.1 分下降

至 2.2 分（滿分為 4 分），分別影響了 0.73 與 0.64 個標準差，影響的程度

要比所有控制變數要高，僅次於教育程度的影響。16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的調查中，美中評價差異與兩岸評價差

異分別在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兩個層面失去顯著影響力，且效果與

2011 與 2015 年的結果相比，呈現一逐步下滑的趨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

正與我們在前一節的資料描述中所提到的，即便在如 V-dem 等專家資料庫

中，中美或兩岸的民主程度一直相距甚遠，但對中國大陸民眾而言，美國

與臺灣的民主表現其實在不斷地下降，而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反而上升。在

總體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水平並未隨之波動的情況下，反映的便是民

主示範效果的不斷減弱。 

此外，對於該現象，我們還能從兩方面來進一步討論。第一，正如我

們在前面所提到的，目前並不是民主政體最好的時代。由本文前段顯示的

美國與臺灣 V-dem 分數來看，即便在整個九○年代，兩國在各民主面向上

均有極佳表現，但在 2015 年之後，兩國的民主表現都有所下降，特別是美

國，作為世界民主的旗手（flag-bearer），當近年來美國因川普總統的許多反

民主舉措而在民主表現上有所倒退時，不僅是學界對於美國的民主表現評

價有日益負面的趨勢（Diamond, 2019），國際媒體或研究機構也開始質疑

美國在全球民主社會中的領導作用（Bremmer, 2019；Diamond, 2020；Hannah 

& Gray, 2020；Hannah, 2019）。因此，也可能是中國大陸民眾也觀察到了

美國與臺灣在真實民主表現的不斷退步，因此影響了民主示範的效果。另

一方面，中國大陸在 2015 年之後的權威集中化與輿論管控升級，也將影響

人們對於境外政治的理解，更有機會因直接的政府宣傳而扭曲對境外民主

表現的評價（Qiang, 2019）。 

                                                                                                     

16 至於兩岸評價差異的部份，一樣是在 2015 年的調查資料中，當評價差異一樣由 -9 提

昇至 9 分時，自由民主價值將會由 3.6 上升至 5.5，體制支持的程度將由 3.2 下降到 2.1，

影響程度分別為 0.77 與 0.78 個標準差，且均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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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直接影響民主評價差異的因素之外，本文還提出了另一個

影響民主示範效果的可能因素：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負向調節作用。接

下來，我們將更進一步，驗證在中國大陸逐步上升的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

是否削弱本節所驗證的美國與臺灣的民主示範效果。 

五、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 

首先，在討論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attenuating effect）之前，

我們將先驗證研究假設 2a 與 2b，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否對民主支持

本身有負面的影響。表 5 與表 6 均顯示，愛國與民族主義僅對於普遍體制

支持有正面影響，但對於自由民主價值而言，則並無顯著影響力。該發現

驗證了本文的假設 2b，也符合先文回顧的論述，即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長

期做為中國大陸政府用以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工具，因此與體制支持高度相

關，也在意料之中。相較之下，由於在中國大陸官方的操作，以及民間的

愛國∕民族主義發展中，主要目標在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並無太

多與自由或威權價值相關的論述（Schneider, 2018；Weatherley, 2014），因

此，假設 2a 無法被驗證，也在情理之中。 

進一步地，我們希望驗證假設 3a 與 3b，即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

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亦即對於隨著愛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即便人們

對美、中、臺的民主評價與國際政治學者相仿，但這些民眾的民主支持程

度卻不會隨著提昇。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我們的迴歸模型中包含了愛國∕

民族主義與中美及兩岸民主評價差異的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其

迴歸係數即參之二節中模型 1 的 β3。 

我們將愛國∕民族主義情緒與中美、兩岸評價差異交互作用項的迴歸

係數分別整理於圖 8 與圖 9。結果顯示，在體制支持層面上，僅有 2011 年

的愛國主義情緒對美國的示範效果有調節作用，但無論哪一年度，愛國∕

民族主義都對臺灣的示範效果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對於自由民

主價值而言，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則十分顯著，僅在 2019 年的臺灣

示範效果中不存在調節作用，但由係數圖中可看出，其影響方向仍舊符合

我們的假設，是負向的調節效果，且距離統計顯著的門檻相當接近。就以

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說經驗證據為本文的假設 3a 提供了足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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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愛國∕民族主義對美國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9 愛國∕民族主義對臺灣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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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部份證實了假設 3b。 

為了更清楚地呈現該調節效果的作用，我們更進一步地藉由邊際效果

的計算，17 來視覺化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作用。圖 10

顯示，在毫無愛國∕民族主義情緒時，由最低的中美評價差異 (-9) 上升到

最高的中美評價差異 (9) 後，個人的自由民主價值將由接近兩分的低分顯著

地提升到七分的水準。相對地，在最高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下，即便中

美評價差異由最低分上升到最高分，也沒有顯著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

另一方面，圖 11 則顯示，兩岸民主評價差距能在低愛國∕民族主義者身上

產生對體制支持顯著的負面效果，但對於強愛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兩岸

民主評價則幾乎不會改變人們對體制的支持程度。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

能明顯看出愛國∕民族主義顯著的調節作用。 

圖 10 愛國∕民族主義對美國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自由民主價值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5（Chu et al., 2020） 

                                                                                                     

17 我們呈現於此的邊際效果為表 5 的模型 5 以及表 6 的模型 2，基線模型設定為除愛國∕

民族主義與民主評價差異外，其餘變數均以其該年度平均值帶入。亦即我們在此顯示

的是「樣本均值時的邊際效應」（marginal effects at the means, M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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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愛國∕民族主義對臺灣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體制支持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5（Chu et al., 2020） 

肆、結論 

相較促進或誘發威權國家之內種種有利或不利於民主轉型的因素，例

如經濟發展或種族紛爭，或是傳統上外國勢力直接介入的強制（coercion）

或競爭（competition）的機制（Miller, 2016），本文提出一個可能為全球民

主倡議者著力的「民主示範效果」，即民主陣營若欲引發威權大眾的民主支

持，使其有更高的轉型可能性，則應當從「軟實力」與「公共外交」的角

度出發，深化既有民主的核心價值，強化民主運作的機制，使民主國家在

威權大眾心中的表現優於本國，兩相比較下的差距，將使人們失去對既有

體制的支持，同時提昇人們的自由價值傾向。藉由分析自 2011 年至 2019

年間，在當今人口最多，經濟與軍事實力也不斷壯大的威權政體－中國大

陸所進行的民調資料，我們為本文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

族主義的調節作用」提出了穩固的證據基礎。我們發現，無論是美國或是

臺灣，其民主示範效果對於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均有顯著影響，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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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不隨著中美與兩岸關係的惡化或中國大陸政治的威權化而消逝，其穩

固性也是其他可能影響民主支持的變數，如收入水平、文化價值、教育程

度，甚至是威權政體治理評價所未在迴歸模型中展現的。實證分析的結果

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民主國家對威權大眾所帶來的示範效果，將是

國際關係層次上，民主陣營得以影響全球民主前景的關鍵因素。亦即，作

為與中國大陸互動最頻繁的民主政體，臺灣與美國若能維持穩定的民主表

現，「說好民主故事」，並能夠明確傳達給威權大眾，則由外而內地影響威

權國家的大眾民主支持是有可能的。正如三十年前的東德人比較自己的日

常生活，與穿過檢查站後所見到的自由社會一般，唯有民主社會不斷強化

自身，才有使威權社會的人們心嚮往之的可能。 

但同時，本文另一個重要的實證發現則指明，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

不僅有效地協助中國大陸的執政者鞏固民眾對現有體制的向心力，也牽制

著民主示範機制對自由價值的提昇效果。此外，本文的資料顯示，近十年

來，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有增無減，並且長期維持在非常

高的水平。姑且不論該回答是否存在政治正確或政治敏感的因素，18 但如

此高度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將顯著地削弱民主國家所可能帶來的任何

示範效果，使人們對此免疫。 

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國大陸民眾而言，此刻也絕非了解美國與臺灣民

主實際運作狀況的最好時機。自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執政以來，政府對於民

間資訊流通的限制日益增強，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操縱及管控輿論（King 

et al., 2013；2017；Qiang, 2019；Zhong et al., 2017），因此，若中國大陸官

方也意識到美國與臺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可能帶來示範的效果，則對於該類

資訊的管控必將更加嚴厲。其次，在中國官方媒體的宣傳手法上，針對美

國或臺灣的民主運作，也常以負面報導居多。在外界資訊難以傳入，內部

又有官方操作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民眾能夠得到多少與民主國家實際民

主運作情形有關的資訊，令人不容樂觀。在中美貿易戰與兩岸關係惡化的

背景下，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對於愛國主義的強烈宣傳，以及民間對臺美雙

方對臺灣議題操作的不滿，也將加強本文所提的調節效果，中和臺美兩地

                                                                                                     

18 針對中國大陸民眾回答政治敏感問題時的無反應或調查偏誤，請見本文參之一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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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示範作用。我們也由調查資料中發現，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

異，與 V-Dem 計畫的評價差異差距甚大，甚至完全相反，這顯示對於大多

數中國大陸民眾而言，中國大陸的政治運作並不威權，其民主表現甚至高

於我們所認定的民主國家。本文在此並未試圖為該現象提出解釋，但美國

與臺灣，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實際政治運作，有多少資訊能為中國大陸民

眾知悉，其中又有多少為官方資訊管控的結果，則需要學界更長期且深入

的觀察。 

不過，對於民主學者而言，雲後依舊有光。我們雖未見到中國大陸隨著

世代替代（cohort replacement）而出現爆炸性的政治民主需求（Wang, 2007），

但調查資料顯示，在 2011、2015 及 2019 年的十年間，即便有美國與全球的

民主衰退、高漲的民族與愛國主義，以及居高不下的威權體制支持，但同

時，中國大陸的大眾民主支持指標卻未有太大的改變，依舊有近半的人們

傾向民主自由價值，且民主示範效果依舊穩固。因此，在型塑中國大眾民

主支持機制的背後，必然還有更複雜的因素。正如一路以來民主研究者所

發現的，型塑大眾民主支持的原因絕非單一要素，而是歷史遺緒、社會價

值與現代化過程緊密交織的交互作用產物，而我們在此提出的民主示範效

果，也僅是諸多砝碼之一。然而，我們希望本文所提出的論點，能使有志

於推廣全球民主者能有新的著力點。威權政府雖能利用假新聞與各種對外

宣傳侵蝕民主政體的信任根基（Bartlett, 2018；Brady, 2015；Terry, 2019），

但相對地，無論幅員大小或國力強弱，民主國家也得以藉由民主的實踐與

深化，藉由文化軟實力與更開放的國境，藉由公共外交的方式，讓民主被

看見，使民主政體不僅為國民所欲，也使威權國家中的公民傾慕，如此，

我們即能在鞏固自身民主的同時，為全球的民主前景添加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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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模型設定的討論與穩固性分析 

首先，為區別調查年度是否對本文所提假設有所影響，我們將 2011、

2015 與 2019 年所進行的三波調查資料合併，進行混合模型（pooled model）

的估計，結果如表 7。我們發現，在民主評價差異與愛國∕民族主義的交互

作用項仍維持顯著的前提下，不同的調查年度確實對研究的依變數－民主

支持指標，有顯著的影響力，顯示 2015 年與 2019 年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

支持表現要比 2011 年來得低。該結果與我們在參之三節中所呈現的主要變

數敘述統計（見圖 2）相符合，但藉由迴歸分析的方式，我們確認民主支持

指標在不同年度的波動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 

然而，作者在正文中所設定的迴歸模型，並不將調查年度做虛擬變項

的處理，而是將不同波次的調查區分開來，進行獨立的分析，原因有二。

首先，如同我們於參之一節所提到的，本文希望納入不同調查年度的資料

進行分析，以確保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族主義的

調節作用」，並不因 2011 至 2019 近十年間美中臺三方關係的快速變動，以

及中國內部政治的威權化而受到影響，而若本文的兩個主要效果確實在某

一年度失去作用，我們也能藉由分析該調查年度的國際關係脈絡，解釋效

果改變的可能原因，如同作者們在正文中所做的。由於我們不單只是要確

認調查年份對研究依變數有所影響，更要確認理論效果是否因時間變數而

改變。為確認效果的依時變動，我們也能將本文的兩個主要效果變數與調

查年度虛擬變數作交互作用項的處理，但基於本文主要論點已經包含了一

個交互作用，為求結果闡釋的清晰與文章的易讀性，我們決定採取更直接

且簡潔的方式進行迴歸分析。其次，混合模型的樣本數將大致是單一波次

調查的三倍，倘若本文所提的理論效果於各年度調查均相同，則採取混合

模型更容易達到文章寫作者所期待的統計顯著性。但相反地，由於我們將

三波調查結果分開進行分析，在迴歸分析樣本數下降的情況下，若研究自

變數對依變數仍有顯著影響，則我們得以利用更保守的樣本數達到相同的

推論結果。因此，基於前面兩點，作者在本文中僅呈現各波調查分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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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迴歸模型：將調查年度以虛擬變數處理 

 
(1) 

體制支持 
(2) 

LDV 
(3) 

體制支持 
(4) 

LDV 

中美評價差異 -0.098*** 0.212***   
 (0.010) (0.017)   

愛國∕民族主義×中美評價差異 0.011*** -0.037***   
 (0.003) (0.005)   

兩岸評價差異   -0.120*** 0.220*** 
   (0.011) (0.019) 

愛國∕民族主義×兩岸評價差異   0.014*** -0.041*** 
   (0.003) (0.005) 

愛國∕民族主義 0.346*** 0.028 0.348*** 0.012 
 (0.012) (0.020) (0.011) (0.020) 

中央治理評價 0.559*** 0.651*** 0.548*** 0.643*** 
 (0.043) (0.073) (0.043) (0.073) 

地方治理評價 0.325*** -0.138** 0.325*** -0.149** 
 (0.036) (0.061) (0.036) (0.061)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156*** -0.122*** 0.155*** -0.134*** 
 (0.025) (0.043) (0.025) (0.043)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56*** 0.301*** 0.159*** 0.297*** 
 (0.026) (0.043) (0.026) (0.043) 

家庭經濟狀況 0.065*** 0.158*** 0.063*** 0.160*** 
 (0.016) (0.027) (0.016) (0.027) 

OTA 價值 0.130*** -0.376*** 0.132*** -0.381*** 
 (0.011) (0.019) (0.011) (0.019) 

女性 -0.197*** -0.322*** -0.194*** -0.325*** 
 (0.022) (0.038) (0.022) (0.038) 

教育程度 0.178*** 0.582*** 0.172*** 0.595*** 
 (0.014) (0.023) (0.014) (0.023) 

年齡群體  79 後 0.027 0.615*** 0.015 0.636*** 
 (0.031) (0.052) (0.030) (0.052) 

年齡群體  90 後 0.163*** 0.718*** 0.141*** 0.750*** 
 (0.043) (0.072) (0.042) (0.072) 

鄉村戶口 -0.009 -0.267*** -0.009 -0.274*** 
 (0.027) (0.045) (0.027) (0.045) 

黨員 0.080*** 0.229*** 0.080*** 0.224*** 
 (0.030) (0.050) (0.030) (0.051) 

第四波（2015） -1.075*** -1.223*** -1.069*** -1.218*** 
 (0.052) (0.089) (0.052) (0.089) 

第五波（2019） -0.915*** -0.947*** -0.926*** -0.933*** 
 (0.050) (0.085) (0.050) (0.085) 

樣本數 12410 12410 12410 12410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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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的結果。 

其次，我們在此進行的第二項穩固性分析，則是以中國大陸民眾對美、

中、臺三地的民主評價本身為自變數，對民主支持指標進行迴歸。也就是

說，我們藉由對本國與他國的主觀評價，而非正文中所使用的評價差異，

以避開在不同認知基礎上，民眾理解層次中不同國家的民主程度之間是否

能夠相互比較的問題，如此，我們便能呈現在不考慮人們對本國與他國評

分時所採用的標準是否一致的情況下，他國的民主是否能夠影響中國大陸

民眾的民主支持程度。 

表 8 與表 9 即為以美國與臺灣民主評價作為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無論是對美國或對臺灣的民主評價，在每一調查年度均對大眾

的自由民主價值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力，此外，愛國∕民族主義對於自由民

主價值的調節效果也受到再次的確認。相較之下，在體制支持的層次上，

迴歸分析的結果則與本文的假設有些許的出入。我們發現，美國與臺灣的

民主評價在 2011 年的調查中仍有顯著負向影響，且愛國主義也有顯著的正

向調控作用，但在 2015 年的調查資料中則無論是他國民主評價或與愛國∕

民族主義的交互作用項，均沒有任何顯著影響，而在 2019 年的資料中，美

國的民主評價更是與體制支持程度呈正向相關，而愛國∕民族主義也轉成

正向調節效果。最後，我們在表 10 中則呈現以中國大陸民眾對本國民主評

價作為自變數的迴歸分析，我們發現，對中國大陸的民主評價越高，則體

制支持程度越高，且自由民主價值越低。然而，在表 10 的模型中，愛國∕

民族主義並沒有增強中國大陸民主評價的反民主支持效果，反而使人們增

加對民主的支持。 

總體來說，以個別民主評價作為研究自變數時，在多數情形下，結果

與本文的假設相符，然而在越近期的調查資料中，有越多與本文假設不一

致的情況，如 2019 年針對體制支持的回歸看似與本文的假設完全相反，此

外，在交互作用變數的表現上，表 10 的結果也看似不如我們的預期。對此，

我們提出兩個討論的方向。首先，我們從圖 2 與圖 3 中可以發現，隨著美

中臺三方關係的日益緊張與中國大陸內部的重新威權化，人們的體制支持

與自由民主價值水平並未有太多改變，但對美國與臺灣的評價，則隨著衝

突的升級與交流的冷卻，使得美國與臺灣公共外交的效果減弱，因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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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迴歸模型：以美國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美國民主評價 -0.096*** 0.071 0.121** 0.466*** 0.531*** 0.376*** 
 (0.034) (0.050) (0.058) (0.067) (0.073) (0.089) 

愛國∕民族主義 0.079 0.437*** 0.486*** 1.114*** 0.647*** 0.383*** 
 (0.132) (0.073) (0.085) (0.199) (0.099) (0.135) 

愛國∕民族主義×美國民主評價 0.051** -0.013 -0.024* -0.188*** -0.106*** -0.061*** 
 (0.020) (0.012) (0.014) (0.029) (0.018) (0.020) 

中央治理評價 0.844*** 0.441*** 0.513*** 0.593*** 0.322** 0.613*** 
 (0.123) (0.095) (0.081) (0.223) (0.156) (0.166) 

地方治理評價 0.310*** 0.390*** 0.314*** -0.283** -0.255** -0.092 
 (0.099) (0.081) (0.070) (0.117) (0.119) (0.110)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306*** 0.254*** 0.136*** -0.098 -0.219*** -0.133 
 (0.055) (0.060) (0.046) (0.093) (0.056) (0.088)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3* 0.179*** 0.205*** 0.310*** 0.312*** 0.218** 
 (0.055) (0.052) (0.039) (0.096) (0.078) (0.094) 

家庭經濟狀況 0.082* 0.066*** 0.069** 0.215*** 0.064 0.133** 
 (0.044) (0.023) (0.031) (0.058) (0.063) (0.052) 

OTA 價值 0.100*** 0.161*** 0.134*** -0.536*** -0.338*** -0.288*** 
 (0.026) (0.021) (0.033) (0.044) (0.055) (0.064) 

女性 -0.175** -0.136*** -0.189*** -0.349*** -0.117 -0.416*** 
 (0.086) (0.040) (0.045) (0.076) (0.074) (0.063) 

教育程度 0.029 0.173*** 0.181*** 0.504*** 0.748*** 0.487*** 
 (0.038) (0.027) (0.023) (0.130) (0.062) (0.056) 

年齡群體  79 後 -0.059 -0.027 0.018 0.484*** 0.694*** 0.347*** 
 (0.063) (0.035) (0.054) (0.111) (0.111) (0.074) 

年齡群體  90 後 0.178 0.219** 0.034 1.129*** 0.581*** 0.444*** 
 (0.114) (0.091) (0.064) (0.186) (0.105) (0.100) 

鄉村戶口 0.018 0.024 -0.020 -0.479*** -0.367*** -0.033 
 (0.088) (0.060) (0.069) (0.133) (0.113) (0.086) 

黨員 0.194*** 0.084* 0.080* 0.216** 0.267*** 0.086 
 (0.054) (0.043) (0.043) (0.102) (0.095) (0.065)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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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迴歸模型：以臺灣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臺灣民主評價 -0.075* -0.027 -0.008 0.422*** 0.539*** 0.210* 
 (0.039) (0.050) (0.048) (0.066) (0.074) (0.117) 

愛國∕民族主義 0.163 0.273*** 0.327*** 0.945*** 0.615*** 0.194 
 (0.115) (0.069) (0.062) (0.270) (0.120) (0.182) 

愛國∕民族主義×臺灣民主評價 0.040** 0.013 0.002 -0.172*** -0.109*** -0.033 
 (0.018) (0.012) (0.011) (0.039) (0.016) (0.027) 

中央治理評價 0.844*** 0.434*** 0.520*** 0.595*** 0.313** 0.630*** 
 (0.123) (0.094) (0.084) (0.224) (0.149) (0.165) 

地方治理評價 0.313*** 0.386*** 0.312*** -0.306** -0.246** -0.103 
 (0.098) (0.081) (0.070) (0.128) (0.122) (0.112)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307*** 0.250*** 0.137*** -0.117 -0.240*** -0.135 
 (0.054) (0.059) (0.046) (0.099) (0.058)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5* 0.182*** 0.206*** 0.292*** 0.331*** 0.224** 
 (0.056) (0.050) (0.040) (0.099) (0.078) (0.098) 

家庭經濟狀況 0.080* 0.067*** 0.069** 0.226*** 0.082 0.133** 
 (0.044) (0.022) (0.031) (0.055) (0.062) (0.052) 

OTA 價值 0.101*** 0.161*** 0.133*** -0.549*** -0.333*** -0.293*** 
 (0.025) (0.020) (0.033) (0.043) (0.051) (0.064) 

女性 -0.174** -0.138*** -0.190*** -0.353*** -0.115* -0.431*** 
 (0.087) (0.040) (0.045) (0.080) (0.070) (0.063) 

教育程度 0.023 0.178*** 0.186*** 0.558*** 0.767*** 0.509*** 
 (0.038) (0.027) (0.022) (0.119) (0.062) (0.056) 

年齡群體  79 後 -0.063 -0.018 0.023 0.519*** 0.712*** 0.373*** 
 (0.063) (0.034) (0.055) (0.116) (0.107) (0.076) 

年齡群體  90 後 0.174 0.236** 0.042 1.195*** 0.645*** 0.483*** 
 (0.115) (0.092) (0.063) (0.202) (0.098) (0.099) 

鄉村戶口 0.021 0.018 -0.019 -0.495*** -0.382*** -0.032 
 (0.089) (0.060) (0.070) (0.132) (0.110) (0.088) 

黨員 0.198*** 0.085* 0.076* 0.189* 0.267*** 0.079 
 (0.054) (0.044) (0.043) (0.103) (0.095) (0.063)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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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迴歸模型：以中國大陸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0.228*** 0.215*** 0.187*** -0.188*** -0.177** -0.048 
 (0.027) (0.031) (0.047) (0.048) (0.081) (0.117) 

愛國∕民族主義 0.792*** 0.458*** 0.366*** -0.609*** -0.151 -0.107 
 (0.101) (0.046) (0.071) (0.146) (0.113) (0.166) 

愛國∕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0.072*** -0.025*** -0.009 0.081*** 0.021 0.016 
 (0.016) (0.007) (0.010) (0.022) (0.019) (0.025) 

中央治理評價 0.770*** 0.231** 0.286*** 0.657*** 0.567*** 0.621*** 
 (0.118) (0.090) (0.075) (0.225) (0.166) (0.155) 

地方治理評價 0.257*** 0.322*** 0.240*** -0.288** -0.191* -0.102 
 (0.098) (0.085) (0.072) (0.145) (0.114) (0.115)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28*** 0.213*** 0.094* -0.085 -0.215*** -0.137 
 (0.056) (0.058) (0.048) (0.098) (0.061)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088* 0.179*** 0.174*** 0.343*** 0.358*** 0.207** 
 (0.052) (0.048) (0.034) (0.105) (0.077) (0.099) 

家庭經濟狀況 0.063 0.070*** 0.067** 0.246*** 0.080 0.133** 
 (0.045) (0.021) (0.029) (0.055) (0.062) (0.053) 

OTA 價值 0.090*** 0.159*** 0.133*** -0.551*** -0.331*** -0.293*** 
 (0.026) (0.019) (0.034) (0.043) (0.051) (0.064) 

女性 -0.176** -0.144*** -0.190*** -0.350*** -0.152** -0.422*** 
 (0.079) (0.038) (0.046) (0.072) (0.071) (0.063) 

教育程度 0.045 0.198*** 0.186*** 0.563*** 0.769*** 0.515*** 
 (0.044) (0.028) (0.022) (0.127) (0.059) (0.057) 

年齡群體  79 後 -0.036 0.012 0.025 0.504*** 0.719*** 0.378*** 
 (0.061) (0.035) (0.055) (0.117) (0.107) (0.076) 

年齡群體  90 後 0.141 0.213** 0.043 1.191*** 0.717*** 0.487*** 
 (0.122) (0.090) (0.066) (0.199) (0.105) (0.098) 

鄉村戶口 -0.006 0.005 -0.038 -0.525*** -0.390*** -0.033 
 (0.083) (0.059) (0.068) (0.137) (0.116) (0.088) 

黨員 0.166*** 0.050 0.051 0.222** 0.311*** 0.065 
 (0.058) (0.042) (0.041) (0.110) (0.092) (0.066)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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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效果的逐步下降，實然是符合國際政治脈絡的走向。而在愛國與民族

主義的調節作用上，則更有可能是因為 2015 年之後，愛國∕民族主義情緒

節節上升，以致於在個體層次中，該變數的歧異性快速降低，而導致調節

作用的失效。 

然而，從表 8 至表 10 的結果中我們也發現，若單純使用對特定國家的

民主評價作為自變數，並無法讓我們精確地評估民主國家是否存在「示範」

的效果。由於本文使用的是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因此，倘若我們相信「每

一受訪者」對「民主」都有一套自己判斷的標準，那麼每一筆調查資料中

對本國與他國民主評價的二元體（dyads）便也是基於相同判準下，對兩地

做出的民主評價，因此具有可比性。基於作者在正文中理論推導的核心概

念之一是人模仿的天性，而人們的模仿過程又是基於「比較」的結果，因

此，我們認為在正文中以「評價差異」而非「評價絕對指標」來操作化「民

主示範效果」，將會更貼近作者立論的原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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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of Democratic Quality  
Assessment and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The Democratic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the  

Attenuation Effects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Hsin-che Wu** & Osbern Huang*** 

Abstract 

Why do citizen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upport democracy more than 
the status quo?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redistribution, and the 
culturalist approach all focus on state-level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or on 
historical legacies. However, in this article, we bring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to 
the discuss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democratic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global 
democracies, in addition to the two mechanisms of “coercion” and 
“competition”, is the key reason behi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wishes of the 
masses in autocracies to “imitate” democracies. Furthermore, due to greater 
“soft power” and successful “public diplomacy”, we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superpowers, as well as democracies in neighbouring states, will have a greater 
chance to stimulate the aspirations for democracy of the citizen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hrough their own democratic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will weaken the 
“democracy demonstration effect” on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To illustrate our theory and test our hypothesis, we take Mainl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case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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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and democratic neighbours, and analyze three waves of public opinion 
data conducted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1, 2015, and 2019. We show that 
differences in democratic quality assessmen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its 
democratic counterparts significantly raises people’s liberal and democratic 
values, and reduces their preference for one-party regimes. In addition, we 
have found that the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ends to neutralize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on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emocratic Support, Soft Power, Patriotism, Nationalism, China Studies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bertus-Bold
    /Albertus-ExtraBold
    /Albertus-Medium
    /AlbertusMedium-Italic
    /Algerian
    /AntiqueOlive
    /AntiqueOlive-Bold
    /AntiqueOliveCompact-Regular
    /AntiqueOlive-Italic
    /ARHeiB5-Ultra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RMaoKaiB5-ExtraBold
    /ARMaoKaiB5-Heavy
    /ARMingB5-Bold
    /ARMingB5-ExtraBold
    /ARMingB5-Heavy
    /ARMingB5-Light
    /ARMingB5-Medium
    /ARMingB5-Ultra
    /ARNewHeiB5-Bold
    /ARNewHeiB5-ExtraBold
    /ARNewHeiB5-Heavy
    /ARNewHeiB5-Light
    /ARNewHeiB5-Medium
    /ARNewMingB5-Light
    /ArnoPro-Bold
    /ArnoPro-BoldCaption
    /ArnoPro-Bold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
    /ArnoPro-BoldItalicCaption
    /ArnoPro-BoldItalic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SmText
    /ArnoPro-BoldItalicSubhead
    /ArnoPro-BoldSmText
    /ArnoPro-BoldSubhead
    /ArnoPro-Caption
    /ArnoPro-Display
    /ArnoPro-Italic
    /ArnoPro-ItalicCaption
    /ArnoPro-ItalicDisplay
    /ArnoPro-ItalicSmText
    /ArnoPro-ItalicSubhead
    /ArnoPro-LightDisplay
    /ArnoPro-LightItalicDisplay
    /ArnoPro-Regular
    /ArnoPro-Smbd
    /ArnoPro-SmbdCaption
    /ArnoPro-Smbd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
    /ArnoPro-SmbdItalicCaption
    /ArnoPro-SmbdItalic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SmText
    /ArnoPro-SmbdItalicSubhead
    /ArnoPro-SmbdSmText
    /ArnoPro-SmbdSubhead
    /ArnoPro-SmText
    /ArnoPro-Subhead
    /ARStdSongB5-Bold
    /ARStdSongB5-ExtraBold
    /ARStdSongB5-Heavy
    /ARStdSongB5-Light
    /ARStdSongB5-Medium
    /ARYuanB5-Bold
    /ARYuanB5-ExtraBold
    /ARYuanB5-Heavy
    /ARYuanB5-Light
    /ARYuanB5-Medium
    /ARYuanB5-Ultra
    /AvantGarde-Book
    /AvantGarde-BookOblique
    /AvantGarde-Demi
    /AvantGarde-DemiOblique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GothicStd-Black
    /BellGothicStd-Bold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ckhamScriptPro-Bold
    /BickhamScriptPro-Regular
    /BickhamScriptPro-Semibol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Demi
    /Bookman-DemiItalic
    /Bookman-Light
    /Bookman-Light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GOmega
    /CGOmega-Bold
    /CGOmega-BoldItalic
    /CGOmega-Italic
    /CGTimes
    /CGTimes-Bold
    /CGTimes-BoldItalic
    /CGTimes-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larendon-Bold
    /Clarendon-Book
    /Clarendon-Condensed-Bold
    /ClarendonExtended-Bold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onet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ourier-Oblique
    /CurlzMT
    /DFCaiDai-Bd-HK-BF
    /DFCaiDai-Bd-HKP-BF
    /DFDouDou-W3-HK-BF
    /DFDouDou-W3-HKP-BF
    /DFDouDou-W5-HK-BF
    /DFDouDou-W5-HKP-BF
    /DFFangSong-Md-HK-BF
    /DFFangSong-W2-HK-BF
    /DFFangSong-W2-HKP-BF
    /DFFangSong-W4-HKP-BF
    /DFFangSong-W6-HK-BF
    /DFFangSong-W6-HKP-BF
    /DFGirl-W3-HK-BF
    /DFGirl-W3-HKP-BF
    /DFGirl-W5-HK-BF
    /DFGirl-W5-HKP-BF
    /DFGirl-W7-HK-BF
    /DFGirl-W7-HKP-BF
    /DFGuYin-Md-HK-BF
    /DFGuYin-Md-HKP-BF
    /DFHaiBaoW12-UB-HK-BF
    /DFHaiBaoW12-UB-HKP-BF
    /DFHaiBao-W9-UB-HK-BF
    /DFHaiBao-W9-UB-HKP-BF
    /DFHei-Bd-HK-BF
    /DFHei-Bd-HKP-BF
    /DFHei-Lt-HK-BF
    /DFHei-Lt-HKP-BF
    /DFHei-Md-HK-BF
    /DFHei-Md-HKP-BF
    /DFHei-UB-HK-BF
    /DFHei-UB-HKP-BF
    /DFHuiZong-W5-HK-BF
    /DFHuiZong-W5-HKP-BF
    /DFKaiShu-Md-HK-BF
    /DFKaiShu-Md-HK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SB-EstdP-BF
    /DFKaiShu-W3-HK-BF
    /DFKaiShu-W3-HKP-BF
    /DFKaiShu-W7-HK-BF
    /DFKaiShu-W7-HKP-BF
    /DFKai-XB-HK-BF
    /DFKai-XB-HKP-BF
    /DFKanTingLiu-XB-HK-BF
    /DFKanTingLiu-XB-HKP-BF
    /DFKuoTaiBei-W4-HK-BF
    /DFKuoTaiBei-W4-HKP-BF
    /DFLianLian-W2-HK-BF
    /DFLianLian-W2-HKP-BF
    /DFLianLian-W4-HK-BF
    /DFLianLian-W4-HKP-BF
    /DFLiHei-Bd-HK-BF
    /DFLiHei-Bd-WIN-BF
    /DFLiHeiBold-WIN-BF
    /DFLiHeiBold-WINP-BF
    /DFLiHei-Lt-HK-BF
    /DFLiHei-Lt-WIN-BF
    /DFLiHei-Md-HK-BF
    /DFLiHei-Md-WIN-BF
    /DFLiHeiMedium-WINP-BF
    /DFLiKaiShu-Md-HK-BF
    /DFLiKaiShu-Md-WIN-BF
    /DFLiKingHei-XB-HK-BF
    /DFLiKingHei-XB-WIN-BF
    /DFLiShu-Md-HK-BF
    /DFLiShu-W3-HK-BF
    /DFLiShu-W3-HKP-BF
    /DFLiShu-W5-HKP-BF
    /DFLiShu-W7-HK-BF
    /DFLiShu-W7-HKP-BF
    /DFLiSong-Bd-HK-BF
    /DFLiSong-Bd-WIN-BF
    /DFLiSong-Lt-HK-BF
    /DFLiSong-Lt-WIN-BF
    /DFLiSong-Md-HK-BF
    /DFLiSong-Md-WIN-BF
    /DFLiuLi-Bd-HK-BF
    /DFLiuLi-Bd-HKP-BF
    /DFLiuLi-W5-HK-BF
    /DFLiuLi-W5-HKP-BF
    /DFLiuXian-Lt-HK-BF
    /DFLiuXian-Lt-HKP-BF
    /DFLiuYe-Lt-HK-BF
    /DFLiuYe-Lt-HKP-BF
    /DFLiYuan-Bd-HK-BF
    /DFLiYuan-Bd-WIN-BF
    /DFLiYuan-XB-HK-BF
    /DFLiYuan-XB-WIN-BF
    /DFLungMen-XB-HK-BF
    /DFLungMen-XB-HKP-BF
    /DFMing-Bd-HK-BF
    /DFMing-Bd-HKP-BF
    /DFMing-Lt-HK-BF
    /DFMing-Lt-HKP-BF
    /DFMing-Md-HK-BF
    /DFMing-Md-HKP-BF
    /DFMing-UB-HK-BF
    /DFMing-UB-HKP-BF
    /DFMo-Xb-HK-BF
    /DFMo-Xb-HKP-BF
    /DFNewChuan-Md-HK-BF
    /DFNewChuan-Md-HKP-BF
    /DFNHei-XB-HK-BF
    /DFNHei-XB-HKP-BF
    /DFNMing-XB-HK-BF
    /DFNMing-XB-HKP-BF
    /DFNYuan-MXB-HK-BF
    /DFNYuan-MXB-HKP-BF
    /DFNYuan-XB-HK-BF
    /DFNYuan-XB-HKP-BF
    /DFOYangXun-W5-WIN-BF
    /DFOYangXun-W5-WINP-BF
    /DFPOP1-Bd-HK-BF
    /DFPOP1-W5-HK-BF
    /DFPOP1-W5-HKP-BF
    /DFPOP1-W7-HKP-BF
    /DFPOP1-W9-HK-BF
    /DFPOP1-W9-HKP-BF
    /DFPuDing-UB-HK-BF
    /DFPuDing-UB-HKP-BF
    /DFPuDing-W7-HK-BF
    /DFPuDing-W7-HKP-BF
    /DFSong-SL-Estd-BF
    /DFSong-SL-EstdP-BF
    /DFSoZing-Md-HK-BF
    /DFSoZing-Md-HKP-BF
    /DFSuMo-UB-HK-BF
    /DFSuMo-UB-HKP-BF
    /DFTanKai-W5-HK-BF
    /DFTanKai-W5-HKP-BF
    /DFTanLi-W5-HK-BF
    /DFTanLi-W5-HKP-BF
    /DFTanLi-W7-HK-BF
    /DFTanLi-W7-HKP-BF
    /DFTanLi-XB-HK-BF
    /DFTanLi-XB-HKP-BF
    /DFTieXian-W3-HK-BF
    /DFTieXian-W3-HKP-BF
    /DFTongTong-Lt-HK-BF
    /DFTongTong-Lt-HKP-BF
    /DFWaWa-Md-HK-BF
    /DFWaWa-Md-HKP-BF
    /DFWaWa-W7-HK-BF
    /DFWaWa-W7-HKP-BF
    /DFWeiBei-Md-HK-BF
    /DFWeiBei-Md-HKP-BF
    /DFXingKai-W5-HK-BF
    /DFXingKai-W5-HKP-BF
    /DFXingShu-Bd-HK-BF
    /DFXingShu-Bd-HKP-BF
    /DFYanKai-W5-HK-BF
    /DFYanKai-W5-HKP-BF
    /DFYanKai-W7-HK-BF
    /DFYanKai-W7-HKP-BF
    /DFYanKai-W9-HK-BF
    /DFYanKai-W9-HKP-BF
    /DFYaYi-W6-HK-BF
    /DFYaYi-W6-HKP-BF
    /DFYeaSong-Bd-HK-BF
    /DFYeaSong-Bd-HKP-BF
    /DFYuan-Bd-HK-BF
    /DFYuan-Bd-HKP-BF
    /DFYuan-Lt-HK-BF
    /DFYuan-Lt-HKP-BF
    /DFYuan-Md-HK-BF
    /DFYuan-Md-HKP-BF
    /DFYuan-UB-HK-BF
    /DFYuan-UB-HKP-BF
    /DFYuanYuan-W2-HK-BF
    /DFYuanYuan-W2-HKP-BF
    /DFYuanYuan-W4-HK-BF
    /DFYuanYuan-W4-HKP-BF
    /DFZongYi-Bd-HK-BF
    /DFZongYi-Bd-HKP-BF
    /DFZongYi-W5-HK-BF
    /DFZongYi-W5-HKP-BF
    /DFZongYi-W9-HK-BF
    /DFZongYi-W9-HKP-BF
    /Dotum
    /DotumChe
    /EccentricSt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EuroSig
    /FelixTitlingMT
    /FencesPlain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ZCCHB--B51-0
    /FZCYB--B51-0
    /FZDBSB--B51-0
    /FZFSB--B51-0
    /FZH4B--B51-0
    /FZHPB--B51-0
    /FZHTB--B51-0
    /FZKTB--B51-0
    /FZLBB--B51-0
    /FZPHB--B51-0
    /FZSTB--B51-0
    /FZWBB--B51-0
    /FZXBSB--B51-0
    /FZXH1B--B51-0
    /FZXKB--B51-0
    /FZXLB--B51-0
    /FZXSSB--B51-0
    /FZXXLB--B51-0
    /FZY1B--B51-0
    /FZY3B--B51-0
    /FZY4B--B51-0
    /FZYXB--B51-0
    /FZZKB--B51-0
    /FZZYB--B51-0
    /Gabriola
    /Garamond
    /Garamond-Antiqua
    /Garamond-Bold
    /Garamond-Halbfett
    /Garamond-Italic
    /Garamond-Kursiv
    /Garamond-KursivHalbfett
    /GaramondPremrPro
    /GaramondPremrPro-It
    /GaramondPremrPro-Smbd
    /GaramondPremrPro-SmbdIt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nWangLiSuMedium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arrow-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Bold
    /InnMing-Extra
    /InnMing-Heavy
    /InnMing-Light
    /InnMing-Medium
    /InnMing-Ultra
    /JenLei-Bold
    /JenLei-Demi
    /JenLei-Medium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Ext1EG-Medium-Big5
    /KanTingLiu-Ultra
    /Kartika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etterGothic
    /LetterGothic-Bold
    /LetterGothic-BoldItalic
    /LetterGothic-Italic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nGothic-Bold
    /LinGothic-Extra
    /linGothic-Extra
    /LinGothic-Heavy
    /LinGothic-Light
    /LinGothic-Medium
    /LinGothic-Ultra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ngal-Regular
    /Marigold
    /MatisseITC-Regular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iryo
    /Meiryo-Bold
    /Meiryo-BoldItalic
    /Meiryo-Italic
    /MeiryoUI
    /MeiryoUI-Bold
    /MeiryoUI-BoldItalic
    /MeiryoUI-Italic
    /MesquiteStd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gtiExt1EG-Medium-Big5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anSung-Bold
    /NanSung-Medium
    /NewCenturySchlbk-Bold
    /NewCenturySchlbk-BoldItalic
    /NewCenturySchlbk-Italic
    /NewCenturySchlbk-Roman
    /NewGulim
    /NewheitiExt1EG-Medium-Big5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Extended
    /OCRAStd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OvlapRound_Outline-Ultra
    /OvlapRound-Ultra
    /PalaceScriptMT
    /Palatino-Bold
    /Palatino-BoldItalic
    /Palatino-Italic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latino-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2EG-Bold-Big5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riptM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ingkaiEG-Bold-Big5
    /SingYi-Ultra
    /SnapITC-Regular
    /StdKai-Medium
    /Stencil
    /StencilStd
    /Sylfaen
    /Symbol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ankuinEG-Bold-Big5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mes-Roman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TZenKai-Medium
    /Univers-Bold
    /Univers-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Medium
    /Univers-Condensed-MediumItalic
    /Univers-Medium
    /Univers-Medium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eiBei-Bold
    /Westminster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winmantun10001
    /winmantun10002
    /winmantun10003
    /winmantun10004
    /winmantun10005
    /winmantun10006
    /winmantun10011
    /winmantun100113
    /winmantun100119
    /winmantun10012
    /winmantun100130
    /winmantun100143
    /winmantun100144
    /winmantun100145
    /winmantun10019
    /winmantun90001
    /winmantun90002
    /winmantun90003
    /winmantun90004
    /YenRound-Bold
    /YenRound-Extra
    /YenRound-Heavy
    /YenRound-Light
    /YenRound-Medium
    /YenRound-Ultra
    /ZapfChancery-MediumItalic
    /ZapfDingbats
    /ZenKai-Bold
    /ZenKai-Medium
    /ZuinnEG-Medium-Big5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4000 40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