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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對預期壽命之影響，並以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
為系列的中介變項進行探究。研究發現：一、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
得愈高，政治愈民主，國民預期壽命愈長。然而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沒有顯著預

測力，但對預期壽命有顯著預測力，同時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有顯著預測力。二、

188個國家在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間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具有中介作用，其中
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間接正向影響預期壽命。易言之，教育年數先對國民所得

影響，再影響政治民主，對於預期壽命沒有提升效果，也就是國民所得與政治民

主為先後中介變項，無法提高預期壽命，然而政治民主在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

間具部分中介效果。三、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間接效
果，明顯高於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的效果。而教育年數

透過國民所得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效果，比起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影響預期壽

命效果大。最後，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間接影響預期壽命，明顯低

於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影響預期壽命的效果。本研究貢獻在於發現，國家的經

濟發展與政治民主是教育發展及預期壽命之間的重要中介因素，國家在提高預期

壽命應注意經濟與政治民主帶來的效果。

關鍵詞：人力資本理論、政治民主、國民所得、教育年數、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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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in 18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used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series 
of mediators in 188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1. the longer 
the years of education in the 188 countries, the higher the national income, the more 
democratic the politics, and the longer the national life expectancy. Besid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it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life expectanc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life expectancy. 2. In 188 countries, nati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ha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in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ed life expectancy through national income. The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had 
an impact on national income, and then affected political democracy, but had no effect 
on life expectancy, that is, nati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were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cannot improve life expectancy. However, political democracy was between 
the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that is, there wa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3. The indirect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through national 
income in 188 countr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through nati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indirectly through national income was better than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indirectly through political democracy. Finally,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indirectly through national incom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eff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on life 
expectancy through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li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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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that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were important 
mediating factors between educ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y and 
democracy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increasing life expectancy.

Keywords: human capital theory, political democracy, national income, years of education, life expect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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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各國發展經濟，不斷進行教育

投資，對各層級的教育擴充，使得國民的

教育年數逐年提高，也使得各國國民所得

增加。在擴充教育及經濟發展的同時，各

國不斷讓人民透過民主選舉歷程，讓各國

政治民主化不斷提升。國家發展重要的目

標之一是讓國民更健康，提高他們的預期

壽命。在這發展過程中，本研究想要瞭解，

各國的教育年數增加，提高生產力，影響

國家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升之外，是否

各國在經濟發展同時，對於政治民主化也

有提升作用，以及這些影響會不會讓國民

預期壽命提升呢？Weil（2005）研究指出，
從 19世紀初到 21世紀初，世界平均預期
壽命已提升一倍，從原來僅 30至 35歲平
均預期壽命，提高到 60至 70歲，各國提
升預期壽命，大幅扭轉以往提高國民所得

為國家發展的思維，轉向以提高國民健康

及預期壽命為主的發展方向。無可否認的

是，經濟發展改善生活條件，增加了預期

壽命。然而近年來各國預期壽命延長，並

不是僅從國民所得提升、增加市場商品和

服務的個人消費增加才能改善。各國預期

壽命增加，除了與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

高之外，還可能與教育投資及政治民主發

展有密切關係。國家更多教育投資，改善

國民健康觀念，加上各國政治民主化之後，

人民意識高漲，對於國民健康、衛生議題

也隨之重視。然而各國的教育投資之後，

國民教育年數及人力素質提升，進而提升

國民所得以及國家的政治民主，然而國民

教育年數提升之後，是否再透過經濟發展

及政治民主進而間接影響預期壽命呢？

現有許多文獻支持教育投資對於國

民所得提高有正向助益（Englander & 
Gurney, 1994; Pelinescu, 2015）。這是人

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強調
重點之一。然而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之間

的關係相當複雜，有些研究認為政治民主

影響經濟發展及國民所得提升（Przeworski 
et al., 2000）；有些研究認為經濟發展
及國民所得提升，才使得政治更為民主

（Acemoglu et al., 2008）。這兩者都有支
持論點。教育被視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因

素之一。Lipset（1959）提出，教育增強
民主化所必需的寬容和平等主義，也培養

公民的技能。近年來各國提高國民教育水

準成為發展趨勢。Birdsall與 De la Torre
（2001）指出，只有為所有人提供優質教
育才能建設公正、公平和民主社會。本研

究蒐集全球 188個國家來分析教育年數、
國民所得、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的影響，

其中以教育年數為投入變項，以國民所得

與政治民主為先後系列的中介變項，接著

間接影響各國的國民預期壽命。可以理解

的是教育投資與人力資本累積之後，促使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國民的

預期壽命。然而這命題是否符應現有各國

發展的相關資料呢？值得探討。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分析

2019年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
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的影響情形，以

及瞭解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在教育年數與

預期壽命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研究問題如下：

一，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及預期壽命是否具有顯著關

聯呢？ 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和政治
民主與預期壽命是否顯著關聯呢？政

治民主是否顯著與預期壽命關聯呢？

二，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在
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間具有顯著關

聯效果嗎？各路徑具有中介效果嗎？

是完全中介效果或部分中介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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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理論依據

（一） 人力資本理論及人力資本在經濟發
展、政治民主與國民健康的重要

人力資本理論強調教育投資對於個

人、社會及國家都有經濟與非經濟效益。

而人力資本從勞動者的技能、教育、能力

與態度來測量，這些可以影響個人的生

產力及賺取所得的潛力。人力資本是個

人或團體及國家中的個人終其一生的資

本（capital），此資本可以提高經濟生產
力的一種資源，也就是勞動者運用這些資

本生產財貨、服務或觀念可以獲得更高

的價值等。就個人來說，個人接受教育之

後，知識技能提高，生產力提升，可以賺

取所得提高，若多數人的教育程度提升，

人力資本累積，對社會與國家經濟所得提

高，就是經濟效益之一（De la Fuente & 
Doménech, 2006; Lucas, 1988; Mankiw et 
al., 1992）；而個人在接受教育及政治社
會化之後，政治民主的知識提高，參與公

共事務與社會參與亦會增加，無形中提高

國家的政治民主。各國從各級教育投資，

無外在提高人口素質，重要的是在提高國

民的衛生習慣與國民健康。簡單說，教育

投資與人力資本累積可以提高國民預期壽

命。各國教育投資之後，個人國民所得提

高之外，更在人力資本累積之後，促進了

經濟發展，這讓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

為密切。McClintock 與 Lebovic（2006）
研究 1990 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支持了教
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民主

價值觀和民主水平正相關的觀點。Barro
（1996）研究發現，各國現有的民主取
決於過去的民主發展、國民所得和教育發

展。各國教育投資之後，政府及國民更重

視醫療、衛生、飲食及保養，因而身心更

健康，提高預期壽命。若上述情形為國家

多數國民狀況，國家整體預期壽命隨之提

高。因此，人力資本理論強調教育對個人

及國家是有利投資，這項投資對於個人、

社會及國家發展都有正面助益。對於個人

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都有提升效果，對於

社會及國家經濟展及預期壽命也會提高。

Dewey（1916）指出，教育是社會進
步的根本方法；教育是分享社會意識與觀

念過程的一種調節機制，在這種社會意識

基礎上，讓社會重建與進步的可靠方法之

一。換言之，教育提供知識與觀念，作為

個人生產、適應社會與社會重建的一種方

式。Munck 與 Verkuilen（2002）從民主
指數的建構歷程指出，國家在推動或維

持民主之前，公民社會進步是必要的，而

此種進步需要從教育著手。由於教育具有

多面向功能，教育投資提高生產力、國

民所得與經濟發展。教育可以政治社會化

個體，讓個體可以瞭解政府運作、政治體

制，更可以參與公共事務，讓個體的民主

素養提高，也讓國家的政治發展更為民

主；教育可以讓個體適應社會，透過語言

的學習提高人與人的溝通能力與技巧，進

而適應社會。Wells（2008）認為，民主
化是全球化趨勢重要趨勢，教育會導致更

大程度的民主化，所以教育在政治發展

佔有重要地位。Baliamoune-Lutz與 Boko
（2013）研究 1975 ~ 2001年非洲國家數
據發現，貿易和政治民主（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和法治）對人類發展沒有顯著影

響，然而貿易和識字率分別對政治權利有

顯著正向影響，也就是教育程度愈高，政

治愈民主。此外，個人接受衛生醫療觀

念與知識，提高環境衛生與個人營養的觀

念，做好保健，提高個人預期壽命。

教育透過兩種方式為民主和民主公民

做出貢獻。首先是提供不同社會經濟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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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學生有教育平等的機會。自 1970
年代之後，全球各地教育普及，尤其許

多拉丁美洲國家實現擴大入學機會，所有

基礎教育都免費和義務。但各國在這方面

努力之外，進一步還擴充中等教育與高等

教育在學率。教育投資與發展之後，為各

國政治民主做出貢獻的是提供國民政治民

主的知識與觀念、讓國民擁有特定的知識

與技能及成為民主公民所需的價值觀或態

度，為他們做好公共參與的準備。例如各

級學校向學生傳授有關人權、政體、公共

參與事務、和平解決衝突和民主治理的相

關知識。教育對個人更有社會化功能，當

個體接受教育，學會成功與人溝通之後，

他們可能會控制任何天生的反社會傾向，

因而提高生產力，並成為團體活動參與者

（Bowles & Gintis, 2002）。而社會化提
高社會參與利益，或提高團隊合作效率。

Almond 與 Verba（1989）認為，教育是
文化發展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也

是參與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徑，沒有接受教

育者或接受教育受者，與有接受高等教育

者參與政治活動有極大不同。知識水準愈

高，愈有民主素養。換言之，教育是政治

社會化很重要途徑之一。所以，教育投資

及教育發展對於政治民主發展相當重要，

教育提供個人人權及政治民主觀念，提高

民主化能力、以及更會參與社會活動及參

與公共事務機會。簡言之，教育與政治民

主化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性。

（二）政治民主理論與民主的測量

如何實現民主（democracy）是一個
充滿爭議問題。政治民主有不同理解意

涵。不同理解意味著，在實踐民主有不

同層面。Carr 與 Hartnett（1996, pp. 43-
45）指出，古典的民主概念把民主被視
為大眾力量的一種形式，在當代民主視

為政黨政治及人民參與選舉與公共事務的

制度。Ryan（1995, p. 25）認為，民主要
從實踐著手，要實現民主，不僅要由多

數選舉產生的政府做出可能的決策之政

治體制，而且也是一個具有公民相互尊

重，實現所有社會更大團結，並體現出成

員的才智和才能的充分多樣性。Winch與
Gingell（1999）指出，如果有促進民主價
值觀念的學校，透過教育增加學生的民主

素養，那麼就可以消除專制。也就是說，

學校教育提供政治民主化很重要歷程，成

為擺脫專制關係的媒介。因此在政治民主

發展上，教育占有重要角色。這也可能是

教育與民主有密切關聯的理由之一。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20）
於 1973 年首次出版《自由比較調查》
（The Comparative Survey of Freedom）
為學術界和美國政府使用最廣泛的政治民

主指標。在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測量方面，

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指
標是自由表達、組織或示威的權利，以及

宗教、教育、媒體和其他個人權利所提供

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公民自由指數的從

1到 7，分數愈高，代表公民自由愈高，
其中 1 代表最自由，7 代表最不自由。
Karatnycky（1997）指出自由之家建構的
指標方法論，在衡量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使用一個多項目清單，重點關注
選舉的自由和公平；政治反對派競爭能力；

不受軍隊、外國勢力或其他強大團體控制

的自由；和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參與；而在

衡量公民自由時，自由之家使用一個多項

目清單，重點關注媒體自由、言論和信仰

自由、結社和組織自由、法治和人權以及

個人社會和經濟權利。例如選擇婚姻伴侶

和建立私營企業的權利。自由之家的政治

權利和公民自由分數相加，得出一個國家

單一分數。政治權利是個人有意義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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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進程，在民主國家之中，選舉權

是所有成年人的權利和作為競爭公職的方

式，以及讓當選代表（代議制）對公共政

策進行決定性投票來監督政府的機制；如

果少數黨派對政策幾乎沒有影響，那麼國

家就會變得不民主。也就是說，小黨具有

關鍵性的影響，如果沒有這影響力，也不

易有民主化程度。

經濟學人智庫（T h e  E c o n o m i s t 
Intelligence Unit, 2018）發布 2017年民主指 
數（democracy index）指出全球 165個國家 
及地區的民主狀況，民主指數基於五個 
類別：選舉進程和多元化（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公民權利（civil liberties）、 
政府的運作（the 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治 
文化（political culture）。這五個向度的指 
標得分都從 0至 10分，分數愈高代表愈
民主。再從這五個面向整併為一個民主指

數，每個國家分數歸類為四種政權之一：

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缺陷的民主 
（flawed democracy）、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和專制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 
國家。完全民主國家不僅尊重基本政治自

由和公民自由，而且往往以有利於民主繁

榮的政治文化為基礎的國家民主，其政府

運作令人滿意、媒體獨立和多樣化，並有

一個有效制衡機制，司法機關獨立，具強

制性。缺陷的民主國家也有自由公正選

舉，即使存在問題（例如侵犯媒體自由），

基本公民自由受到尊重；然而其他民主存

在重大缺陷，包括治理問題、政治文化不

發達和政治參與程度低。混合政體國家的

特徵包括選舉存在大量違規行為，經常妨

礙選舉的自由及公平；政府對反對黨和候

選人打壓常見；它比缺陷的民主國家在政

治文化、政府運作和政治參與方面，腐敗

趨於普遍，法治薄弱；公民社會軟弱；記

者常受到騷擾和壓力，司法機構不獨立。

威權政權則是在這國家政治多元化不存在

或受到嚴重限制，是徹頭徹尾獨裁；一些

正式民主制度可能存在，但這些沒有什麼

實質內容。即使有選舉，也不是自由和公

平；濫用和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無視；媒

體常為國有或集團控制，與統治政權有關；

政府壓制批評，沒有審查監督制度，沒有

獨立的司法機構。2017年上述四類國家各
有 19個、57個、39個與 52個，且臺灣、
日本及南韓都屬於缺陷的民主國家。

上述看出教育是政治民主化很重要機

制之一，透過教育提高知識水準，願意參

與更多公共事務，對於言論及結社自由更

能理解，同時個人更可以在教育、社會及

媒體展現個人自由權利，這反應出教育與

政治發展有密切關聯。本研究選取自由之

家的政治民主指數，因為政治民主、部分

民主和非民主的名稱都涵蓋了廣泛可用分

數，任何一個國家，尤其處於兩端的國家

或地區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發展狀況。不

民主（政治權利或公民自由得分最低）與

民主（政治權利或公民自由得分最高）不

同。民主不意味著國家享有完全自由或沒

有嚴重問題，只是它比那些被評為部分民

主或不民主的國家享有相對更多自由。加

以它的資料最新最完整，可以分析的國家

數較多，所以採用此政治指數。

二、教育、經濟、政治民主與預

期壽命的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分析教育、經濟、民主化與

預期壽命之間的關係，其內容如下：

（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人力資本理論強調，教育投資對於個

人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提升效果。Mincer
（1984）指出，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產生個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2)-01 張芳全(清).indd   7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2)-01 張芳全(清).indd   7 2024/12/11   下午 02:32:262024/12/11   下午 02:32:26



8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體的經濟收入增加，相對應的社會或國民

生產總量也如此。就國家層面，人力資

本與物質資本是生產要素，在總生產函數

上，人力資本增加既是經濟成長的條件，

又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人力資本不僅涉及

現有知識在人類的傳播和體現，而且還涉

及新知識產生。無論人力資本最初的地

理位置，它的擴散都會產生全球經濟成

長。也就是說，人力資本積累是人口素

質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重要關鍵因素。

Ishikawa 與 Ryan（2002）研究指出，人
力資本存量（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是決定個人收入很重要的因素。Arias與
McMahon（2001）估計美國的大學及高
中畢業生的教育收益發現，平均教育收

益在 13.3%，如果控制了能力、家庭因
素及測量誤差，平均教育收益在 11.7%。
Wilson（2001）估計先進國家的教育收
益發現，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之後，教育

收益約增加 5% 至 10%。OECD 國家 從
1960年代經歷了快速經濟成長，而這些
成長可能是國民大量增加接受較高教育

使然，Englander與 Gurney（1994）研究
顯示，1960年 OECD國家的教育就學率
為 70%，至 1995年為 95%，這使得同期
間的勞動生產力每年增加 0.6個百分點。
Pelinescu（2015） 研 究 2002 至 2012 年
的資料發現，人力資本是經濟成長重要因

素，如果人力資本投資緩慢會影響到國家

永續發展。上述可以看出，教育與經濟發

展具有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教育是一項

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投資。

（二）教育與民主的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教育與政治民主有

顯著正相關。張芳全（2017）以 2014年
的 102個國家分析發現，各國的高等教育
在學率和政治民主化具有 .45的顯著正相

關。Lipset（1960）實證研究指出，不管
是跨國研究或單一國家研究，教育對於民

主化有正向影響，這種效果在轉移民主化

國家更受到支持。Huntington（1991）、
Glaeser等人（2004）、Papaioannou與
Siourounis（2008）的研究支持，教育具
有預測許多國家要轉移為政治民主化的

重要途徑。這些研究大多認為，教育提高

了國民的政治觀念與對人民的尊重，以及

教育提供政治民主社會化的重要機制，

尤其各國的教育投資與發展更引導國民

參與公共事務，因而對於政治民主化有提

升效果。Barro（1999）研究支持了愈高
的初等教育就學率及兩性接受教育機會差

距愈小就愈傾向於政治民主化。Lutz等
人（2007）研究指出，人口成長率與教
育擴充具有交互影響，接受教育人口愈

多，生育率下降，使得民主化程度提高。

Marshall與 Jaggers（2002）研究 1960年
各國的教育年數與民主化指數發現，教育

年數可以解釋民主化有 66%的變異量。
Krueger與Malečková（2003）研究發現，
教育可以預測參與黎巴嫩的政治民主化活 
動（Hezbollah activities）。Castelló-Climent 
（2008）研究發現，讓大多數人口接受
教育之後，對於政治民主有正向顯著影

響，也就是教育愈普及，政治會愈民主。

Glaeser等人（2007）研究指出，1960年
各國教育年數與政治民主有高度相關，

如以 1960 年至 1990 年的民主化改變與
1960年的教育年數分析，兩者有高度相
關，代表教育與民主變化的程度仍有高度

相關。他們解釋此現象是三十年前很多國

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中小學校教導學

生要與他人互動，提高市民參與利益，包

括投票行為與參與組織，使得教育對於民

主化有正面影響。Acemoglu等人（2005）
研究 1965 年至 2000 年的 108 個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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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五年的民主化程度、教育年數對於

民主化有正向顯著影響，國家的人口數與

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沒有顯著影響，但為

負向關係，模式解釋力為 77%。上述得
知，教育與政治民主化有密切關聯，然而

近年來各國的教育與政治民主化是否如此

呢？是本研究探究重點。

（三）教育與預期壽命的關係

許多研究支持教育與國民健康或預期

壽命有顯著正相關，如果家長的教育程度

愈高，孩童也會比較健康，子女在成年之

後預期壽命也比較長，許多開發中國家研

究顯示，母親接受教育多寡是決定嬰兒及

孩童死亡率的重要因素（Frost et al., 2005; 
Mosley & Chen, 1984; Thomas et al., 1990, 
1991）。接受較多教育者較不會有對身心
有害的行為，例如大量飲酒與藥物濫用，

他們會在問題發生之前先預防（Cutler & 
Lleras-Muney, 2006）。在實證研究也支
持，教育與健康習慣，以及健康狀況有

正向關係，這也代表接受較多教育者較

懂得運動，以及避免肥胖問題（Cutler & 
Lleras-Muney, 2006），甚至較少過量吸
煙（De Walque, 2007; Grimard & Parent, 
2007）。上述可以理解，國民接受教育
之後，對於個人健康觀念增加，提高了他

們的預期壽命，若有多數國民健康觀念增

加，預期壽命可能提升。

（四）經濟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

許多研究分析國家的經濟發展與

政治民主化的關聯性。Przeworski 等人 
（2000）、Barro（1999）、Boix與 Stokes 
（2003）、Glaeser等人（2004）以及
Papaioannou與 Siourounis（2008）分析國 
民所得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所獲得結論

不一致，也就是國民所得無法完全提升政

治民主與民主的穩定性。Przeworski等人

（2000）指出，經濟發展無法產生政治民
主，但是在先進國家的政治民主可以讓國

民更覺得有生存價值感。Barro（1999）
以 102 個國家分析發現，國民所得與都
市化程度愈高，人民的選舉權愈受重視，

而國民接受小學年數及人口數，並沒有因

為選舉權有明顯影響；然而國民所得與國

民接受小學年數對於市民自由有正向顯著

影響，都市化程度與人口數則沒有明顯

影響。Durand 等人（2021）研究發現，
不管哪一類的政治體制國家並沒有一定具

有正向人際間信任。也就是經濟發展與政

治民主之間存在不確定的關聯。Boix與
Stokes（2003）研究指出，19 世紀中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 100 年，經濟
發展對民主化的轉移影響確實巨大，甚至

比對民主穩定的影響還要大，然而近幾十

年來，一些開發中國家仍保持獨裁統治國

家，由於經濟發展，國民所得達到 12,000
美元之後，在短短 3年內逐漸實現政治民
主化。可見，經濟發展或國民所得提高確

實對於政治民主有提升效果。Glaeser等
人（2004）研究指出，人力資本比政治民
主對經濟成長更有幫助，許多國家常透過

獨裁者實施好政策脫貧，雖然較不民主體

制，但是逐漸在發展經濟之後，人民生活

水準改善下，政治亦逐漸民主化。

（五）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

許多研究支持政治愈民主，國民預期

壽命愈長。Kudamatsu（2012）研究 1990
年代撒哈拉非洲以南的民主化浪潮，分析

當年民主化前和之後生育的 27,000名母
親發現，當多黨選舉產生新的領導人，

嬰兒死亡率下降，但在獨裁者舉行多黨

選舉並繼續執政的國家，或以非民主方

式進行領導的國家，嬰兒死亡率沒有降

低。Bollyky 等人（2019）分析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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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年的國際資料發現，國家民主程
度愈好，減少死亡率愈高，尤其在沒有受

到大量外援與國民健康較需要被關照的國

家。Fujiwara（2015）研究巴西的電子投
票，它在反應民主化程度，在此制度下，

卻大大增加民眾投票率，這也有效使數百

萬選民，其中多數是教育程度低及貧窮

者，這提升窮人參與政治，因為此制度的

執行，反而增加政府在健康經費支出，因

而減少了體重不足新生兒以及增加醫療對

產婦產檢呈正相關。此例可以說明讓更多

的人民參與公正事務，可以提高國民的意

識及參與政治的觀點，無形上也提高了國

民的健康，包括死亡率減少、預期壽命提

高以及政府在國民健康經費支出增加等。

三、各個路徑的中介變項論證

本研究認為，各國在教育投資之後，

對於國民所得、政治民主及預期壽命的發

展有幾條路徑值得探究。一是各國的教育

年數影響國民所得，因而提升預期壽命；

二是各國的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影響

政治民主，再影響預期壽命；三是各國的

教育年數影響政治民主，再影響預期壽

命。這些論證說明如下。

（一）路徑 1：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預期壽命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對於個

人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正面助益。因此各

國教育年數的提高，國民所得增加是支持

的具體論點。Antonovsky（1967）研究
指出，經濟因素可以解釋各國預期壽命的

差異；Wilkinson（1992）分析指出，經
濟收入分配和預期壽命之間存在相關性。

Judge（1995）指出，經濟收入是廣泛物
質因素決定的指標，它涵蓋生活水平所有

層面，並對社會心理因素具有重要影響，

例如控制感、安全感、地位、聲望、社

會距離和凝聚力和預期壽命（Wilkinson, 
1995, p. 1285）。因此，經濟收入或國民
所得依然是預期壽命分析的重要變項。也

就是說，國民所得提高之後，個人生活水

準提高，包括醫療衛生改善，甚至個人健

康重視，因而讓預期壽命提高。基於上述

本研究認為，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

得可能間接影響預期壽命。這命題將作為

本研究假設依據。

（二）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預期壽命

人力資本論強調的教育投資，提升生

產力，增加個人及國家的經濟發展獲得很

多研究支持。而國民所得對於政治民主的

影響有不少研究。Acemoglu等人（2008）
研究 1500年至 2000年 135個國家發現，
經濟發展（以國民生產毛額變化作為替代

變項）、國家愈早獨立、信仰天主教與回

教相對其他國家宗教信仰，民主化程度較

高。現代化理論強調，國民所得愈高，經

濟發展愈活絡，國民的生活在物質較不缺

乏，可以讓國家變得更民主，而且可以讓

更多人民參與民主，因而國家民主化程度

會隨之提高（Huntington, 1991）。Ugur-
Cinar等人（2020）研究顯示，教育對政
治信任的影響非常依賴於環境，在先進國

家中，教育和政治呈正相關，但在腐敗國

家群呈現負相關，隨著教育水準提高，國

民所得提高之後，教育對政治民主化的影

響變得更加明顯。上述看出，教育年數提

高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預期

壽命，此命題也作為本研究假設依據。

（三）路徑 3：教育年數政治民主
預期壽命

Helliwell（1992）以全球 125個國家
發現，中等教育在學率顯著正向預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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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張芳全（2017）對 102 個國家分
析發現，各國的高等教育在學率和政治民

主化具有 .45顯著中度正相關。Baum與
Lake（2003）使用 124個國家從 1967年
到 1997年數據分析發現，政治民主化程
度和經濟收入影響女性預期壽命。Franco
等人（2004）研究了 1998年 158個國家
發現，民主化程度（自由與非自由）、

經濟收入、不平等和公共部門規模可以

解釋預期壽命變化。Besley與 Kudamatsu
（2006）分析 92個國家自 1962年到 2002
年數據發現，國家經濟所得、民主化年度

（以 1956年以來的民主年數衡量）和受
教育年限都是預測國民壽命的重要變項。

Wigley 與 Akkoyunlu-Wigley（2011） 使

用 153個國家從 1972年到 2000年數據發
現，隨著時間推移積累民主存量，加上選

舉參與、經濟所得、內戰存在、城市化程

度、宗教（以穆斯林為參照）、氣候、醫

療保健支出、教育在學率和卡路里消耗等

變項都與平均預期壽命相關的重要因素。

上述看出，教育年數的增加，國民

素質提升，參與公共事務及民主化程度提

升，接著更影響了預期壽命提高。此一命

題也作為本研究假設依據。同時上述三個

路徑，每條路徑的中介效果應該有所不

同。也就是說，路徑 1與路徑 2及路徑 3
的間接效果會有差異；而路徑 2及路徑 3
的中介效果也會有所不同。這些也將會作

為本研究分析假設依據。

四、各中介變項路徑效果差異的

論證

各國的教育發展對於預期壽命的影

響，其中有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為系列中

介變項，因而產生不同的中介路徑，各中

介變項路徑對於預期壽命有其不等量的效

果，然而各路徑的中介效果亦可能有差

異。以路徑 1與路徑 2來說，路徑 2在中
介變項多了政治民主，也就是在經濟發展

之後，再間接影響政治民主，再影響預期

壽命，也就是在路徑 2的歷程上，多了政
治民主可能產生的中介效果，若以國家發

展來看，代表多一個複雜因素，而此因

素帶來的效果難以預期，因此路徑 1及路
徑 2的效果會有明顯不同。以路徑 1（教
育年數  國民所得  預期壽命），和

路徑 3（教育年數政治民主預期壽
命）來說，就國家發展觀點來看，雖然兩

個路徑同樣僅有一個中介變項，但這兩個

中介變項不相同，也就是國家發展因素不

同，Bollyky 等人（2019）分析 1970 年
至 2015年發現，國家民主程度愈好，減
少死亡率愈高，預期壽命愈高；Besley與
Kudamatsu（2006）分析 1962 到 2002 年
的 92個國家發現，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和
國民受教育年數都是影響預期壽命重要變

項。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對於

預期壽命有其影響效果，但兩者重要性無

法明確區分，所以本研究假設兩個路徑產

生的中介效果會有不同。

然而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預期壽命）和路徑 3（教育年
數政治民主預期壽命）的差異，兩

者差異在於路徑 2為二個中介變項，而路
徑 3為一個中介變項，上一小節指出，就
國家發展來看，若多了政治民主因素，對

於預期壽命的影響效果難以計算。然而就

人力資本來看，如上述教育發展對於國民

所得有提升效果，經濟發展愈好的國家，

預期壽命相對比起經濟落後國家高。因此

這兩條路徑對於預期壽命的中介效果可能

會有差異。究竟是否如此，有待本研究分

析，這是本研究納入這項假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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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基於文獻探討，本研究建立的架構

如圖 1。圖中以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為
投入變項，接著影響 188 個國家的國民
所得，而國民所得再影響政治民主，最後

188個國家的政治民主再對預期壽命有顯
著影響。這其中有三條中介變項的間接效

果路徑，即路徑 1：教育年數 國民所
得預期壽命（間接效果 1）。路徑 2：
教育年數 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 預

期壽命（間接效果 2）。路徑 3：教育年
數  政治民主  預期壽命（間接效果

3）。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H1：模式的整體中介效果具有明顯作用。

H2：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間接影響預期壽命。

H3：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影響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預期壽命。

H4：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
間接影響預期壽命。

H5：H2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3檢定的中介

效果有明顯差異。

H6：H2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4檢定的中介

效果有明顯差異。

H7：H3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4檢定的中介

效果有明顯差異。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各變項的測量說明如下：在教

育年數方面，它是指一個國家每位國民平

均接受正規教育的年數，以年為單位，如

果國民接受教育年數愈長，代表人力資本

累積愈多。國民所得是以國家一個年度國

內生產毛額總值，除以當年度人口數值，

所得到的數值，其中國內生產毛額在一

年內生產出來最終財貨與勞務市場價值，

以美元為單位。如果數值愈高，代表該國

國民所得愈多。政治民主是指一個國家的

國民參與政治狀況及政府對國民參與民主

的尊重情形，它是以政治民主社所進行的

調查，是一種對國家整體政治民主的評

價，也就是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
獲得的總分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獲得總分相加之後，將民主分為三個等

級，即不民主（not free status）、部分
民 主（partly free status）、 民 主（free 
status），以 1至 3為計分，而此分數愈高，
代表該國政治民主愈高，先前研究已支持

這種測量方式有維持一定穩定性（Oswald 
& Wu, 2010）。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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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以 2019年的 188個國家的資
料為依據，由於各國在年度資料完整，可

以分析的變項貼近現況，在分析上有其意

義與價值，2019年臺灣有相同變項，所
以列入本研究分析。本研究納入 188 個
國家，其中 15,000 美元以下、15,001 美
元至 30,000美元及 30,001美元以上的國
家各有 110個、39個及 39個。各國的教
育年數與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取自 World 
Bank Group（n.d.）的《世界發展指標》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而政
治民主資料取自 Freedom House（2020）
的《全球政治民主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表 1看出 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

平均值各 8.63 年、18,483.99 美元、2.17
及 72.54歲。在常態性方面，各變項之偏
態係數絕對值小於 3及峰度係數絕對值
小於 10，就符合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11）。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資 料 處 理 透 過 IBM SPSS 
Statistics 25.0版的統計軟體對資料分析，
使用的方法包括描述統計、積差相關與迴

歸分析。描述統計在瞭解 188 個國家的
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

命的分配狀況，研究中會以標準分數 z轉
換，再進行分析比較。透過積差相關分

析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的相關程度。迴歸分

析探討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
得、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影響情形來作

為 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在
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中介效果依據。

本研究在中介效果採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檢定，以 Hayes（2017）所研發
的 PROCESS設計的模式 6估計。它需要
透過以下的迴歸方程式估計結果，再進行

中介效果檢定，方程式如下：

模式 1：Y 國民所得 =  a + b1（教育年數）
+ e 

模式 2：Y 政治民主 =  a + b1（國民所得）
+ b2（教育年數） 
+ e

模式 3：Y 預期壽命 =  a + b1（國民所得）
+ b2（教育年數）+ 
b3（政治民主）+ e

模式 4：Y 預期壽命 =  a + b1（教育年數）
+ e

模式中，各個 b 值為所要估計的參
數，a為常數項，e為殘差項。模式 1為
各國的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模式

2為 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與教育年數對
政治民主的影響。模式 3為 188個國家的
國民所得、教育年數、政治民主對於預期

壽命的影響。模式 4為 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對預期壽命的影響。

表 1 
各國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之描述統計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 峰態

教育年數     1.60          14.10          8.63          3.09 -0.32 -0.96
國民所得 660.00 110,489.00 18,483.99 19,664.76  1.84  3.98
政治民主     1.00            3.00          2.17          0.82 -0.32 -1.43
預期壽命   52.80          84.70        72.54          7.47 -0.58 -0.36

N =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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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迴歸分析時，本研究先針對資料

的常態性、變異數同質性、直線性進行評

估。各變項之偏態係數小於 3及峰度小於
10，符合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11）。
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以變異數
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指數來評估，若大於 10代表有嚴重多元
共線性問題。在模式中對極端值評估，它

以殘差值超過 3個標準差為依據。

本研究在拔靴法檢定的步驟及判定

標準參考 Hayes（2017）提出的論述：
（一）如果間接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內，如果它包
括 0，就沒有中介效果。（二）如果間接
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內，並沒有包括
0，則有中介效果，且直接效果值的 95%
信賴區間內包括 0，沒有直接效果，屬於
完全中介效果。（三）如果直接效果與間

接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內都沒有包括
0，總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內不包括 0，
代表部分中介效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資料的基本假定檢核結果

在迴歸分析的資料假設評估上，在

常態性方面，表 1看出，188個國家各變
項之偏態係數絕對值小於 3及峰度小於
10，符合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11）。
而從圖 2看出，各國的預期壽命的殘差值
沿著 45度線，代表分配符合常態性。

從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
之散布圖如圖 3。圖中看出兩個變項之間
呈現直線關係，因此在投入變項與結果變

項之間呈線性。圖中直線為最適迴歸線，

如在此線以上的國家，代表在該教育年數

之下，他們的預期壽命高於世界平均水

準；反之則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如果在直

線上代表，該國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可

以符應世界平均發展水準。

在變異數同質性方面，188個國家的
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淨殘差散布如圖

4，看出每個殘差值大致都沿著 0線上下，
呈現不規則散布，這說明了符合變異數同

質性。所以本研究運用的資料可以透過迴

歸分析進行後續的假設檢定。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之間相關係數如表

2。若以 Cohen（1988）所提出的相關
係數取絕對值之後，.000至 .090為無相
關，.100 至 .300 為弱相關，.301 至 .500
為中等相關，.501至 1.000為強度或高度
相關。表 2可看出，188個國家的教育年
數與預期壽命的相關係數為 .767的顯著
高度正相關；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的相關

係數為 .661顯著高度正相關；政治民主
與預期壽命的相關係數為 .422顯著中等

圖 2
188 個國家的預期壽命之殘差常態 P-P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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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散布狀況

圖 4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淨殘差分布狀況

表 2 
188個國家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之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教育年數 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 預期壽命

教育年數 -
國民所得 .618** -
政治民主 .414** .243** -
預期壽命 .767** .661** .422** -

註：N = 188。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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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而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與國民
所得及政治民主之相關係數各為 .618及 
.414達到 p < .01。

二、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
所得、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

之中介效果檢定結果

（一） 各國的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
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3，模式 1的 F值
達到 p < .01，代表模式適配，188 個國
家的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達到 p < 
.01，兩者為正向關係，代表 88 個國家
的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高，解釋

力為 38.2%。極端值經過診斷分析，有
一個樣本標準化殘差值 -1.640，沒有超
過 3.0，極端值不嚴重。此外，信賴區間
的上界與下界分別以 ULCI（upper-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s）與LLCI（lower-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s）呈現。

（二）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影
響的分析結果

迴歸分析如表 4，模式 2的 F值達到
p < .01，代表模式適配，188個國家中教
育年數對政治民主的影響達到 p < .01，
而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則沒有達到統計

顯著影響，代表教育年數愈高，政治愈民

主，解釋力為 17.202%，最大 VIF 值為
1.619，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極端值診
斷最大標準化殘差值為 -1.540，沒有超過
3.0，極端值不嚴重。

（三）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影響之分析結
果

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5，模式 3、4 的
F值都達到 p < .01，代表兩個模式適配。
模式 3的 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政治民
主與教育年數對預期壽命的影響都達到 p 
< .01，且為正向關聯，代表國民所得愈
高、政治愈民主、教育年數愈長，預期壽

表 4
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與教育年數對政治民主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2）
變項／參數 b 估計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常數 2.172** .054 39.886 .000 2.065 2.280
國民所得 -.017 .070 -.020    -.239 .811 -.155   .121
教育年數 .348** .069    .427**   5.012 .000 .211   .484

F 值 19.179**

最大 VIF 1.619

R2 .172
** p < .01。

表 3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1）
變項／參數 b 估計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常數 -.004 .057 -.065 .949 -.116 .109
教育年數 .612** .057 .768** 10.729 .000 .500 .725

F 值 115.112**

R2 .382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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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愈長，解釋力為 65.90%；最大 VIF值
各為 1.839，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而極
端值診斷最大標準化殘差值為 -2.89，沒
有超過 3.0，極端值不嚴重。模式 4的教
育年數對預期壽命的影響達到 p < .01，
解釋力為 58.80%，極端值診斷最大標準
化殘差值為 -2.89，沒有超過 3.0。模式 4
較模式 3少了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的中介
變項之後，對預期壽命影響，這需要中介

變項檢定來判斷。

三、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
民所得、政治民主對預期壽

命影響之檢定結果

（一） 整體模式效果的檢定

本研究的中介變項經過拔靴法檢定

的結果如表 6，以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
為投入變項，以國民所得及政治民主為中

介變項，間接影響預期壽命效果之 95% 
LLCI 與 ULCI 在 .180 與 .318 之間不包
括 0，代表達到 p < .01，其間接效果為 
.242，而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各

為 .672至 .318，以及 .407至 .637之間都
不包含 0，代表直接效果達到 p < .01，其
效果值為 .522。因此整體模式具有部分中
介效果。

（二） 三條路徑的效果檢定

本研究的中介變項之三條路徑如研究

架構內容，其檢定結果如下：

路徑 1的間接效果 1之 95% CI值為 
.143至 .251，並沒有包括 0，代表達到 p 
< .01，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
沒有包含 0，也就是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此效果值為 .188，表示 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先影響國民所得，再影響預期壽命。

就路徑 2，即間接效果 2 來看，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顯著的

影響，但國民所得沒有間接影響政治民

主，也沒有間接顯著影響預期壽命，從

95% CI值為 -.020至 .015之間不包括 0，
代表統計顯著水準為 p > .01，也就是說，
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包含 0，
可以判斷只有直接效果，並沒有中介效

表 5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3及 4）
變項／參數 b 估計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3
常數 -.349** .133 -2.629 .009 -.611 -.087
國民所得 .308** .055 .306**  5.582 .000  .199  .416
政治民主 .159** .058 .130**  2.751 .007  .045  .273
教育年數 .522** .058 .524**  8.982 .000  .407  .637

F 值 118.616**

最大 VIF 1.839

R2 .659
模式 4
常數 -.005 .047  -.098 .922 -.097  .088
教育年數 .764** .047 .769** 16.306 .000  .672  .856

F 值 265.900**

R2 .588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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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表示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
民所得及政治民主的中介變項，並沒有間

接顯著影響預期壽命，而僅有教育年數直

接影響預期壽命，僅有直接效果，並沒有

間接效果。

以路徑 3，即間接效果 3 之 95% CI
為 .020至 .112，不包括 0，代表達到 p < 
.01，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都不包
含 0，因此，此路徑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表示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
主，間接對預期壽命有顯著影響，其部分

中介效果為 .055。

（三）三條路徑效果的差異檢定

本研究有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量，可

以進一步比較不同路徑之間的間接效果是

否明顯差異。表 6的比較 1是間接效果 1
減去間接效果 2；比較 2是間接效果 1減
去間接效果 3、比較 3是間接效果 2減去
間接效果 3 的檢定結果。表中看出，比
較 1的 95% CI為 .141至 .252不包括 0，

代表這組比較的間接效果有明顯差異，其

差異的數值為 .190。也就是說，188個國
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預期壽命

的效果，比起各國透過國民所得與政治民

主，再影響預期壽命的效果值還要高出 
.190。

比較 2 之間接效果的 95% CI 值為 
.071至 .210沒有包括 0，代表達到 p <.01，
也就是這組的兩條路徑之間接效果有明顯

差異。比較 2 來說，間接效果 1 的值為 
.188，而間接效果 3的值為 .055，兩者差
距為 .133，為正值，代表第一條路徑的間
接效果明顯大於第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

其意義是，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
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影響效果，明顯比起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對預
期壽命的影響效果量多了 .133。

比較 3 之間接效果的 95% CI 值為 
-.128 至 -.015 沒有包括 0，代表達到 p 
<.05，也就是這組的兩條路徑之間接效果

表 6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影響之拔靴法檢定結果
效果 / 數值 b 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總效果 .764** .047 16.306 .000  .672  .318
直接效果 .522** .058   8.982 .000  .407  .637
間接效果 .242** .035   6.914 .000  .180  .318
間接效果 1 .188** .028   6.714 .000  .143  .251
間接效果 2 -.002 .009   0.222 .150 -.020  .015
間接效果 3 .055* .023   2.391 .021  .020  .112
比較 1 .190** .028   6.786 .000  .141  .252
比較 2 .133** .036   3.694 .002  .071  .210
比較 3 -.057* .028   2.036 .041 -.128 -.015

註：* p < .05. ** p < .01。

1. 比較 1 係指路徑 1（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的效果減去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

預期壽命）的效果。

2. 比較 2 係指路徑 1（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的效果減去路徑 3（教育年數政治民主預期壽命）

的效果。

3. 比較 3 係指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民主預期壽命）的效果減去路徑 3（教育年數政治民主

預期壽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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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明顯差異。間接效果 2的值為 -.002，
而間接效果 3的值為 .055，兩者差距 -.057
為負值，代表第二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明顯

小於第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其意義是，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政
治民主間接影響對預期壽命效果，明顯比

起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間
接影響預期壽命效果量少了 .057，此效果
具有統計顯著水準的意義。

四、綜合討論

近年來各國教育投資增加，國民平

均教育年數提高，人力素質提升，使得各

國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化提升，在上述

因素改變，提高國民預期壽命。本研究基

於人力資本理論及政治民主化理論，探討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與政治
民主化和預期壽命的關聯性，尤其透過經

濟與政治民主化為中介變項分析。本研究

有以下特色：（一）是運用最新的國際資

料分析，教育、經濟、政治民主化對預期

壽命之影響，以人力資本與政治民主化理

論，作為本研究的中介變項討論依據，與

文獻探討中所列的現有研究單以教育與經

濟、經濟與政治民主，以及經濟或教育和

預期壽命之間關係的探討之差異，補充現

有研究不足。（二）是本研究在教育、經

濟、政治民主及預期壽命之間的關係，本

研究以序列式的中介變項探討，也就是在

188個國家的教育發展與預期壽命之間存
在了經濟發展及政治民主化的中介因素，

形成三條不同路徑，這與現有研究僅以

單一路徑的中介變項之分析有所不同（張

芳全，2017）。現有研究探討政治影響 
經濟，或是經濟影響政治民主，並沒有一

致性結論，例如 Barro（1999）、Boix與
Stokes（2003）、Glaeser 等人（2004）以 
及 Papaioannou與 Siourounis（2008）分析 

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之關係的結論不一

致；又如 Przeworski等人（2000）指出，
經濟發展無法產生政治民主，但先進國家

的政治民主讓國民更覺得有生存價值感。

本研究不僅將經濟影響政治，同時以教育

年數作為投入變項，並以預期壽命作為結

果變項，來分析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影響

之後，是否對於預期壽命的影響。這有別

於現有研究僅以教育發展對預期壽命的影

響，以及政治和經濟對於預期壽命影響之

相關研究。換言之，本研究細部區分各

路徑可以探討，究竟教育透過經濟影響壽

命，還是教育透過經濟影響民主再影響壽

命，還是教育透過政治民主影響壽命等，

從不同路徑來瞭解教育與預期壽命之間的

中介因素有哪些，若單以國民所得，或單

以政治民主，或兩者並列時對預期壽命的

影響之重要性。（三）是本研究以迴歸分

析探討各變項之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在

分析之前對於資料的常態分配、獨立性、

變異數同質性、直線性，甚至對於模式極

端值與多元共線性評估，在資料符合基本

假定再分析，所得到結果有其嚴謹性。針

對結果的討論如下：

本研究結果在模式 1、2、3 發現，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
民主對預期壽命有顯著正向影響。也就

是，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
得愈高，政治愈民主，這代表各國的人

力資本投資之後，國民的知識及技能提

升，增加國民賺取所得的機會，提高國

民所得；而國民接受教育之後，政治社

會化，國民的民主觀念提升，參與公共

事務增加，讓政治更為民主。簡言之，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政治
民主對預期壽命都是正向顯著影響。這與

McClintock與 Lebovic（2006）的研究結
論一樣。合理解釋是 188 個國家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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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教育年數提高之後，產生的國家的經

濟與非經濟效益，前者是提高個人及國家

的平均國民所得，而在非經濟效益有很多

元，其中提高國家的政治民主和國民預期

壽命就是很重要的非經濟效益之一。

本研究的模式 2及模式 3發現，188
個國家的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沒有正向顯

著影響，但卻對預期壽命有正向顯著影

響。也就是說，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化

沒有明顯預測力，這與 Przeworski 等人
（2000）、Barro（1999）的研究發現一
樣，可能是愈民主化國家，社會團體及個

人更為自由，對政府更多要求，因而可能

透過示威、抗議或甚至暴動，對經濟發展

產生影響，因而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沒有

顯著影響。本研究從模式 2看出，188個
國家的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有正向顯著影

響。也就是說 188個國家的民主化愈高，
預期壽命愈長，這與Kudamatsu（2012）、
Bollyky等人（2019）、Fujiwara（2015）
的研究發現一樣。可能是各國在民主化過

程注意到國家的環境與衛生醫療制度建

立，投入更多的健康與醫療設備及人力，

使得國民預期壽命提升。當然從模式 4來
說，教育年數對於預期壽命有正向顯著影

響，代表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對於預期
壽命的影響有直接效果。這與許多研究發

現一致（Cutler & Lleras-Muney, 2006; De 
Walque, 2007; Frost et al., 2005; Grimard 
& Parent, 2007; Mosley & Chen, 1984; 
Thomas et al., 1990, 1991）。

本研究提出三條路徑作為檢定的依

據，也就是 188 個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
民所得間接影響預期壽命、教育年數透

過國民所得，影響政治民主，再間接影

響預期壽命；以及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

主間接影響預期壽命。這三條路徑的個

別間接效果加總之後，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因此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與預期
壽命之間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的中介

變項具有中介作用，整體中介效果具有

統計顯著性。這支持人力資本理論（De 
la Fuente & Doménech, 2006；Lucas, 
1988; Mankiw et al., 1992; McClintock 
& Lebovic, 2006）。也與 McClintock 與
Lebovic（2006）研究 1990年代拉丁美洲
國家支持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經濟增

長、民主價值觀和民主水平正相關的觀點

相同。所以接受 H1。

上述三條路徑的個別效果經過分析發

現，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間接正向影響預期壽命。表 6來看，總效
果與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值的上下 95% 
CI值都沒有包括 0，所以國民所得具有
部分中介效果。這與 Judge（1995）、
Wilkinson（1992, 1995）的研究論點與研
究發現一樣。合理推論是，188個國家的
教育年數愈高，國民所得會愈高，改善國

民生活條件，不僅個人，而且國家更有經

費支應於醫療及設備，讓國民預期壽命愈

長。表中看出，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
過國民所得之後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效果

量為 .188。因此接受 H2。

模式的路徑 2為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
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政治民主，再間接

影響預期壽命。雖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達

p < .01，但是它的間接效果 95% CI值包
括 0，此條路徑的中介效果沒有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這與Acemoglu等人（2008）、
Ugur-Cinar 等人（2020）的研究發現不
同，可能如上述所獲得的國家經濟發展與

政治民主沒有明顯關聯，無法從教育年數

透過國民所得，再透過政治民主明顯影響

預期壽命。因此拒絕 H3。

從路徑 3 的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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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政治民主影響預期壽命。在總效果與

直接效果，以及間接效果都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代表各國的政治民主在教育年數與

預期壽命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這與 
張芳全（2017）、Barro（1999）、Baum與 
Lake（2003）、Besley 與 Kudamatsu
（2006）、Franco等人（2004）、Helliwell 
（1992）、Lutz等人（2007）、Wigley與 
Akkoyunlu-Wigley（2011）的研究發現一
樣。可能是各國的國民教育年數提升之

後，在教育上產生政治社會化情形，國民

參與公共事務及政治提高，國民民主素養

提升，讓國家的政治愈民主，進而關心國

家醫療環境與設備的改善，提升國民健

康，讓預期壽命提高。因此接受 H4。

本研究結果發現，路徑 1 的中介效
果與路徑 2的中介效果具有明顯差異，也
就是教育年數單以透過國民所得對預期壽

命影響的間接效果，明顯高於教育年數

透過國民所得及政治民主影響，再間接影

響預期壽命的中介效果，這個效果差異量

為 .190，這說明僅有經濟發展為中介對預
期壽命的影響比起，經濟發展之外，還多

一個政治民主的中介效果還要大。這誠如

Przeworski等人（2000）、Barro（1999）
的研究發現，經濟與政治民主之間沒有明

顯關係，無法透過這兩個中介變項間接影

響預期壽命。因此接受 H5。

在路徑 1 與路徑 3 的中介效果差異
也有明顯不同，也就是 188 個國家的教
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間接影響預期壽命

的效果，比起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化間

接影響預期壽命效果，兩者效果的差異

有 .133。合理推論是，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透過經濟發展對於預期壽命的重要性

明顯高於政治民主對於預期壽命，很重要

的是，預期壽命延長需要基本生活物質需

求，甚至需要有資源可以改善健康環境與

自我醫療保健費用，所以教育及經濟發展

對國民身體健康重要性，比起還要在上述

歷程中，再透過民主化對預期壽命還要重

要，因此接受 H6。

最後，路徑 2與路徑 3的中介效果差
異有明顯不同。它的情形是，188個國家
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間接

對預期壽命影響效果，明顯低於教育年數

透過政治民主間接對於預期壽命的影響，

兩者效果差距 .057。也就是路徑 2的兩個
中介變項，也就是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沒

有明顯關聯前提下，無法對預期壽命有更

高的關聯效應，相對的，路徑 3僅有政治
民主為中介變項，且Kudamatsu（2012）、
Bollyky等人（2019）、Fujiwara（2015）
的研究指出，政治民主化愈高，預期壽命

愈長，因而政治民主與預期壽命關聯性比

國民所得、政治民主和預期壽命的關聯還

重要。因此接受 H7。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獲得以下的結論：

（一）國家的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
高，政治愈民主，國民預期壽命 
愈長

本研究結果發現，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高，政治愈民主，

國民預期壽命愈高。然而 188個國家的國
民所得對政治民主沒有明顯提升，但是國

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影響，以及政治民主

對於預期壽命有提升效果。

（二）國家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間的
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具有中介作
用，也就是國民所得及政治民主對
於預期壽命有提升作用

本研究結果發現，188個國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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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與預期壽命之間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

主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國民所得及政治

民主對於預期壽命有提升效果，其中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間接提高

預期壽命，國民所得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
響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預期壽命，此路

徑對於預期壽命沒有提升效果。這更說明

了 188個國家的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是相
當複雜歷程，以本研究來說，188個國家
的教育年數提高國民所得，然而再透過國

民所得對政治民主，並沒有間接影響預期

壽命提升。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了
政治民主對於預期壽命提高具有部分中介

效果，也就是說，政治民主仍對於預期壽

命有提升作用。

（三）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對預
期壽命的間接效果，明顯高於教育
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政治民主，再
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188個國家的教育
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間接效

果，明顯高於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

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中介效

果。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效果，比起教育年數

透過政治民主間接影響預期壽命效果還

大。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與政治民主間接對預期壽命影響效果，明

顯低於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間接對預期

壽命的影響。

二、建議

基於上述結論，有以下的建議：

（一）國家宜維持與穩定的提高國民的教
育年數，以增加國民所得、政治民
主和預期壽命

結論一指出，各國的教育年數愈長，

國民所得愈高，政治愈民主，國民預期壽

命愈高，可見政府教育投資，提高國民接

受教育機會，國民教育年數增加，有助於

各國的政治民主、國民所得和預期壽命的

提高，所以各國政府應以各國發展狀況，

逐步提升國民教育年數，以達到上述的經

濟與非經濟效益。然而，188個國家應注
意在國家經濟發展，提升國民所得過程之

中，接續受政治民主抑制。這也從結論一

指出，188個國家的國民所得對政治民主
沒有正向顯著影響，但是對預期壽命有正

向顯著影響，以及政治民主對預期壽命有

正向顯著影響。這說明國家在經濟發展歷

程應注意政治民主的發展。

（二）國家提高預期壽命應個別注意經濟

與政治民主發展，在教育與預期壽

命之間的個別重要性

結論二指出，188個國家的教育年數
與預期壽命之間的國民所得與政治民主在

整體中介效果明顯，其中 188個國家的教
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間接正向影響預期壽

命；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政治民

主，再間接影響預期壽命；以及政治民主

在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間的中介效果。

也就是說各國在提升國民預期壽命時，經

濟發展與政治民主都會扮演重要角色，換

言知，各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也影響

預期壽命。就如結論三指出，188個國家
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間

接效果，明顯高於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

及政治民主，再間接影響預期壽命的中介

效果，以及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政治

民主間接對預期壽命影響效果，明顯低於

教育年數透過政治民主間接對預期壽命影

響。這其中說明了國家透過教育年數在提

高預期壽命過程中，更應注意經濟與政治

發展在這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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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全球 188 個國家的教育年
數與預期壽命之關聯性，並以 188個國家
的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為系列的中介變項

探究發現，教育年數透過經濟發展與政治

民主對預期壽命沒有間接效果，研究推論

可能是兩者在發展歷程有抑制情形，然而

是否真的如此，因為僅一個年度分析，無

法確切支持，未來研究可以再找不同年度

資料分析。尤其研究將國民所得與政治民

主視為中介因素，但也有可能兩者具有交

互作用的干擾效果，也就是兩者互為干擾

的調節變項，未來可以試著分析。本研究

在模式認為教育年數影響經濟發展，再影

響政治民主，最後再影響預期壽命，但也

有研究認為，教育影響政治民主，再影響

經濟，最後影響預期壽命，也就是經濟與

政治民主可能互換順序，也可能是並行，

甚至是預期壽命影響經濟發展等，都有不

同論點。未來可以進一步依據論點之內涵

分析。當然各國提升國民壽命最主要因素

可能不是教育，很可能是其他因素，例如

醫療進步，這也是未來研究應把醫療或衛

生設備進步納入分析。最後，本研究是橫

斷面資料，未來可以透過長期對各國的教

育、經濟、政治與預期壽命之間關聯分

析，透過縱貫分析，更可以瞭解這些國家

層面的發展因素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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