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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台港澳研究所，上海  200031） 

 

摘  要：台湾青年对当前两岸关系的认知分为对两岸关系重大议题的认知和对中国大陆的认

知两个方面，总体来看都属于较为负面的认知。其认知特点表现为国家认同单一化、意识形态功

利化及大陆形象假想敌化等。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涉及心理因素、物质因素、思想因素和环境

因素。大陆需理性看待与分析台湾青年的两岸关系认知状况，提出优化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

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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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从年龄上对台湾青年进行精确定义，大体上将台湾青年归为两类：一是在校青年学生，

二是初入社会的青年群体。台湾青年群体是网络参与的主体来源，同时是台湾选举中“青年选票”

的主力。其主要特点是：绝大多数属“无产者”，没有太多的家庭和事业包袱，时间和精力充沛。

同时，该群体往往缺少社会经验，感性用事大于理性思考。需要指出，在不同的标准下，对台湾青

年两岸关系认知的看法和判断是不同的。本文的判断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台湾青年的观点，但力求反

映大多数台湾青年的主流认知观点。 

一、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现状 

（一）对两岸关系重大议题的认知 

1．两岸政治关系——“平行”认知。部分台湾青年认为“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国家，互不隶属”，

“两岸是两个国家”。21 世纪基金会调查显示，青年（年龄介于 20—35 岁）对两岸政治“平行”（认

为两岸“一边一国”）认知比例相当高，约为 77.0%。倾向“从属关系”的认知，即“台湾和中国大

陆同属中华民国”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合计仅一成
［1］

。2013 年和 2014 年台湾指标民调显示，

超过 7 成的 20—39 岁台湾青年认为“两岸并非同属一个中国”
［2］

。 

2．“中国”的内涵——“他者”认知。部分台湾青年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彼

此互不隶属”；“中华民国是台湾”。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失去“中国”的内涵，

“中国”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国歌”、“国旗”等象征符号是“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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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并且是用以区别台湾与大陆不同的工具。举例来说，10 月 10 日是“中华民国国庆”，在台湾

网络中却被直接称为“台湾国庆”；网络上“中华民国国旗”的图案并非“中华民国宪法”里涵盖

的疆域，而是仅标注台湾岛的轮廓。台湾年轻人在所谓的“国庆日”高喊 “台湾加油” “我爱台

湾”等口号。 

“他者”认知的严重后果反映在近年来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方面。台湾 TVBS 民调显示，从 2008

年至 2013 年，台湾青年（20—29 岁）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从 76%上升到 89%，明显快于其他年

龄层从 68%上升到 78%的比例
［3］

。2013 年 8 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也显示这一趋势，

30 岁以下民众的“台湾人认同”高达 72%，27%认为两者都是，“中国人认同”仅为 1%
［4］

。台湾地

区《联合报》民调同样显示，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各世代中，20 岁到 29 岁年轻族群以 85%的比例

高居榜首，这一群体主张“急独”（占 29%）及“缓独”（占 25%）的比率也都高于 30 岁以上人群
［5］

。 

3．两岸关系发展走势——“现状”认知。青年是台湾岛内支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最大群

体，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加。2016 年 3 月台湾地区《远见》杂志的民调指出，认为两岸应维持

现状的比例高达 52.8%
［6］

。这当中，青年的比例更高。2016 年台湾地区指标民调显示，在 52.6%赞

成“台湾最终应该要独立成为新国家”的人群中，愈年轻者愈表示赞成，20 岁至 29 岁达 72%
［7］

。其

认知表现为：一是淡漠，对两岸未来前途较为迷茫与淡漠；对“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等政治议

题缺乏兴趣，没有明确概念。二是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出现重大波动，求稳、怕变、观望。三是

“终独”，在“台湾独立”与“两岸统一”两个选项下，岛内年轻人多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两

岸统一。 

由于“现状”认知的存在，台湾多数青年对“法理台独”的后果有清醒的认知，不愿因“台独”

危及自身利益。21 世纪基金会的民调指出，近八成年轻人认为，若台湾宣布“独立”将导致大陆动

武；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时，逾三成年轻人不愿接受参战动员；逾六成大学生认为“人民有权抵抗

当局军事征召”
［1］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调查也显示，若“台独”会引发战争，29 岁以下年

轻人赞成“独立”的比例由 74%大幅下降到 47%
［4］

。 

4．两岸经贸关系——“分离”与“防范”认知。“分离”认知对大陆经济持正面看法，但将两

岸经贸关系看成正常的贸易交往关系，认为“与政治无关”。台湾青年持这一观点的比例相对其他

年龄层更高。台湾地区《联合报》民调的结果显示，青年世代认为陆资有助台湾发展的比例近六成，

认为不好的占 37%。这一比例远高于 40 岁以上的 47%
［8］

。“防范”认知则透露出对两岸（紧密的）

经贸关系的防范与不安，尤其防范和排斥大陆劳工赴台工作，也就是“要钱不要人”。《今周刊》

民调显示，逾六成 20—40 岁青年反对两岸签署服贸协议，在所有年龄段中比例最高
［9］

。此外，多个

民调笼统地表明，八成台湾青年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乐见两岸交流合作”。但有民调显示，

五成民众担心两岸签署服贸协议会损害台湾“主权”，产生“由经入政、两岸走向统一”的政治风

险，年轻人更是普遍持这种观点
［10］

。两种认知反映了台湾青年对于大陆发展“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

矛盾心态。台湾青年理性上理解两岸经贸势必要走向正常化，且台湾在经贸上不可能自外于大陆，但感

性上又认为台湾对大陆过度依赖将有损台湾利益，产生政治风险，尤其是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5．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同源”认知。由于传统习俗、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大部

分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文化仍保持较高认同，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归属感。2014 年 9 月《两岸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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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60.6%台湾青年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远高于自认“是台湾人，台湾

是新兴民族”的比例（23%）；同时，在文化认同方面，61%的台湾青年赞成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远高于“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各自独立，没有关系”的认知（18%）
［11］

。对 2010

年全国台联组织的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的调查显示，67%的人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仅 7%的人认为“不是”
［12］

。 

（二）对大陆的认知 

总体来看，台湾青年在对大陆“他者”定位的基础上形成了刻板印象。陈孔立认为，当代台湾

已经形成“台湾人群体”，而视大陆人为“他群”，他们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多是负面的，从而形成

偏见与歧视
［13］

。 

1．对大陆综合实力和发展前景的认知。关于大陆实力上升和国际地位崛起，台湾青年对此大致

有三种认知倾向：一是积极评价、乐见其成。这类认知看好大陆发展前景，希望更深入了解大陆，

并愿到大陆求学就业。台湾 1111 人力银行民调显示，在刚刚毕业的“新鲜人”中，73%的台湾年轻

人看好大陆发展前景并愿意到大陆发展
［14］

。二是认可大陆对台湾的重要性，接受和平发展的现实，

但谨慎保守、心态矛盾。2014 年《两岸犇报》的调查显示，55.2%的年轻人认为对台湾发展最重要的

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大陆，其次是美国（22.4%），日本（9%）；当被问及“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最关键性因素是什么”时，43.1%选择大陆对台政策、19.6%选蓝绿大陆政策、19.1%选台湾民意走

向、9.8%选美国因素
［11］

。三是对大陆了解不足、观感不佳、顾虑深重。极端者认为大陆是“威胁”。

绿营智库的民调甚至显示，20—29 岁人群中，有近 7 成年轻人最不喜欢的是中国大陆。
［15］

。 

总体来看，台湾青年对大陆的上述认知虽然有所差别，但在综合作用下产生了一种认知错误，

即因大陆崛起而逐渐加深对大陆的疑虑和恐惧。即使是能够认知到大陆重要性的台湾青年，也倾向

认为对陆生赴台就学应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21 世纪基金会调查显示：如果将大陆发展和进步

的正面因素考虑其中，壮年世代（36—50 岁）、年长世代（51 岁以上）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会有所增

加，尤其是对大陆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正面的看法；但是青年世代（20—35 岁）不但对大陆

经济发展抱持 “拒斥”的心态，反而在心理失衡等刺激下，提高了他们对两岸是“平行”关系（认

为两岸是“一边一国”比例为 77%）的认知
［1］

。 

2．对大陆同胞的了解度和好感度。这主要指大陆同胞的行为表现、精神面貌等在台湾人心目中

的抽象反映和得到的认识和评价，这一认知与对大陆发展前景的观点基本同步。一是对“陆客”负

面认知持续增加。《旺报》2014 年的调查显示，在台湾有 62.8%民众对大陆观光客持负面看法或没

有好感，这一比例从 2011 年的 53%上升至 2014 年的 63%，增幅有一成
［16］

。二是对大陆政府的认知

较为固化。2011 年至今的趋势显示，2011 年有 13%对大陆政府有好感、2012 年有 17%、2013 年有 19%，

如今是 15%，出现下降的情形
［16］

。总体印象“好”约为 30%，总体印象“不好”的占 55%以上。只有

少数民众认为大陆政府“有效率”“文明进步”“友善”“务实”，多数用“专制”“霸道”“独

裁”“不民主”“贪腐”来评价大陆政府。三是对大陆人总体持负面认知。2014 年有 27%的人喜欢

大陆人，没有好感的比例占 51%，与往年趋势相较，无明显变化。从 2011 年至今的调查得知，对大

陆人民有好印象者在 27%至 32%间，持负面评价者在 46%至 51%间，波动幅度都在 5%左右
［16］

。台湾青

年认知比例大致也是如此，多数认为大陆人“水准低”“素质差”“高傲自大”，而认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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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热情”“有同胞爱”“率直豪爽”的只占少数。 

二、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特点 

台湾青年的两岸关系认知虽因个体不同趋于复杂，但近年来总体上负面认知蔓延迅速，对两岸

关系产生不良冲击。大陆一直致力于加强引导与互动，希望改变台湾青年若干负面认知，但要引导

他们形成对两岸关系的客观认知，尚需时日。目前，台湾青年两岸认知最为负面的三个特点如下： 

（一）国家认同单一化 

一系列民调数据显示，台湾青年由“双重认同”转向“单一认同”已成趋势，自我认同属于“台

湾人”的比例呈增长趋势，“台湾认同”成为主流。此外，将情感上的“台湾认同”和工具性的“中

华民国认同”相结合，成为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之一。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台湾青年在

更多了解世界后，对问题的看法可能更加务实，不会过于理想化、激情化，其身份认同中的务实成

分也会增加。这种务实成分虽然降低了他们在政治选择上宣布“法理台独”的可能性，但是否足以

让其从单一的“台湾认同”回到“双重认同”，还难以判断。 

（二）意识形态功利化 

与传统“台独”的强烈的“建国”意识形态不同，大多数台湾青年只主张保持两岸关系的现状，

并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认知标榜与强调一种“天性”，既在情感上不背负过去“台独”经历

的“历史悲情”，也否认此特性受到特定政党的操控，否认受到“台独教育”而产生与大陆的疏离

与陌生感。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思考使得台湾青年并不愿意为了“独立”发生战争，以至于牺牲

其“小确幸”的现状，表现出“功利型意识形态”。 

（三）大陆形象假想敌化 

崛起的中国大陆和“亲中”的政党（主要是国民党）成为台湾青年转移自身困境的主要假想敌。

数据显示，在大陆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快速上升时期，呈现“台湾人”认同明显增强、“中国人”

认同大幅度减弱的趋势。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在大陆逐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台湾青年对“中国”的

向心力没有增加，反而产生了一种 “威胁认知”。这种威胁的感受或认知是台湾青年构建出来的一

种想象。 

三、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成因 

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成因要比各种评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大体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物

质型和精神型，无法用一元论的定性分析来解释，是各种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心理因素 

1．焦虑感。这一心理发展的逻辑为：中国大陆崛起——外部心理冲击与岛内经济发展困难缓慢

——内部“相对剥夺感”增强。深入来看，台湾青年对中国大陆崛起的担忧，毋宁说源于对台湾有

可能走向衰弱的焦虑不安。林泉忠根据 2003—2013 年的台湾学术性民调得出结论：在中国崛起期，

三分之一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完全不存在任何中国意识
［17］

。这种结果实际上是焦虑感的一种外在表现。

台湾青年感受到了大陆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出于应激、自我保护而产生了一种既抵触又焦虑

的矛盾情绪。 

2．失落感。台湾民众曾拥有高于大陆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台湾青年的上一代普遍认为台湾在经

济水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人文素质等方面普遍优于大陆。随着大陆在经济、军事、国际地位

与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实现全面跃升，两岸实力的消长不仅台湾让青年无法继承祖辈原有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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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在面对两岸互信不足、政治对立尚未结束现状时，心中的失衡感与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3．恐惧感。岛内分裂势力不断操弄“大陆导弹对准台湾”“大陆封杀台湾国际空间”等议题，

将中国大陆贴上“打压者”“压迫者”标签，造成台湾青年产生恐惧感，担心台湾被大陆“吞并”，

失去原有生活方式与“民主自由”。 

（二）物质因素 

台湾青年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遭受了三方面的冲击。一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大，台湾青年属于“赤

贫”阶层主力。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在 0.34 上下浮动
［18］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甚至还低于

国际警戒值 0.4，但由于台湾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属于贫富较均等社会（1980

年基尼系数为 0.278），两相比较后就显出贫富差距恶化趋势。二是台湾青年失业率逐年攀升。台湾

年平均失业率从 2000 年至 2010 年升高到 4%以上，2013 年是近 5 年来整体失业率最低的一年，为

4.18%，但 15 至 24 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13.75%
［19］

。台湾每七八个“社会新鲜人”中，就有一人失

业。三是“青贫族”增加。2013 年台湾受雇者的实质工资仅为 1997 年水平。“台湾青年脱贫计划调

查”显示，个人年收入在 30 万元新台币以下占比高达 58.4％。低薪酬、高房价、就业难，已经成为

台湾青年面临的“三座大山”。过半青年平均每月领不到 2.5 万元新台币，70%以上台湾青年认为自

己是“青贫族”
［19］

。 

物质因素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台湾青年对两岸关系“无感”甚至“冷感”，忙于考虑和应付

自身事情，对两岸关系忽略或无视。二是责任转移，台湾青年将自身物质困境的原因转嫁给两岸关

系和大陆。在民进党与绿媒的刻意扭曲下，原本由于台湾内部分配、政府治理所产生的贫富分化和

就业等问题，都被统统归咎为两岸关系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 

（三）思想因素 

“民主化”和“去中国化”是部分台湾青年 “两岸两国”错误认知的思想根源。首先，1997 年

台湾当局推动“去中国化”教育，李登辉推行“同心圆”史观教育，将中学历史教科书改以台湾史

为核心。大部分台湾学生受到中国史与世界史并列、“中国视同外国”教育的影响，“台独”意识形

态继续在争论中影响下一代。其次，在岛内急速发展的“民主化”环境下，台湾青年热衷于无限上

纲的“民主自由”，绝对化的“公平正义”，以及流行和崇尚各种“反”（“反权威”“反体制”

“反中”），不断贴上“特立独行”的标签，“为反对而反对”。第三，“本土化”的异化形塑了

台湾青年的偏见和敌视。在高度膨胀、自我封闭、与大陆对抗的“台湾主体性”塑造过程中，台湾

青年虽然没有“台独”分子那样深刻的“仇共”心理，但普遍认为大陆“专制”“不民主”“落后”

“不文明”，认为大陆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国际打压”等。 

（四）媒体因素 

台湾学者杨开煌认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原始印象都是负面的，这些负面事实，似乎很多来

自媒体报道，和政府的政治社会化内容在方向上相对一致，因为不论国民党的‘反共教育’或目前

执政党的‘去中国化’教育，都以残暴、不民主、无法治、黑暗大陆来塑造中国。”
［20］

一方面是传

统媒体如《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等的刻意负面宣传，另一方面是作为台湾青年信

息重要来源的新媒体传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错误不实的信息，这些导致台湾青年对大陆难

以获得系统、全面、正确的信息。 

（五）环境因素 

有的台湾青年担心被贴标签。一名台湾青年回答如果在国外遇到困难是否选择向大陆求救时表

示：“如果有另外他国，我第一时间可能选外国，我觉得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我不想要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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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活不下去，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21］

这种表述反映部分台湾青年的矛盾和纠结心态。从社会心

理学角度来看，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水平都迅速降低，个体在认知、判断、

信念等各方面，都与所在群体保持一致，使人处于“去个性化”状态，表现出“从众现象”。按照

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这种错误知觉就是“认知失调” 。这也是许多台湾青年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两岸错误认知的重要原因。 

四、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优化 

在“刻板印象不能被消除”
［22］

的情况下，大陆要开展减少和降低台湾青年刻板印象的工作。 

（一）加强与台湾青年的互动和交流 

这是改善台湾青年两岸关系认知的根本和基础。台湾学者耿曙以及香港《中国评论》对前往大

陆访问的台湾青年学生所做的访谈、问卷调查以及举办的“思想者论坛”显示，两岸之间的群际沟

通有助于澄清和减少台湾青年对大陆不良的刻板印象
［23］

。2008 年以来两岸交流的实践和成果已经证

实了这一观点。 

（二）促进台湾青年认知的正向转变 

一是促进台湾青年认知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当前台湾青年对两岸关系的负面认知占主导，并

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多元性，中性、正面的看法所占比例太低。要引导他们认可大陆的经济成就，更

加强调中国的全球影响，进一步突出大陆机遇与台湾发展相关联的论述。二是促进从浅层面向深层

面的转变。当前台湾青年对大陆和两岸关系的了解仍停留在“浅层面”。21 世纪基金会民调表明，

当台湾岛内青年对大陆强大的科技实力越是感知和深入了解，其认为“两岸是一边一国”的立场就

越弱化，而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就越会强化
［24］

。三是促进从刻板成见到心灵解放的

转变。台湾青年对大陆最有成见的方面是政治制度，要在这方面加强沟通。 

（三）改善台湾青年“他者”的认知结构 

一是依托国际场合的路径。从单纯的两岸关系来看，台湾青年往往看到的“他者”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如果是把两岸放入国际社会之中，语言和文化相同相通，会产生天然的亲近感，有

利于建立一定的相互认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陆青年。二是依托文化知识传承路径。两岸青年有

共同的文化传承、共同的文字基础。大陆暑期班、研习营所采用的两岸交流营队课程设计可以再精

细化、扩大化，改变当前台湾青年被动式接受多的状况，让台湾青年提升参与度，加强互动性，加

强专业团体的沟通交流。此外，还可以以台湾蓬勃发展的民间信仰为纽带，以民间活动和彼此熟悉

的宗教文化加强与台湾青年的文化联结。 

（四）采用网络信息方式 

引导两岸青年网络化、信息化沟通方式的良性方向很有必要。青年人思维活跃、创造力强，乐

于沟通、善于学习，掌握网络技术、网络语言。目前已有的一些两岸青年的微信群、公众微信号等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可进一步通过各类先进的社交软件和移动互联网，建立两岸青年互动的“朋友

圈”，发文字、晒图片、传视频等，增进彼此的了解。 

五、结  语 

民进党再次执政后，以蔡英文为首的台湾当局加速了岛内的“去中国化”进程，在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动作频频。台湾当局妄图通过修改课纲、限制两岸交流等举措来降低台湾

青年对“一中”的认同，阻止台湾青年形成正确的两岸关系认知。但是，大陆不会对这种情况听之



2017 年第 5期 

 102 

任之，近年来致力于落实“三中一青”政策。融合发展作为大陆对台政策的创新思想，其重要内容

包括针对台湾青年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强两岸青年交流，推动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就业、创

业等都摆在了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认，塑造台湾青年两岸关系正面认知任重道远。大

陆要对这项长期的工作保持战略耐心，以积极从容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个变化。在两岸融合发展战略

的指引下，大陆以自身强大实力为基础，以交流为桥梁来影响台湾青少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

意来大陆，愿意了解大陆。随着两岸青年的频繁互动，台湾青年将越来越客观地认识大陆，更加深

刻地体会大陆释放的善意和诚意，两岸关系认知终将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21 世纪基金会．主权与和平——两岸趋势调查报［EB/OL］．（2014-04）．http://www.21stcentury.org.tw/ 

uploads/m_file20140419171652.pdf．   

［2］ 台湾指标民调“台湾民心动态调查、两岸与国家关系民调新闻稿”［EB/OL］．（2014-05-29）．http:// 

www.tisr.com.tw/?p=4184．  

［3］  TVBS 民调中心［EB/OL］．（2013-11）．http://www.tvbs.com.tw/export/sites/tvbs/file/other/ poll- 

center/ 20131106112520608.pdf．  

［4］  陈方隅．台湾统独的民意分布：“台独”是共识吗?［EB/OL］． （2014-06）． http://whogovernstw.org/ 

2014/06/12/fangyuchen2/． 

［5］  联合报民调．73％自认为是台湾 46％要永远维持现状［EB/OL］． （2016-03-14）．http://vision.udn.com/ 

vision/story/9534/1554314．  

［6］  远见民调．2016 年第一季台湾民众统独观调查［EB/OL］．（2016-04-14）．http://www.gvsrc.com/dispPageBox/ 

GVSRCCP.aspx?ddsPageID=LATEST&dbid=3852964446． 

［7］  台湾指标民调．“台湾民心动态调查、新政府与两岸分合”［EB/OL］（2016-05-30）． http://www.isr.om.w/ ?p=6812．  

［8］ 《联合报》民调《世代图像大调查》“陆资袭台 熟世代戒心、青世代欢迎”［R/OL］．（2014-08-30）．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7677/735845  

［9］  今周刊．两岸服贸协议民意大调查［EB/OL］．（2014-03-26）．http://www.lideshare.et/andy860106/no901. 

［10］  民调逾七成民众：服贸应逐条审［N］．台湾时报，2014-03-14．  

［11］  两岸犇报．第 79 期台湾校园青年认同问题调查［EB/OL］．（2014-09-03）．http://ben.hinatide.et/?p=5458．  

［12］  段皎琳，潘桂玲．新形势下台湾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分析［J］．青年探索，2012（4）：27-30． 

［13］  陈孔立． “台湾人”群体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J］．台湾研究集刊，2012（3）：1-6．  

［14］  1111 人力银行．新鲜人 7成 3考虑往大陆发展［EB/OL］． （2011-01-24）．http://travel． 1111．com．tw/ 

mobile/funny_Detail．asp?autono=14． 

［15］  NewTalk 新头壳．民调近 7成年轻人最不喜欢的是中国［EB/OL］．（2014-08-15）．https://newtalk.tw/ 

news/view/2014-08-15/50411．   

［16］  观察者网．台媒：台湾民众对大陆人民与政府好感度下滑［EB/OL］．（2014-08-08）．http://www．guancha．  

cn/ local/2014_08_08_2 54759．shtml．  

［17］  共识网．林泉忠：台湾年轻人对中国想象的变迁［EB/OL］．（2016-01-26）．http://www．21ccom.et/html/ 

2016/gtzc_0126/1172.tml． 

［18］  台湾醒报．政院：贫富差正缩小媒体引错数据［EB/OL］．（2015-07-02）．https://anntw.om/articles/ 

20150701-QBK1．  

［19］  洪凯音．青年失业率攀高自嘲青贫族［J］．中国时报， 2014（3）． 

［20］  杨开煌．新局: 对胡六点之解读［M］．香港：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239． 

［21］  邹巧韵．中评论坛：台湾青年眼中的两岸关系［EB/OL］．（2011-03-16）．http://hk.rntt.om/doc/1016/ 

2/8/5/101628581.tml?coluid=137&kindid=4697&docid=101628581．  

［22］  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05． 

［23］  耿曙，曾于蓁．中共邀访台湾青年政策的政治影响［J］．问题与研究， 2010（3）：29-70． 

［24］  21 世纪基金会． 2014 两岸和平趋势调查成果发表会［EB/OL］．（2014-04-19）．http://www.1stcentury.rg.w/ 

04_action． 

 

责任编辑：任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