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經濟能否影響政治？接觸能否改變認知？兩岸關係提供我們一個極

好的場域檢視這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從來沒有兩個政治實體，存在這

麼深刻的認同歧異，卻發展出密切的經貿互賴和人際往來。自 2000
年代中期以降，大陸開始放鬆軍事施壓與國際圍堵，全力擴大貿易、

交流以及觀光旅遊，希望藉此施惠臺灣民眾，轉圜臺灣民意，瓦解臺

灣對統一的抗拒。然而，歷次民調顯示臺灣民眾並沒有因此傾向統一

的趨勢；反而，臺灣人認同不斷攀高。這樣的矛盾似乎意味著大陸對

臺政策的失敗，理應停止惠臺措施。不過，筆者認為總體的資料分析

忽略了大陸對臺政策針對不同階層、團體「區別對待」的特性，若欲

瞭解目標群體是否發生態度的轉變，必須針對那些身處最大曝露交

流、涉及最深交流利益者，探討其是否發生預期之變化。筆者延續碩

士論文對於大陸邀訪臺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之研究、長期對於大陸

臺商及臺商子女之關注，以及大陸近年著力甚深的對臺農漁採購政策

進行分析，以四個易感團體：「臺商」、「臺商子女」、短期青年交流中

的「臺灣青年」與臺南學甲「契作」漁民，考察當前兩岸的兩大重要

交流機制—「經濟利益」與「社會接觸」，分析這二種機制對於臺灣

人政治態度及認同立場的可能影響。 
 
本論文研究發現，經濟上的實質獲益雖然重要，是雙方形成合作聯盟

的契機，然而這僅是基於利益或權衡下的選擇，若未能進一步導引向

「改變印象」，依然未必能夠發揮政治影響。臺商在開放西進初期，

大陸提供廉價的的土地、人力、稅制等優惠，吸引大量臺商前往對岸

投資；兩岸青年交流中的臺灣青年，也是因大陸提供極優惠價格的參

訪/旅遊營隊，吸引學生報名參訪；而臺南學甲契作漁民是大陸對臺

農漁採購政策下的獲益群體，以上三者皆是受到「經濟利益」機制的

影響。然而，臺商在「社會接觸」機制層面上，雙方頻繁交往卻完全

不受控制的發展結果，導致觀感因人而異、雙方印象因此有好有壞；

兩岸青年交流中的臺灣青年和臺南學甲契作漁民則是受中國大陸特

殊安排，接觸大陸相關人事物的積極面，並且在互動中培養共同目

標，使得這些群體可以導正偏見、產生正向的政治態度。對照另一受

到「社會接觸機制」影響的臺商子女，其在臺商子弟學校一方面因節

制與大陸當地社會的互動，並且安排與臺灣同步的教材、師資和返臺



旅遊，增強了臺校學生的內群體界線，研究顯示可達到維持住臺灣人

認同的效果。 
 
綜合以上研究，筆者認為發揮政治影響的關鍵，先要有「經濟獲利」，

還要有「印象改善」，兩者缺一不可；而前者有賴資源的長久投入，

並將利益落實至基層；後者則既要接觸、又要控制，才能創造政治態

度上的「印象良好」結果。放大到整體的兩岸關係來看，筆者認為目

前兩岸最大的癥結，即是經濟利益層面上存在受益不均、社會接觸層

面不具有共有認同，因此，經濟社會整合過程中，並不會單純因「讓

利」和「接觸」而使臺灣民眾具有傾向對中國大陸友善之政治態度，

臺灣/大陸界線仍然難以消弭。就此而言，兩岸關係距離中國大陸所

期待的政治統一終極目標，仍有一段遙遠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