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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凝聚“青年世代”力量

浙江海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丁芳盛

青年是未来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发展的力量。青年

兴则国家兴。他们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对社会变革敏感。台湾“青

年世代”，也被称为“网络世代”是台湾的将来，他们关于国家认同、

统独议题的理念、对两岸关系的定位、立场等的认知和构想是事关台

湾未来走向的有力影响因素和重要突破口。

一、台湾“青年世代”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

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台海割裂，被强行过度政治解读的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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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为封闭的两岸交流渠道，造成台湾公众对国情不正视、对大陆不

信任、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等诸多心理盲点。这些盲点对“青年

世代”的影响尤为显著，使他们表现出一些典型的政治特点。

1. 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和规模增强，影响力呈上升趋势

台湾政治呈现的社会运动新形态是与传统政治参与相异的。它主

要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散播和网络动员、表达政治诉求。这种方

式传播速度快、影响广，有着自发、开放、互动、多元、即时等特点。

新媒体打破了“青年世代”的“政治冷漠”，降低了青年政治参与的

成本，有助于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组织水平和政治动员能力。通过新

媒体环境下一系列数据表明，“青年世代”参与感强、态度鲜明，倾

向于将网络作为反映观点、表达利益诉求和发泄各种社会情绪的最重

要渠道。他们普遍认为“政治要讲高科技，选举要用互联网”。

2. 两岸青年存在严重甚至根本性差距、分歧和障碍

两岸青年在两岸关系上的分歧主要在：第一，两岸关系层面，“一

中一台”是台湾青年的主流，大陆青年的共识是两岸关系属“中国内

部关系”。第二，统独立场层面，“维持现状”是台湾青年的主流认知，

“支持统一”是大陆青年的主要思潮。第三，族群认同层面，“台湾

主体意识”超越“中国人认同”，台湾青年的“中国意识”退化严重。

第四，国家认同感层面，无论是横向比较——和其他的年长世代比较，

或者纵向比较——和往年的台湾青年群体比较上看，台湾“青年世代”

的“中国意识”日趋趋淡直至淡漠，原本隶属于“中国意识”的地方

性思维——“台湾意识”显露，“青年世代”有严重的“惧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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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言行，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

二、思维固化是产生“青年世代”国家认同危机的主因

但形成台湾“青年世代”思维固化的原因又由如下两点：一是长

期扭曲和异化台湾史的历史教学。岛内弘扬“台湾本土文化”，“去中

国化”和“本土化”相结合。政治环境扭曲导致以“台湾中心史观”

为核心的“台湾认同”日渐为大众所接受。“统独之争”下历史教科

书歪曲愈演愈烈，甚至肯定日本殖民统治在台的现代化建设，有意淡

化两岸情结。二是刻意模糊两岸关系的政治因素和媒体传播。两岸长

期割裂和对立造成无形的壁垒和误解，两岸认知信息不对称。台当局

抵制、破坏大陆及其执政党在台湾民众心中的好感度，多途径多维度

对两岸关系做模糊化处理，放纵“台独”思潮的蔓延，强烈冲击中国

人认同（族群认同），暗示“反中”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大陆言行

都是“统战阴谋”。三是经济民生发展不利。世界经济不景气背景下

台湾经济发展变缓，两岸关系遇冷等引发复杂经济民生问题，直接影

响青年切身利益。台湾青年有学贷、就业、降薪、失业等压力，超过

六成青年自感对职涯盲目和茫然，对当局、现状、前景等满意度低，

曾经的优越感变成现实无力感，容易做出将失败责任推到情境因素的

自利性归因，认为执政党不利和“大陆打压台湾”。四是美对台的长

期影响和“一国两制”被污名化。“一国两制”构想在岛内遭到恶意

攻击、抹黑和扭曲,完全被污名化，造成台湾民众排斥、抵制和平统

一，强化“台湾意识”。台海两岸认知信息不对等，加之美对台政策

的长期的实质性作用，加剧台湾青年对大陆的疏离。青年是最易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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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的群体，不能理性认知，错位严重。

三、推动“台湾方案”需减少政策限制，消弭两岸分歧

加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特别要深化台浙主题合作和系列民间活

动，在互动中体验大陆全方位的包容和善意——只有“一中”为基础

的良性两岸关系，才利于台湾分享大陆发展成就，利于台湾经济振兴。

1.挖掘浙江华侨、台胞资源重建“中国意识”。 浙江有丰富的台

胞资源，各级政府应鼓励各地积极地开展民间活动，增加心理沟通的

机会，鼓励青年——台湾外省人后代、舟山新娘后代等回乡探亲，画

家族树、绘家谱图，感受两岸血脉相连，深刻理解“一国两制”。

2. 加强数字化建设重构两岸“关系网”。要充分借用新媒体、社

交网络平台大量介绍大陆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改善两岸信息不对等

现状，在两岸政治交流、互信不足的前提下保证信息正常流动，体会

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刻意割裂两岸关系和肆意破坏台湾民众利益。

3.促进科技、经济合作推动青年交换交流。台湾在高科技创新领

域竞争优势明显。浙江以民营经济为特色。挖掘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经

济吸引力，把台湾的高科技优势吸引过来。给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创造机会，在医疗、晋升等方面均享受大陆青年同等待遇。

4.建立姊妹城市开发文化合作和文旅项目。台湾和浙江两地景观

得天独厚，天下闻名。设计多条专项旅游线路，如佛文化、茶文化、

民俗文化、寻根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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