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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十年”正在步入历史的两岸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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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日晚 7时，由中国海峡研究院（香港）、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和两岸青年心家园主办，思明区台胞驿站和台湾梦想家工作室协办的海峡两

岸青年观点论坛第 11期《“陆生十年”正在步入历史的两岸群体》在腾讯会议

如期举行，会议现场共计吸引 150多名观众在线参与，与会嘉宾深情回忆“陆

生”渊源，并对线上观众提问积极作答，会议现场气氛热烈。2011年被称为

“陆生元年”，首届赴台就读学位的 928名大陆学生开启两岸文教交流新的里

程碑。而“陆生十年”之际因受到两岸关系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陆学生赴台

交流按下暂停键。本期论坛中国海峡研究院（香港）特别邀请包括《陆生元

年》作者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系叶家兴教授、台湾大学陆生校友郑良宏、东吴大

学法学院国际法组博士生金希、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杨雁斐、台湾政

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高嘉泽、世新大学硕士刘诗璟、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

生李兰若在内的曾赴宝岛求学的大陆同学及两岸文教专家，听他们讲述“陆生

十年”。政治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周祝瑛做特别发言，中国海峡研究院（香港）

秘书长罗鼎均担任本次线上会议主持人。 

 

叶家兴教授围绕本次议题，叶家兴通过阐述国外留学 vs境外留学、陆生赴港

vs陆生赴台、独善其身 vs兼善天下以及大历史 vs大历史 vs宏观历史四方面

对比表达他对于陆生留学经历发展历程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近年发展迅速，

从鼓励国内年轻人再到帮扶中亚国家学生到港澳台及国外交流学习，中国对于

促进全球青年跨境交流学习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 

 

郑良宏作为第二批赴台陆生一员讲述了当年站在历史风口来到台湾求学的经历

和感受。回想他在陆生权益服务组织多年来工作经历，他认为，虽然目前两岸

关系导致陆生交流停滞，但是关于陆生群体的联络、组织、帮扶、关怀工作一

直在继续，“陆生帮助陆生”的信念不会磨灭，希望未来关怀陆生的活动如雨

后春笋，为陆生群体带来的力量生生不息。 

 

金希分享了自己作为身心障碍者在台“无障碍”生活的经历感受，讲述自己来

台求学动机的同时也介绍了台湾身心障碍者支持体系对于大陆的借鉴意义。他

希望未来能够拥有更多机会参与两岸交流活动通过身心障碍权利维护议题分享

“台湾做法”。 

https://mp.weixin.qq.com/s/6WNdsSfGcql5gWPmGkiW_w


杨雁斐则根据针对赴台陆生群体学习生活的多项调研结果阐述了陆生在台生活

的多面性和多元化。她认为，目前虽然两岸交流合作呈现放缓趋势，但是高校

间产学合作以及高端科研技术人员交流合作仍有必要。对于“陆生未来”的期

待，她寄语道：“青山在，故人在，龃龉前行，不论成败。” 

 

高嘉泽先是分享了自己分别以交流生和学位生两种不同身份的赴台求学经历，

并用“浪漫的求学之旅”和“严肃的学术洗礼”来评价这两段颇有意义的特别

经历。她认为，陆生赴台目前遭遇瓶颈期，但是短暂的停留未必不是有利的缓

冲。 

 

 

刘诗璟分享了多年在台求学经历给自己留下的“加分”痕迹，她表示“台湾”

标签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额外的关注度，特别怀念在台湾的生活并感慨台湾的

“慢节奏”让自己在台美好记忆得以长时间保留。 

 

 

李兰若首先介绍了自己身上的三个标签“辽宁省首批陆生”“大陆考研生”

“陆配一员”，并阐述陆生在台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交流促进台湾师生对大

陆的多元了解。她认为在台学习给她带来的一个长期的正面影响是对职业的态

度，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爱好以及社会责任。 

 

周祝瑛教授则分享了自己在“陆生十年”期间与陆生群体接触交往的点点滴

滴，特别还提到了与已逝的“陆生之父”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杨景尧教授

当年一起合作研究两岸文教和陆生议题的点点滴滴，并感动于历届陆生在两岸

青年交流工作中的不懈努力与喜人成果。她表示，年轻一代的交流对于两岸关

系血浓于水影响深远，期待两岸交流持续开展，让源源不断的大陆学生来到台

湾学习交流互动。 

  

受邀嘉宾分享结束后的自由提问环节，线上观众踊跃提问，问题的范畴主要为

台湾学术自由保护、赴台深造条件、两岸学生交流数据、两岸学生互动方式等

方面。与会嘉宾针对以上问题悉心作答。郑良宏表示，回答大陆之后，

Facebook和 Ins是台湾朋友联络的常用方式。周祝瑛赞同两岸青年维系感情方

式多样，并表示台湾执政党为获取选举利益不择手段是造成陆生交流停滞的主

要原因。叶家兴结合自身经历提出婚配关系可有效促进两岸交流，他同意周祝

瑛对于民进党当局非理智行为对陆生赴台交流造成负面影响这一判断，并表示

政治冲突带来的风险隐患值得两岸关注警惕。 

 

 



会议最后环节，与会嘉宾做简短陈词。李兰若表示希望陆生团结起来迎接未来

挑战。刘诗璟肯定台湾留学“加分”意义，希望帮助学弟妹完成赴台求学愿

望。金希表示两岸虽遇波折但是前景光明，认为更加多元包容的社会对大家受

益。郑良宏表示两岸小插曲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道，希望“陆生帮助陆生”信

念永存。叶家兴强调，希望陆生群体除了考虑个人的命运，也要考到民族的命

运以及个体本身能够作出的贡献。杨雁斐提出，希望未来能对陆生群体后续发

展经历形成更具深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研究。 

  

会议最后，与会嘉宾纷纷对论坛表达诚挚祝福，嘉宾们表示要以海峡两岸青年

观点论坛作为与两岸青年学者交流的窗口，积极为塑造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促

进两岸心灵契合建言献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