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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做研究之摘要： 

      上述之研究主題大多圍繞在兩岸大學生交流 (Cross-strait exchanges) 相關

議題上。兩岸高等教育交流不僅是認識雙方發展的重要途徑，也可透過彼此的

軟實力(soft power)，進而影響對方原有的認知與態度。根據作者上述研究顯

示，不同世代的兩岸大學生對彼岸的認知情形變化頗大，深受兩岸高教政策、

經濟發展狀況與社會重大事件所影響，而呈現出相當不同的認知與態度。儘管

陸生普遍肯定來臺交流與攻讀學位之經驗，但不少來臺學位生呈現在臺停留愈

長，對臺喜愛程度下降的情況，值得大學與社會各界警惕。 

     至於，赴陸求學的臺生在過去十多年來間發生劇烈變化，與十多年前筆者

所訪談的赴大陸求學的臺生對於大陸潛藏著「隱獨」心理， 與受限於臺灣不承

認大陸學歷， 影響臺生回臺發展等困擾，差別甚大。如今雙方社會民主開放程

度雖有不同,經濟發展差仍在，臺生對於大陸整體印象,雖然仍持相當保留之態

度，但有愈來愈多人願意以大陸人為配偶，傾向畢業後留在大陸就業等重大的

變化。這些都值得繼續追蹤與調查，俾為兩岸大學與招生建立雙方交流之風險

評估機制，提供陸生政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