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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 

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 

程楊 *

《摘要》 

、郭佳**、高鹿洋子**、薑瓊茜**、 
孟超**、王藝磬** 

香港與大陸同宗同源，由於歷史原因卻存在較大文化差異，本

文基於這個有趣的現像，探討不同地區間文化適應問題，並對媒體

使用與文化適應的關係，新、舊媒體對文化適應不同影響加以探

討。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我們採用多階段集群抽樣法(multi-

stage cluster sampling)，從隨機抽取的香港 4 間政府資助大學中成功

回收 476 份問卷。通過對其中 447 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本文探

討了大陸學生對電視、報刊、互聯網三種不同的媒體使用程度與在

港文化適應程度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大陸赴港大學生使用媒體程

度越高，在文化認知上，對香港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瞭解程度就越

高；同時在文化行為上，交友情況越活躍，參與文化娛樂活動越

多。最後，相對報刊和互聯網等新興媒體，電視作為傳統媒體仍佔

有重要作用，且與文化適應的四個面項（生活習慣瞭解程度、社會

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和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均呈正面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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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過往文獻大多在探討國家間個體或群體流動的文化適應問題，例如

Kim(1978)探討了韓國移民在芝加哥；Cuellar, Harris & Jasso(1980)研究了墨西哥移

民在美國的文化轉變；Fan(1990)討論了香港移民在多倫多；Cheung(1996)探討了中

國新移民家庭在美國；Ghuman(2000)調研了南亞青年在澳大利亞等。然而在中國背

景下，地區間文化差異問題的研究甚少。 

香港與中國大陸雖同根同源，但殖民地的身份，歷史的變遷，導致了香港文化

中西合璧，與大陸文化存在差異：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給香港留下西方的

烙印，經濟上，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香港各階層，支配著港人的社會活

動；文化宗教上，香港強調英文教育，有眾多基督教和天主教組織機構（白雲、白

靜，2006）。同時，香港又傳承了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廣府

文化，如港人多迷信鬼神和風水，佛、道寺廟香火旺盛；香港保留使用繁體字等等

（白雲、白靜，2006）。1997 年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兩地的往來愈發

頻繁，如經貿投資、文化產業、城市管理、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交流（何睦，

2007）。每年大約有 50,000 人來自大陸的新居民，在 2017 年，總數預計升至

1,260,000(HKCNA,2010)，群體數量之龐大，大陸居民的文化適應問題非常值得研

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回歸後，兩地的人才交流也越來越緊密。香港高校自

1998 年進入大陸招生，報讀人數穩定增長，2010 年招收大陸本科生約 1,400 人

（賈思玉、胡娜，2010 年 9 月 4 日）。 

作為「優才計劃」引入香港的大陸生，多是第一次來香港，陌生的粵語環境，

港式教育方式、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給他們帶來價值觀和文化身份上

的沖擊。報章對這些「天之驕子」在香港的生存和適應狀況，進行過一些比較消極

的報導，如〈愁錢愁工作愁身份 大陸生社會邊緣掙扎〉（林茂，2010 年 6 月 26

日），〈大陸生撰文談留港辛酸〉（星島日報，2010 年 8 月 10 日）。港校大陸

生，這些原本被寄予希望的中港「橋梁」對香港生活的適應情況究竟如何，本文將

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就地區間的文化差異問題進行相關研究。 

對照 Graves(1967)對文化適應的定義——人們在新文化環境中態度、行為、信

仰、價值觀等方面的變化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生在香港遇到的適應問題可歸

為文化適應的研究範疇。該領域研究成果眾多，Berry(1980)將文化適應的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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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四 類 ， 整 合 (integration) ， 同 化 (assimilation) ， 分 離 (separation) 和 邊 緣 化

(marginalization)；Cuellar, Arnold 與 Maldonado(1995)將文化適應界定為行為、感

情和認知三個水準；Ward 與 Kennedy(1999)製作了社會文化適應量表。在文化適應

研究領域，學者們(DeFleur & Cho, 1957; Kim, 1977; Richmond, 1969)發現，這些研

究為本文分析港校大陸生的文化適應程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研究借鑒。 

瞭解港校大陸生的文化適應程度是我們研究的基礎，但本文更加關注的是影響

他們文化適應程度的因素。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同程度

的不適應及心理壓力或障礙(Berry, 1999)。為克服文化適應壓力，個體通常會採取

解決問題、自我控制、尋求資訊支援、逃避妥協等應對策略進行自我調節（黃希

庭，2006）。香港的傳媒十分發達，其提供的資訊或能滿足港校大陸生「尋求資訊

支援」的需求，進而可能幫助他們適應香港文化。  

學界對大眾媒體在個體適應新文化過程的作用進行了一些有成果的研究，並認

為大眾傳媒是影響人們文化適應的重要因素之一(Gudykunst & Kim, 1997; Kim, 

1977; Kim, Laroche & Joy, 1990; Lee & Faber, 1986; Penaloza, 1994)。一些學者認為

媒體使用對文化適應有著積極作用(Kim, 1978; Lin, Peng, Kim, Kim, & LaRose, 2012; 

Mcluhan & Fiore, 1968)。早在 1968 年，McLuhan & Fiore 提出大眾媒體的出現和新

技術的發展有助於文化融合，全球化發展以及地球村的建立；李蕙蘭（2002）指

出，大眾傳播媒介提供的主流社會的文化資訊，是讓遷移者能獲取移入地之生活資

訊及經驗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旅居者尤其傾向於使用地主社會的大眾媒介，特別是

電視，來瞭解地主社會的習俗、語言和行為方式(Doornink & Jin, 1988; Kim, 

1977)；Lin, Peng, Kim, Kim, & LaRose(2012)的最新研究則指出社交網絡媒體有助於

國際學生在美國的社會適應能力。然而另一些學者則質疑媒體在文化適應方面的促

進作用，提出媒體可能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固定思維模式。已有的特定媒體使用習

慣可能加大文化適應的困難(Keshishian, 2000; Miller, 1982, 1988)。 

總體看來，關於文化適應的文獻，絕大部分學者關注的還是人際傳播對文化適

應的影響，對大眾媒體使用方面的研究相對比較有限(Hwang & He, 1999)；已有文

獻關於媒體使用對文化適應的影響也說法不一，對港校大陸生這一特殊群體的媒體

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研究，對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廣播）和新媒體（互聯網）

的詳細比較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將通過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對港校大陸生的

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進行探索，旨在填補相關研究空缺。具體而言，本文將通

過總結現有的文化適應領域的研究成果，提出港校大陸生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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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假設；亦對問卷結果進行量化分析，以實際數據說明兩者關係；最後本文將

對所得數據進行進一步深入解析，亦提出結論。 

通過這次調查研究，在瞭解港校大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關係的同時，我們

亦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為大陸人融入香港的社會議題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同時為傳播

學領域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課題提供案例支援。 

貳、文獻綜述 

一、文化 

對於「文化」的涵義，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Taylor(1871)將文化定義為一個

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道德、法律、風俗等個體作為社會成員所具有的

一切能力和習慣。 

當代中國學者龐樸（1988，頁 37）提出「文化結構三層次」學說。他將文化

分為三個層次：物質層次、心物層次及心理層次。物質層次是最外在的層次，包括

衣食住行等。心理層次是文化的深層結構，包括價值觀、審美觀念等文化中的隱性

部分。心物層次介於物質層次和心理層次之間，是兩者的統一，即「物化了的心理

和意識化了的物質」，包括理論、制度以及行為等。 

根據研究，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一定差異。Hofstede(1980, 1983, 1984, 1997)通過

文化差異的實驗性研究將文化差異歸納為五個維度：（一）、個人主義/集體主

義；（二）、權利距離；（三）、不確定性規避；（四）、陽剛 /陰柔文化；

（五）、時間取向。根據 Hofstede(2001)對世界三個地區不同國家文化維度進行排

名的量表，香港和大陸的文化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例如，在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

主義的量表中，香港文化的個人主義程度排在第三十七位，屬於個人主義較強的文

化，而大陸文化個人主義程度在五十位之外，顯示出較為明顯的集體主義特徵；此

外香港文化較之於大陸，其權利距離較小，且較為注重短期利益。因此，大陸和香

港雖然是同一國家，卻因為歷史背景、地域、政治體制等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大陸的大學生赴港求學必然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異問題，這也勢必導致大陸大

學生赴港求學的要經歷文化適應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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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的定義最初由 Rogler, Linton 與 Herskovits(1936，頁 149)提出，它是

指「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

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但是這一定義與實際的文化

適應過程並沒有直接的聯繫。直至 1967 年，Graves 對於文化適應過程提出了更為

具體的定義，它是指在新文化環境中態度、行為、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變化過

程。Berry(1980)進一步提出文化適應的二維模型，認為處於文化適應過程中的個體

面臨兩個基本問題：（1）是否趨向於保持本族群的文化傳統；（2）發展與主流社

會的關係是否具有價值。Birman(1994)在二維模式的基礎上繼續提出了兩個層面：

（一）認同層面的文化適應；（二）行為層面的文化適應。其中，認同層面主要包

括男女社會角色，態度等方面的信念；而行為層面包括不同類別的行為，言語行

為、飲食、習俗等文化表達的各個方面。 

綜合 Berry 的二維模型及 Birman 文化適應的兩個層面，本文將文化適應劃分

為兩個大維度。（一）是與認知有關的文化適應，即對新文化的瞭解、價值觀、信

仰等方面的文化適應；（二）是與行為相關的文化適應，其中包括文化參與、社交

行為等個體在與新文化群體接觸過程中的文化適應。 

三、文化適應群體及文化壓力 

Berry(1999，頁 217)指出，當兩個不同文化群體處於持續接觸的狀態時，其中

一個群體能夠致使另一群體發生更為明顯的變化，即一方相對於另一方在交往過程

中更具優勢，這便形成了「主流群體」 (dominant group)和「文化適應群體」

（acculturation group）。文化適應群體主要包括移民、旅居者、難民及多民族國家

的少數民族（張勁梅，2008）。旅居者指在某一社會文化中短期居留的異文化群

體，主要包括留學生、外交人員、旅行者、商業人士、傳教士等（陳慧、車宏生、

朱敏，2003）。赴港的大陸學生屬於旅居群體，他們在香港學習生活中會歷經文化

適應過程的不同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留學生必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應及心理

壓力或障礙，這些消極的行為和情緒是文化適應壓力的表現(Berry, 1999)。為了克

服文化適應壓力，個體通常會不自覺的採取應對策略進行自我調節。應對的措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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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為：解決問題、自我控制、尋求資訊支援、逃避妥協等等（黃希庭，2006）。

赴港留學生在應對文化適應壓力的過程中會通過以上幾種措施克服困惑、焦慮、無

助的消極情緒。而在尋求資訊支持方面，媒體使用是旅居群體獲得資訊支援最為便

捷的方式。 

四、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 

日常生活中的媒體使用主要是指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接觸情況。大眾傳播媒介是

指在資訊傳播過程中處於職業傳播者和大眾之間的媒介體，它包括報紙、雜誌、廣

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以互聯網為主的新媒體，這些傳播媒介傳播資訊具有速度

快、範圍廣、影響大等特點（Vivian, 2009)。媒體使用程度是指對各種大眾傳播媒

介使用的頻繁程度，主要從使用時間和頻率來衡量。 

在文化適應研究領域，學者們(DeFleur & Cho, 1957; Keshishian, 2000; Kim, 

1977; Richmond, 1969)發現，大眾傳播媒介往往提供了主流社會的文化資訊，是讓

遷移者能獲取移入地之生活資訊及經驗最重要的管道之一（李蕙蘭，2002）。

Kim(1988)認為，當個體進入一個新文化環境時，與地主社會大眾媒介的接觸程度

和與當地社會成員的人際交往，是個體獲得更高程度的文化適應的兩個重要因素。

作為社會和文化的樞紐，大眾媒介能幫助旅居者減少在適應最初階段中人際交往的

不確定感和焦慮感；同時通過傳遞各種地主文化的社會規範和價值，促使旅居者更

好地完成文化適應的過程(Barnett & McPhail, 1980; Kim, 1988)。旅居者尤其傾向於

使用地主社會的大眾媒介，特別是電視，來瞭解地主社會的習俗、語言和行為方式

(Doornink & Jin, 1988; Kim, 1977)。Miglietta與Tartaglia（2008）在檢視對移民文化

適應的影響因素時發現，語言水準能幫助移民產生對地主社會的歸屬感和情感依

賴，而接觸大眾媒體是提高語言水準的一個重要途徑。 Hwang 與 He（1999）研究

媒介使用與旅美的中國移民文化適應關係也證實，媒體使用能夠滿足被調查的中國

移民的一些文化適應需求，如英語語言技能，對地主社會的資訊瞭解。Yang(2004)

對 84 名在美國的中國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他們收看美國電視臺新聞和美

國新聞網站以及使用 BBS，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美國文化。而在當今的資訊化

時代背景下，除了傳統媒介，新媒體也成為研究媒體的文化適應角色的新著眼點。

黃葳威（2001，2008）研究網絡對華人移民的跨文化適應影響時發現，互聯網能夠

幫助在美華人移民瞭解美國訊息及與外國朋友溝通，從而提供了認識新文化的管

http://www.wl.cn/630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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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另一方面，文化適應的需求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差異這一基礎上，而接

觸地主媒介會幫助個體減少原文化和新文化之間的差異(Kim, 1988; Reece & 

Palmgreen, 2000; Sam & Berry, 1995)，從而減少文化衝擊帶來的不適感。因此，旅

居群體使用當地媒介越多，他們就越容易適應當地環境(DeFleur & Cho, 1957; 

Nagata, 1969; Nelly & Dafna, 2008)。Kim(1978)在調查旅美韓國移民也發現，那些更

多地觀看美國電視節目的移民，比更多觀看韓國電視的移民能更好地融入美國社

會；而在各種媒體類型中，資訊導向的媒體內容（如新聞）比娛樂導向的媒體更能

促進個體的文化適應。相應的，當新移民通過文化適應的過程變得越來越熟悉當地

的文化和語言，他們對地主媒介的需求也會越來越高(Kim, 1988)。 

由以上各學者的相關研究可知，媒體使用是與個體文化適應相關的影響因素。

赴港留學生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能夠通過使用媒體克服文化適應壓力以此融入新

的文化環境。 

根據前人學者的文化定義和層次劃分，本研究中我們將文化具體為生活習慣和

社會制度兩個取向。生活習慣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求，屬於文化的外在

層次。社會制度反映該文化的心物層次，背景的社會結構和價值取向等精神層面。

個體對文化各層次的適應，能幫助我們解釋個體是否完成了文化概念上的適應。另

一方面，根據文化適應的理論研究，文化適應包括認知和行為兩個層面的發展過

程，而認知主要是指對新文化的瞭解程度，行為主要分為與主流群體的社交情況和

活動參與情況，其中包括通過交友以及看電影、演唱會等文化娛樂活動的參與適應

當地文化。 

由此，我們將文化的認知方面的文化適應分為兩小類：（一）對生活習慣的瞭

解；（二）對制度習俗的瞭解。 

根據以上劃分，我們提出文化適應認知層面與媒體相關的兩個假設： 

假設一：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越瞭解香港生活習慣。  

假設二：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越瞭解香港的社會制度。 

同樣，文化適應的行為層面根據與主流群體的社交情況和活動參與程度這兩個

取向，又可得出兩個假設： 

假設三：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社交情況越活躍。 

假設四：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參與文化娛樂活動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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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來港就讀的大陸大學生數目於近年來不斷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0），這樣一群校園裏的少數群眾又同時擁有著當代年輕人所具有的好學奮進、

樂於接受與瞭解新事物的特性。因此，我們此次的研究對像便定於這群初來香港就

讀的大陸大學生。 

採用多階段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我們首先由香港的 8 間政府

資助大學（教育局，2010）中隨機選取 4 所。由於每間大學均設有覆蓋所有在讀大

陸本科生的「大陸本科生聯合會」及覆蓋所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大陸學生學者

聯誼會」， 接下來，我們分別從這 4 所大學的兩個組織中隨機抽取各 130 名學

生。最後，我們於 2010 年 11 月初至 11 月中旬期間進行了實地問卷派發。受訪者

以完全自願且不記名形式參加受訪，我們小組 6 名成員執行、監督且回收問卷。成

功回收 476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447 份問卷，回收率 86%。 

受訪者中，155 位為男性 （34.7%），292 為女性（65.3%）。在年齡方面，受

訪學生平均年齡為 22 歲，其中 31.4%為本科生，62.3%為研究生，6.4%為博士生。

在來港時間方面，73.4%受訪者來港時間不足半年，只有 6%的受訪者來港時間超過

三年。 

二、研究變項 

（一）人口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簡單而言，性別分

為「男性」和「女性」兩個選項；年齡要求受訪者填入「實歲」；教育程度分為：

1、「大學本科」；2、「研究生」；3、「博士」；4、「博士後」；來港時間則有

五個選項， 分別爲： 1、「半年以下」；2、「半年至一年」；3、「一年以上至

兩年」；4、「二年以上至三年」；5、「三年以上」。此四項基本人口變項亦被當

作控制變量用於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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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使用 

我們分別研究了電視、報紙和互聯網三種媒介對文化適應的影響。受訪者被問

及最常從以下哪種媒體獲取有關香港資訊：1、電視；2、報紙；3、互聯網。受訪

者回答的方式分為下列幾種：1、「從未」；2、「很少」；3、「有時」；4、「經

常」。結果顯示，電視使用的頻率，（平均數 = 2.28，標準差 = .99）；報紙使用

的頻率（平均數 = 2.62，標準差 = .95）；互聯網使用的頻率（平均數 = 3.55，標

準差 = .72）。 

（三）文化適應 

為檢測受訪者對香港的文化適應，我們分別參考了 Ward & Kennedy(1999)的社

會文化適應量表及 Cuellar(1995)等人的墨西哥裔美國人文化適應修正 ARSMA 量

表，檢測了受訪者對香港文化的瞭解程度以及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受訪

者表達他們的符合程度，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根據主成分因素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

的結果，我們將對香港的瞭解程度分為 1、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及 2、對社會

制度的瞭解程度；將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分為 1、社交情況，及 2、文化

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1、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 

衡量受訪者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六個題項評分：（1）「我瞭解香港人的宗教信仰」；

（2）「我瞭解香港人的思想觀念」；（3）「我瞭解香港的文化藝術」；（4）

「我瞭解香港人的衣著打扮」；（5）「我瞭解香港人的飲食習慣」；（6）「我瞭

解香港的居住環境」。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

差正交旋轉 (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六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

（Eigenvalue =3.83，可解釋變異量為 63.83%）。因此，將此六個題項評分數值相

加，合共構成「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變數（平均數 = 18.59，標準差 = 4.21，

Cronbach’ s alpha = 0.89）。 

2、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 

衡量受訪者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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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四個題項評分：（1）「我瞭解香港的交通守則」；

（2）「我瞭解香港的政治制度」；（3）「我瞭解香港的法律制度」；（4）「我

瞭解香港的經濟制度」。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

方差正交旋轉 (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四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

（Eigenvalue = 2.71，可解釋變異量為 67.73%）。因此，將此四個題項評分數值相

加，合共構成「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變數（平均數 = 12.62，標準差 = 2.87，

Cronbach’ s alpha = .84）。 

3、交友情況 

衡量受訪者的交友情況，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

請受訪者對以下三個題項評分：（1）「我經常跟香港本地人打交道」；（2）「我

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3）「我從香港朋友那裡獲得不少幫助、支持」。主

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三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Eigenvalue = 2.40，可解釋

變異量為 79.87%）。因此，將此三個題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交友情況」

變數（平均數 = 8.60，標準差 = 2.76，Cronbach’ s alpha = .87）。 

4、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衡量受訪者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四個題項評分：（1）「我經常參與香港的假日活

動」；（2）「我經常聽香港明星的演唱會」；（3）「我經常看香港影視劇」；

（4）「我經常聽粵語歌曲」。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四個題項均

呈現一個因素（Eigenvalue = 2.14，可解釋變異量為 53.54%）。因此，將此四個題

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變數（平均數 = 11.03，標

準差 = 3.41，Cronbach’ s alpha = .71）。 

肆、研究結果 

首先我們使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研究媒體使用程度和對香港生活習慣瞭

解程度、社會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的雙變數關係。 

從表一可以看出，電視使用程度(r=.26, p<.001)、報紙使用程度(r=.1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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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互聯網使用程度和

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並不顯著相關(r =.02, p >.05)。 

對於假設二，研究發現 :電視使用程度(r=.19, p<.00)、報紙使用程度(r=.17, 

p<.001)、互聯網使用程度(r=.12, p<0.05)均與大陸生對香港社會制度瞭解程度顯著

相關，亦呈弱正相關。 

對於假設三，表一顯示電視使用程度(r=.23, p<.001)和報紙使用程度(r=.15, 

p<.001)均與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均呈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而互聯網使用程

度(r=.05, p>.05)與交友情況並無相關性。 

對於假設四,電視使用程度(r=.37, p< 001)和大陸生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

況呈顯著相關(r=.37, p<.001)，亦呈中度正相關；報紙使用程度(r=.20, p<.001)、互

聯網使用程度(r=.19, p<.001)均和大陸生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呈顯著相關，

亦呈弱正相關。 

 
表一：媒體使用程度, 對香港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生活習慣的瞭解、社會制度的

瞭解、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之相關分析 

變數 1 2 3 4 5 6 

1.電視 

使用程度 

      

2.報紙 

使用程度 

.37***      

3.互聯網 

使用程度 

.05 .12*     

4.對生活習慣 

瞭解程度 

.26*** .15*** .02    

5.對社會制度 

瞭解程度 

.19*** .17*** .12* .55***   

6.交友情況 .23*** .15*** .05 .37*** .25***  

7.文化娛樂活動 

參與情況 

.37*** .20*** .19*** .40*** .24*** .30*** 

*p < .05，**p < .01，***p < .001 

 



‧廣播與電視‧  第三十六期  民102年6月 

‧102‧ 

為進一步支持研究中的四個假設，我們採用了標準複迴歸分析。四次單獨的複

迴歸分析將分別研究了媒體的使用程度可以是否預測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

程度、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對於假設一，如表二，第一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社

會制度瞭解程度」(β=.20, p<.001)，且赴香港大陸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

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越高；報紙使用程度不可以顯著預測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

程度(β=.01, p>.05)；互聯網使用未能顯著預測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β=.02, 

p>.05)，假設一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二，如表二，第二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社

會制度的瞭解程度」(β=.14, p<.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

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越高；「報紙使用程度」不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的

瞭解程度」(β=.08, p>.05)；「互聯網使用程度」也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的瞭

解程度」(β=.11, p<.05)，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社會

制度的瞭解程度越高。假設二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三，如表二，第三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大陸

生在香港的「交友情況」(β=.20,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

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況越好；「報紙使用程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學生在香港的

「交友情況」(β=.02, p>.05)；「互聯網使用程度」也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

的「交友情況」(β=.06, p>.05)，假設三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四，如表二，第四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相當程度預測對

大陸大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β=.28,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

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越好；「報紙使用程

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β=.06, p>.05)；「互

聯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β=.19,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

情況越好，假設四也只得到部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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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媒體使用程度，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社會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

及參加文化娛樂活動情況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依變項                  

 
 
預測變項 

 
 
 

 
 
 

 
 

  

 人口變數     

性別 .14**  -.02 .10* .32*** 

年齡 .05 .01 -.07 .05 

教育程度 -.05 -.04 -.09 -.04 

來港時間 

媒體使用程度 

.22*** .12* .26*** -.02 

電視使用程度 .20*** .14** .20*** .28*** 

報紙使用程度 .01 .08 .02 .06 

互聯網使用程度 .02 .11* .06 .19*** 

Total Adjusted R2 . .12 .07 ..15 .26 

注：1.表內數字為標準化的迴歸係數（β）。   

2.變項編碼方式：性別（1 = 男，2 = 女）；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用程度、互聯網使

用程度（1 = 從未，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社會制度

的瞭解、交友情況以及參加文化娛樂活動情況（1 = 非常不符合，2 = 不符合，3 = 中立，4 

= 符合，5 = 非常符合）。 

3.*p < .05，**p < .01，***p < .001 

伍、討論 

本次研究著眼於瞭解赴港大陸大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的關係，我們將媒體

使用分為電視、報紙及互聯網，並將文化適應分為三個方面，分別為對香港的文化

瞭解程度以及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化適應程

度」至少與一種媒體形式相關以及被顯著預測，具體來說：關於「對香港生活習慣

對生活習慣瞭

解程度 

對社會制度瞭

解程度 

 

交友情況 

 

文化活動 

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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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程度」，資料結果表明，「電視使用程度」和「報紙使用程度」和大陸生

「對生活習慣瞭解程度」顯著相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生

活習慣瞭解程度」，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生活習慣的

瞭解程度越高。可供解釋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大陸傳統媒體仍以電視傳

播為主，大陸生來到香港後仍沿襲過去的媒體使用習慣；二是香港電視節目（如

TVB 連續劇頻道）有關「香港生活」方面的內容特別豐富，生活氣息很濃；三是

相對於報紙文字傳播，電視傳播直觀性強，能達到視聽合一的傳播效果。因此我們

可以通過提高大陸生對電視媒體的使用程度，有助於他們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 

關於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

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皆和大陸生「對香港社會制度瞭解程度」呈顯著相

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香港社會制度

的瞭解程度，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和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社會制度

的瞭解程度越高。由於互聯網在大陸发展雖然相對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特

別在年輕人群中上網率較高；再則有關「社會制度」方面的話題在互聯網上更

容易發表，各種觀點也便於表達出來。因此大陸生在香港除電視外，互聯網使用

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有助於其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 

關於香港大陸生的「交友情況」，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和「報紙使用程

度」與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呈顯著相關。其中，對於「交友情況」的瞭解，報紙

雖有其獨特的優勢，但由於新的傳媒方式的出現，報紙的發行量和讀者人數在不斷

下降。而基於大陸生在港留學生活的單調性，以及香港電視的強制性輸入（包括餐

廳交通運輸），「電視使用程度」成為顯著預測對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的面

項，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況越活躍。 

關於來香港的大陸大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經由資料分析

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皆和大陸生

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呈顯著相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

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即赴香

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

情況越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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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文提出的四個假設均得到了部份有效支持，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了前人關於

旅居群體的媒體使用對其適應旅居地的文化有著積極作用的論述。 

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不同類型的媒體在文化適應中起著不同的作用。研究發

現，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的四個具體維度呈現不同的相關性。 

首先，大陸生使用互聯網越多，對香港社會制度越為瞭解。網絡上關於香港社

會制度的資訊影響著大陸學生對香港的瞭解程度並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的文化。這也

是由於網絡媒體特性決定的，互聯網使用者接觸大量資訊成為可能，並從「一對

多」逐漸向「多對一」（如向一個中心地址發送電子郵件）和「多對多」（如新聞

組，郵遞名錄等）的傳播模式轉變。網絡還賦予大眾以巨大的力量，使其可以看到

以前難以獲得的資訊，而且還可以對自己接觸到的這些資訊加以控制(Severin & 

Tankard, 1997)。使用者可以任意選擇其需要和喜歡的資訊，並更傾向選擇那些和自

己的態度相一致的訊息，選擇性接觸的現像在網絡媒體環境下更為多見。此外，傳

播技術的發展，也使媒介之間的差別變得不像以前那樣明晰了(Severin & Tankard, 

1997)。許多報紙和廣播都有自己的網站，網絡電視表現了電視和電腦融合的趨

勢。因此，互聯網的作用，尤其在青年學生之間，有上升的趨勢。 

至於對香港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電視使用程度與這兩者有相關關

係，這又再一次支持了以往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對於網絡媒體，電視對使用者的資

訊輸入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公車捷運上的移動電視則更甚，放置受眾於封閉空間之

下使得他們對資訊的接收程度比一般情況高。和瞭解程度有關的媒體內容一般為知

識性內容，對受眾的相對強制性輸入可以加深他們對新環境的知識瞭解。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

況越好。電視對使用者的資訊強制性輸入使得大陸生不得不接觸自己並不熟悉的資

訊，而不是僅僅依賴自己從前熟悉的有關大陸內容的媒體；但同時，對香港資訊的

接觸使大陸生和香港朋友有更多可以分享的話題，也説明他們更好地適應香港社

會。 

電視和互聯網對大陸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方面皆有影響，一方

面，電視使大陸學生對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有着更多知識性瞭解；另一方面，大陸

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用互聯網搜索需要的文化娛樂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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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紙對大陸文化適應的作用是超出我們預期的，因為按照大家的經驗年

輕學生閱讀報紙的人數比例並不是很高。但是，報紙有其獨特的優點：如易於攜

帶、隨時隨地地接受資訊等，而且報紙為受眾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資訊，受眾對這些

資訊還具有一定的選擇權利。香港的報業十分發達，多種報紙為大陸生提供了選擇

多樣的機會；地鐵站等公共場所派發的免費報章也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綜上，我們發現在年輕學生群體當中，雖然新媒體（互聯網）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但電視作為傳統媒體的重要形式之一，它的廣泛、普及、視聽合一性，以及大

陸生對之已有的依賴感和用於消磨留學寂寞生活的需要均奠定了電視在文化適應上

的重要地位。只是在功用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稍有區別：大體上來說，傳統媒體

對受眾的知識瞭解、行為參與皆有一定作用，而新媒體對文化適應的貢獻主要集中

在行為參與方面。 

我們的研究對於文化適應的研究有一定的新意義。首先，以往關於文化適應的

研究往往從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旅居人群或新移民融入新

社會中遇到的種種問題，而本研究是從傳播學的角度入手，通過研究媒體使用的多

寡與文化適應程度的關係來探求旅居群體適應社會的途徑。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豐富了文化適應的理論研究。 

當涉及旅居人群或新移民文化適應的研究時，以往學者往往選擇以跨國人群為

研究目標，如 Hwang 與 He（1999）研究媒介使用與旅美的中國移民文化適應關

係，Yang(2004)對在美國的中國大學生進行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的調查，

Kim(1978)關於旅美韓國移民的調查。但我們鮮少發現有關旅居香港的人群文化適

應的研究。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由於其種族的複雜性、文化的多元性而被看

作是文化的熔爐，為文化適應這一課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來港的大陸學生人

數日益增長，已經成為香港社會一個特殊的群體，近年來數個大陸來港生自殺案件

引起大眾的思考與關注（康殷，2010；明報，2011；譚靜，2011），這促使我們探

尋其中的原因，試圖為大陸生更好地融入與適應香港社會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我們

的研究顯示，除了向周圍老師、朋友及家長尋求幫助之外，大陸生還可以通過自身

的努力，比如主動從媒體獲取有用資訊、借助媒體這一有效工具來減少「文化休

克」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時，我們的研究以香港這個特殊的東西交匯的城市為背

景，也豐富了文化適應理論的應用(DeFleur & Cho, 1957; Hwang & He, 1999; 

Keshishian, 2000; Kim, 1977,1978,1988; Richmond, 1969)。 

其次，過去學者在研究媒介類型對文化適應的影響時，大多發現電視媒體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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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人群或移民的影響較大，如 Kim(1978)在調查旅美韓國移民發現美國電視節目對

其融入美國社會的影響。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沒人否認「互聯網是一個大眾

媒介」的論斷。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改變著傳統媒介的傳播方式和大眾接受資訊的方

式，尤其對於我們的研究對像——多為 20 歲到 30 歲之間的年輕學生群體，網絡媒

介在他們的媒介生活中佔有重要份量。我們發現了互聯網對於學生群體融入異地文

化有較為重大的影響，更適應新傳播技術背景下的文化適應主題。 

此外，本研究是對學生群體進行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結合文獻研究和實地調

查背景，採用自編問卷的科學量化研究方式，從對香港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的接受

程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和文化娛樂活動的參與六個方面對大陸來港生的文化適

應進行系統的探討。國內外一些關於文化適應的量表都是針對跨國的不同種族人群

的文化適應情況而設計的，香港有其特殊性，因為大陸和香港雖然有很多文化差

異，但是由於文化同出一源，仍享有一些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我們根據香港的本

地情況，結合幾個量表做了調整修改，從而設計出一份較適合香港本地情況的問

卷。 

此次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針對的主體為在校大學生，並未涉及其他非學生群

體，後續研究可將研究對像的範圍加以擴展，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推論能力。此外，

社群網站的興起對學生適應能力的影響；不同媒介內容所帶來的不同效果；以及女

性及未成年人，作為在港絕大多數大陸人群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情況等問題都值

得深入研究(Chan, 2002; Chan, 2008; Fung, 2005)，亦具有重大實際意義。最後，文

化適應的方式與階段是文化適應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一環，但是由於我們無法控制來

港學生初來時文化適應的過程變化，此次研究並未觸及文化適應中的時間過程，因

此本次研究雖支持了大陸來港大學生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的相關性，但問卷的研

究方法無法證明兩者的因果關係，未來的研究可考慮用重訪法(panel design)探究媒

體使用在不同時間段（例如剛來與之後）對來港學生文化適應上的影響；當然如果

時間與經費允許，亦可考慮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此次研究的範圍

擴展至其他文化或國家的地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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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Chinese Mainl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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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lthough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belong to the China, Hong 
Kong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Mainland. This study, based on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discuss the acculturation problem between two region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use and acculturation, 
and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effects 
on the acculturation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44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Mainland students in HK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higher degrees of media use 
correspondingly can better acculturate from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actively understand local social system and living habits; become 
positive in participat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the television as one of 
traditional media still has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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