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儘管民主政治是一種不夠完美的制度，但仍係人類社會迄今為止最能尊重與

保障個人平等自由生活方式的一種政治制度，故而在廿世紀下半葉廣獲世界各國

青睞。透過政治文化的觀點，我們瞭解到民主政治的建立與發展，一般人民是否

具有民主的精神與素養，往往要比政治制度或典則是否完善，更具有決定性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將「民主」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希望從人們對民主內涵之覺

察與認識，從蘊含於其日常行為價值觀中的表現，探討民主價值成為個人生活方

式的可能影響。 

東亞大陸上的華人社會，不論是中國大陸或台灣都肯定民主的價值，也都朝

民主的方向邁進，然而二者選擇之路徑不同，歷經之階段亦不相同。台灣已成功

地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大陸則在改革開放的驅動下，著手施行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民主轉型能否成為兩岸未來和平對話的契機？值得我們

關注。 

兩岸青年雖然生活於不同的教育環境，但是資訊時代為他（她）們的成長提

供了日益趨同的國際舞台。在現代化民主潮流的衝激下，他（她）們習得怎樣的

民主內涵，對兩岸關係未來的發展，勢必會有重要的影響。因而本研究關切兩岸

大學生政治學習的內容如何，其民主意識的內涵有何異同，兩岸大學生會有怎樣

的政治參與意向，以及社會化媒介對其民主意識和政治參與意向所可能的影響。 

經由內容分析法比較兩岸大學生高中時期政治學習的內容，發現兩岸的教

育重心都在強化政治知識和政治策略，但本質意涵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各自對「政

治社群」的認同對象不同、「政治知識」的來源不同、「政治策略」的性質不同，

猶有甚者，彼此教科書對「民主價值」的認知與詮釋差異甚大。大陸方面的政治

教科書對意識形態的強調與堅持比台灣遠甚。 

 



本研究同時以態度量表進行經驗調查，以立意取樣的方式，在兩岸選取政治

大學、成功大學、東吳大學和北京大學、人民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六所學

校共 1100 餘位學生作為對比分析。經過冗長的統計分析與論證，本研究所提出

的各項假設獲得了部分的驗證。 

根據本研究發現，兩岸大學生影響其民主意識與政治參與意向的原因容或有

所不同，但從調查結果可知，雖然兩岸在政治、經濟體制上分離了五十餘年，但

本研究所調查的兩岸大學生在許多方面都呈現了相同之處，並且對於民主仍充滿

了肯定，甚至大陸大學生對於民主的渴望猶勝生活在自由風氣中的台灣大學生。

筆者認為，這樣的共識讓兩岸有了對話的平台，在未來的兩岸關係中，這群政治

與社會的菁英勢必能由此發展出新的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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