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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登陸台灣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的跨界生活，形塑了兩地的生活空間及

社會網絡，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個人層次的接觸、互動與熟識，是否有助於

個人在社會互動情境中親身認識及了解他人，減少以類屬性的刻板印象去看待外

團體成員，因此可以降低族群偏見、促進移民的當地化？經過 2007 年及 2008

年兩次的田野調查，在東莞及上海地區深度訪談三十位當地台灣人之後，本研究

初步發現，在接觸的第一階段，當台灣人接觸愈來愈多的大陸人之後，將消除原

先的偏見，形成心理「基模」，一方面，部分受訪者表示其原先持有的偏見獲得

證實，亦即台灣人對大陸人的偏見消除了，但因而產生負面態度，反之，有些受

訪者破除其對大陸人的偏見，進而對大陸人抱持正面態度；到了接觸的第二階

段，一旦個人的心理基模形成，其乃決定繼續接觸或阻絕接觸大陸人的關鍵；最

後，來到接觸的第三階段，繼續接觸大陸人的台灣人，逐漸同情理解當地文化，

反之，阻絕接觸大陸人的台灣人，始終無法融入當地人的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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