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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文化交流現況之觀察」 

摘要 

一、 中國大陸推動兩岸文化交流上態度多採主動且交流面向多元，具

政治意涵：2014 年 2 月，習近平首度解釋「兩岸一家親」的重要

理念，從親情血脈、歷史文化、民族復興等親切樸實的角度來爭

取臺灣同胞的認同。大陸推動兩岸文化交流，交流面向多元，對

臺工作重點聚焦在「三中一青」上，要擴大臺灣中小企業、中南

部士農工商、兩岸青少年和基層交流，深化兩岸各領域交流合作。 

二、 加強兩岸文化交流，有助穩定兩岸關係：兩岸關係上，由於我方

與中國大陸擁有共同的歷史傳統與習俗，承襲中華文化價值，近

年兩岸文化交流快速發展，對拉近兩岸人民的感情、增進彼此的

認知，對兩岸關係的和解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兩岸文化交流或

有助折衝兩岸政治分歧，為穩定兩岸關係建構出可信賴的平臺。 

三、 政策建議 

（一） 兩岸可在文化產業傳承與創新領域加強交流：兩岸文化交流可以

從具體行業、事業和企業入手，從兩岸都有需要、都有利或至少

都無害的部分先做起。臺灣文化產業起步較早，在創意、研發、

行銷、品牌經營、資本運作等方面具有優勢，兩岸在文創產業、

教育交流、影視傳媒等方面具有極大的互補性。 

（二） 在文化交流領域，臺灣應展現更多的自信與企圖：臺灣擁有較大

陸更佳的文化內涵與軟實力，包括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在內，應持

續與中國大陸擴大文化及民間的交流，以影響中國大陸的文化及

社會發展，朝向有利於臺灣的方向演變。 

（三） 大陸加強網路管制，恐不利兩岸文化交流：網路是最廉價的兩岸

文化交流平台，但因為中國大陸的網路管制，導致兩岸資訊文化

交流不對等，臺商想看臺灣新聞需要翻牆軟體，而從臺灣收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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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陸新聞影片垂手可得，臺灣文化傳播在網路就無法體現出兩

岸對等交流，更遑論臺灣軟實力呈現給對岸的普羅百姓。中國大

陸設立網路管制之障礙，恐不利兩岸文化、資訊對等交流。 

（四） 大陸推動兩岸文化交流，對臺影響包含文化創意產業及政治認同

等兩個面向：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兩岸文化創意產業互補性

強，有發展空間；在政治認同方面，中國大陸透過舉辦中華文化

傳承與創新活動，期加強臺灣青年對中華文化認同與支持，惟其

實際成效尚待檢驗，兩岸文化交流將有助賦予更多的文化創新與

產業經濟的實質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