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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國家大學生的統一認識變化:以臺灣和韓國的事例爲比較 
 

                                               李光洙(韓國國民大學) 

 

Ⅰ. 序論 

1. 提出問題 

臺灣和韓國過去有過相似的歷史經驗，同時現在也處於相似的地緣政治環境中。 從20世

紀初期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經驗開始，經歷了美國軍政的介入、戒嚴統治下的權威主義政

權的統治，以及依靠大眾社會運動轉換為民主主義體制。 另外，韓國和臺灣在地緣政治上受

到強國間勢力競爭格局的影響，處於分裂國家的狀態也非常相似。 但是在應對分裂現實的過

程中，表現出了差別性。 首先，韓國與北韓即朝鮮在政治、軍事上處於對立和矛盾關係，經

濟和民間水平的交流也幾乎處於中斷狀態。 相反，臺灣雖然與中國大陸在政治、軍事上存在

對立和矛盾關係，但經貿和民間交流卻呈現出持續發展的態勢。 30多年來,兩岸從1987年開放

探親,到1991年通過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實現了民間交流的制度化程度,從2001年實現小

三通(通商、通航、通郵)到大三通的交流地域和領域不斷擴大,再到2008年簽署ECFA(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等,不斷積累交流經驗和成果。 以2021年爲基準,在大陸已經居住着16萬多名的台商,

同時在臺灣目前有30多萬名的陸配生活下來。  

通過70多年的分裂和對立、交流和斷絕，臺灣大學生和韓國大學生比起強調民族同質感

或追求國家統一，似乎更傾向於希望建立獨立、自主、實用的交流關係的方向。  

臺灣的年青一代更積極地認爲臺灣是和中國無關的國家。 隨着分裂歷史的長期化,在多方

面展現了去中國化現象,1990年代以後隨着民主化而產生的"本土意識"的高揚讓臺灣大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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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地提高了國家觀念。 通過民主選舉實現自由的政黨交替，使西歐國家的自由民主價值

和制度更加受歡迎。 因為十年前的太陽花學生運動、新冠疫情、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情況

等的曆史經驗，讓臺灣大學生強化了對中國的否定認識，增加了對兩岸統一的排斥感。  

對於北韓的金氏一家三代世襲格局和通過發射導彈和開發核武器強化軍事力量的政策，孤

立主義的對外政策，韓國的年輕一代加深了對北韓的否定認識。 另外，對朝鮮封閉的態度逐

漸感到失望的同時，民族認同也逐漸降低，統一需求越來越低，更願意南北韓維持各自獨立的

國家體系。  

本文旨在作爲分裂國家大學生，韓國和臺灣大學生的統一認識相互比較。 爲此，首先從

韓國和臺灣的歷史、政治、社會上的相似性和差別性進行了探索。 另外，通過關鍵詞對臺灣

和韓國大學生的社會經驗進行了比較分析。 接下來分析了韓國和臺灣大學生統一意識的變化。

   作爲具體的研究方法論，對文獻研究相關調查問卷進行了對比分析，補充了臺灣學者和大

學生的採訪內容。 

2. 世代分類與定義  

在主要研究世代間社會特徵的世代社會學中,通過cohort概念,通過特定的歷史經驗,關注經

過社會化過程的年齡群體的特徵。 知識社會學的代表性研究者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特別關注世代(Generation)概念作爲社會現象,並在理論上確立了概念。 曼海姆表示:"根據出生

時期的差異，將經歷的結構差異定義爲'經驗的分層化(stratification of experience)'。 另外,

對於世代形成過程,主張通過歷史學接近方式和社會學方式進行研究,強調了特別是17歲~25歲

之間的年輕一代的經驗非常重要。 （Mannheim, 1952）同一時期出生並共享經驗的世代單

位並不是所有人都面臨着相同的歷史和實際問題，因此"在同一實際世代內，用不同的方法消

化社會經驗的群體在同一實際世代的範疇內，各自構成多樣的所謂"世代單位"。 （世代問題，

書世界，2020）  

表1) 國家級分類術語 

出生時期 美國 韓國 台灣 中國 

1960年代 BabyBoomers (1946-65) BabyBoom 5年級 60後 

1970 年代 X (1965-80) X 6年級 70後 

1980 年代 Millenium (1981-96) Millenium 7年級 80後 

1990 年代 Millenium Millenium 8年級 90後 

2000 年代 Z (1997-2012) MZ 9年級 00後 

2010 年代 Alpha (2013-2024) MZ 10年級 00後 

來源 : What are the 7 Generations?，筆者整理 

韓國的代際劃分採用美國式的研究或用語使用法來進行。 2024年現在,大學生一代中包含

的年齡層大部分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出生的一代,因此被稱爲"MZ一代" 以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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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準,韓國的MZ一代人口包括1980~1994年出生的Millenium一代和1995~2005年出生的Z一代,

共有1600多萬人,佔總人口的32.5。 與這些年輕一代相比,可以說是父母一代的上位年齡層一代

由嬰兒潮一代和X世代組成。（吳基成，81）  

以臺灣爲例,正在進行反映中華民國紀年體習慣的世代分類。 即，爲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

而開始的建國，1950年代出生者被稱爲建國40年代出生的四年級學生，2000年代出生者被稱

爲建國90年代出生的九年級學生。 韓國的MZ一代和臺灣的MZ一代8年級學生和9年級學生既

有相似性,也有差別性。  

韓國和臺灣的大學生一代從出生開始就作爲熟悉數字化環境的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

世代,在自由掌握信息和利用多種表達方式的環境中成長。 同時,他們大多是X一代的子女,具有

享受政治民主主義、體驗不確定的未來和競爭的激烈性、追求穩定性和實用性的特點。 這種

認識作爲分裂國家,對統一的認識和對分裂對方的認識產生影響,呈現出世代間的相似性和差別

性。韓國40歲以上的人仍然對統一抱有希望和期待。 相反,MZ一代比起統一,更強烈地表現出

構築和平環境,優先追求實際利益的立場。 這種世代之間的認識差異在臺灣也出現了類似的情

況。 在臺灣,中老年一代更多地認識到與中國的文化共識,在臺灣未來的部分,選擇統一的比率

逐漸減少,但與年輕一代相比,相對較高。 即,在同一社會集團內部,可以看到對年齡差異的認識

上的差異性,雖然是地區背景不同的社會集團,但由於在同一時期出生並共享經驗,所以具有共享

相同認識的特徵,具有相似性。 從臺灣大學教授對臺灣大學生一代的評價來看,與韓國大學生一

代所表現出的樣子大同小異。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7年級學生多少吃過一些苦，老一輩說話時也會聽。 20世紀90年代

出生的8年級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大學生主要使用的網絡社區中表達意見。 相反，2000年

代出生的9年級學生則直接進入普通人使用的網絡社區，留下文字，自由地表達感情。"  (郝

明義, 2023, 199) 這句話的意思是,隨着世代之間的社會經驗不同,認識程度和行動水平也有差

異。 

在韓國,也會研究和整理千禧一代和Z一代的共同特性。 吳基成(2023)解釋說:"MZ一代是

在尊重多種價值觀的同時，重視自身價值得到認可的一代，比起社會問題，是追求個人生存和

發展的一代。" 另外還指出,比起國家和民族相關價值,更具有對人類普遍價值反應的感性,具有

參與意識。 而且通過更親和線下實際環境的千禧一代和更熟悉數碼環境的Z一代的比喻,講述

了兩代的差異,作爲千禧一代的事例,介紹了韓國九宜地鐵站月台幕門故障事故的追悼事例和大

學網絡社區"竹林"或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出現的"新冠肺炎地圖"、"#Prayforturkey"的比較事例。

（吳基成，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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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韓國和臺灣大學生的社會經驗認識 

韓國和臺灣大學生的社會經驗是通過臺灣和韓國的歷史經驗、價值問題、地緣環境和外交

環境等因素來建立而變化的。 這四個因素將促使我們對韓國和臺灣的分裂問題有更深層次的

理解和合理的思考。 本章分析了臺灣和韓國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1. 臺灣和韓國的相似性和差別性  

1) 臺灣和韓國的相似性 

可以從歷史經驗、價值、地緣政治、外交等4個方面分析韓國和臺灣的相似性。 無論從

表面上看，還是從實際上看，這都成爲讓韓國和臺灣對分裂環境有相似認識的因素，在應對方

法上也成爲出現類似反應的因素。 第一，在歷史經驗方面，韓國和臺灣經歷了殖民地經驗和

分裂、民族間內戰、美軍政、戒嚴、民主主義鬥爭及恢復等一系列歷史經驗。 韓國從1910年

開始經歷了36年的殖民地經驗，臺灣從1895年以後經歷了50年的被日本統治歷史。國外勢力

侵略和吞併的經驗成爲通過獨立運動喚起內部民族主義團結氣韻的因素，此後分裂和內戰成爲

東北亞唯一的分裂國家的共同點，並要求冷戰時期成爲反共集團的一員，後冷戰時期仍以美國

爲中心，成爲對中國施壓的一員。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兩國也獲得了

政治民主主義，形成了通過市民直接選舉實現政權和平輪替的先進政治體制。 在採訪臺灣學

者和大學生時，對於臺灣歷屆總統的貢獻度的提問，做出了對蔣經國總統最高的評價，這一點

充分體現了當時的經驗。 訪談者普遍認爲,蔣經國對臺灣的基礎設施進行整頓的"十大建設"、

解除戒嚴、進行與中國大陸"小三通"是當今臺灣發展的重要基礎。在韓國,對朴正熙、金大中兩

位總統的保守勢力和進步勢力各自分別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一點是與台灣人的不一樣。 

第二個相似之處就是通過為爭取民主主義的鬥爭，形成了共同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理念。

 臺灣通過進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保障自由的媒體環境，保障多個政黨活動,表明臺灣的價值

在於西方式自由民主,其意圖是爲了強調與提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的差別性。 像這樣通

過價值方面的差別性來強調與分裂對象國的體制優勢的嘗試，韓國也類似。 與朝鮮勞動黨一

黨支配體制相比較的多政黨體制和通過選舉自由交替的政權體制來強調體制優勢，這也對人們

的統一和朝鮮認識產生了影響。 臺灣和韓國因價值方面的相似性而表現出親密感。  

第三，相似性在地緣政治方面。 臺灣和韓國是東亞唯一的分裂國家。 經歷內戰後分裂成

立,此後理念和體制的對立和矛盾一直維持到現在,仍然發生政治、軍事對峙和緊張狀況。 目前，

韓國正面臨北韓進行導彈發射試驗和擁有核武器的威脅，臺灣也面臨着中國"一國兩制"統一方

案的壓力和海軍、空軍的日常武力示威的壓力。 這讓我們認識到，兩國都是處於戰爭與和平

十字路口的國際紛爭發生可能性較高的危機地區。 因此，雙方在外交方面也採取了類似的立

場和態度。 即，臺灣和韓國在外交政策上都會提高與美國之間的外交親密感，並表明追求政

治、軍事同盟關係的立場。 這在韓國是允許駐韓美軍駐紮、實施韓美聯合軍事演習等美國東

亞政策的一員同行的因素，臺灣是推進所謂"親美友日"即與美國保持親密、與日本的友好關係、

"安美經中"即安保期待與美國合作、經濟期待中國合作的實用主義對外政策的重要原因。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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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根據中國想要阻止臺灣獨立、營造統一環境的政策，臺灣會像玩乒乓球遊戲一樣出現不穩

定性，但在兩岸關係上，臺灣的立場基本上是慎重對待政治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持續維持經濟

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這就是所謂的"政冷經熱"。 

2) 臺灣和韓國的差別性 

韓國和臺灣在歷史經驗、價值、地緣政治、外交等4個方面也有差別。 這種差異在於,臺

灣的分裂問題爆發性較小,但根深蒂固,解決方案的制定也很有可能經過長期複雜的過程,相反,韓

國的分裂問題爆發性相對較大,但分裂問題的解決相對容易。 當然,前提是這種樂觀的分析不能

通用,國際局勢還沒有達到可以預測的樂觀狀態。 分析差異性的理由是，可以理解臺灣和韓國

各自對統一問題的處理和對對方國家的應對方式的特點，並創造出更好的方案。  

臺灣和韓國的第一個差別就是歷史經驗。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在現在的臺灣南部

臺南市的安平地區建立根據地,臺灣的歷史由此開始,之後在臺灣實現了獨立的發展。這種認識

對明末鄭成功王朝的興亡、清朝的附庸和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等一系列過去歷史有"外來人的佔領和統治"，大陸中國也是衆多外來人之一，同時臺灣的歷史

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是臺灣獨立的歷史。 因此,根據強調臺灣獨立性的立場,代表性地使

用了具有"美麗島嶼"意義的"Formosa"一詞。 相反，韓國在1948年南韓和北韓各自建立單獨

政府之前，從朝鮮1392-大韓帝國1910-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19-解放1945年，一直生活在一

個民族、一個國家之中。 因此,與臺灣相比,民族一體感相對較強,歷史共識也更廣泛。 這種差

異是臺灣將自己視爲臺灣人的固有民族認同感增加、對中國統一壓迫的反感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從價值方面來看,差別性更加明顯。 1949年以後,臺灣的分裂狀況持續了75年多,臺灣

的"去中國化"傾向和臺灣的"本土化(Taiwanization)"意識正在加強。 這是1990年以後臺灣學校

教育過程中開始的"臺灣主體意識"強化教育和歷史教科書等教材的臺灣化即脫離中國的主要原

因。 過去的臺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但通過教育課程改編,中國史被分類爲世界史,臺灣史被

認定爲獨立的歷史領域,自然而然地認爲臺灣史是國史的年輕世代持續增加。 現在的年輕一代

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後出生的一代,是經歷過臺灣本土化教育和政治運動的一代,他們被稱

爲本土化意識教育一代,對獨立認識出生後形成的"天然獨"世代。相反，韓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與臺灣不同，南北韓之間的歷史共享和認識共識也比較鮮明。但是，韓朝的分裂已經過去了7

0多年，隨着關係中斷的長期化，相互間的異質認識也在增加。  

第三種差異可以在地緣政治方面找到。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邊界是臺灣海峽,大陸福建省和

臺灣島之間的距離也達到100公里左右。 可以說，韓國已經確保了可以緩和緊張和對峙局面

的相當程度的緩衝地帶。 相反，韓國是與北韓接壤的邊境地區，維持4公里間隔的南北韓軍

事分界線達到155公里，相隔着長長的非武裝地帶。 因此，作爲緩衝地帶的作用也只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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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 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很高，擴大的可能性也很高。 可以說,與臺灣海峽的衝突相比,非武

裝地帶的衝突危險因素相對較高,危機管理的重要性也倍增。  

第四，臺灣和韓國的差異性可以從外交層面找到。 臺灣目前根據中美建交後美國國會批

准的《臺灣關係法》，把美國的軍事支援和保護作爲本國安全的重要橋頭堡。 臺灣也曾有美

軍駐紮過，但美軍撤離後，目前除了負責美國駐臺協會警備的小規模軍人以外，沒有其他美軍，

而是接受部署在關島和沖繩的美國海軍第7艦隊的遠程支援。 這與駐紮在韓國的駐韓美軍的

存在截然不同。 即,接受採訪的臺灣人表示:"美軍的存在可以成爲防止武力衝突的重要抑制手

段","美軍沒有駐紮的臺灣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因此感到了更大的心理危機感。" 另外，前

面也提到過，在對日本的認識上，臺灣與韓國不同，具有友好、積極的認識。 當然，這裏除

了在歷史評價和價值方面維持共識之外，還以在應對中國方面利用日本存在和作用的戰略性理

解爲基礎存在。 

Ⅲ. 韓國與臺灣大學生的統一認識比較 

韓國和臺灣在近現代時期經歷了相似的歷史途徑,在適應類似的地緣政治環境的過程中,在

社會經驗上也表現出了相似性和差別性。 這些部分作爲分裂國家的大學生，在對統一的理解

和分裂對方的認識上也表現出了相似性。 這裏使用的統計資料是韓國首爾大學社會發展研究

所2022年11月發表的《對青年20~30世代的統一認識》問卷調查和高康燮在2017年實施的

《青年一代的統一認識調查》,臺灣的統計資料是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統計資料和201

9年6月在公共電視實施的高中職 生國族認同調查作爲分析資料。  

1. 統一認識比較 

據統計,韓國和臺灣的大學生都對與分裂對象國統一的必要性持否定態度或拒絕態度,統一

關心度也呈減少趨勢。  

首先,根據韓國青年一代的統一認識調查,62.6%的人對統一不感興趣,56.4%的受訪者對統

一的必要性表示感覺不到。 相反，對統一感興趣的應答者佔37.4%，表示一定要實現統一的

應答者僅佔8.6%。（首爾大學，2022年）出現這種結果的背景是"南北韓政權的利害關係33.4

%、北韓的軍事挑釁及戰爭威脅18.1%、統一費用的負擔14.6%、強國的利害關係10.1%"，回

答是"北韓的責任"的比率佔一半以上。（高強燮，2017）另一方面，臺灣希望與中國統一的比

率也在減少。 2002年,贊成統一的比率爲56%,反對統一的比率爲31%,贊成多於反對,但20年後

的2020年調查中,贊成統一的比率爲26%,反對的比率爲64%,出現了相反的結果。(政治大學,202

0)這樣的結果可能是臺灣和中國的體制和制度差異、臺灣人本土意識的強化、以臺灣爲中心的

歷史教育強化等因素導致臺灣人認同感加強的結果。 由此可見，韓國和臺灣大學生對分裂體

制的長期化、對方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反感、軍事挑釁或威脅等都是對統一的否定認識較高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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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識也呈現出減少趨勢。 首先，在韓國，認爲朝鮮是"敵人"或"他人"的佔49.9%。 

特別是政府層面的認識更加消極，69.8%的人對金正恩政權和執政勢力感到反感，近70%的人

回答，這與30.8%的人認爲民間層面認爲朝鮮人親近，但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東南亞人的34.

6%更低，說明民族共識正在逐漸淡化。（首爾大學，2022年）比起認爲朝鮮是合作和支援對

象的視角，認爲朝鮮是警戒和敵對對象的視角更明顯。 對於"您認爲朝鮮對韓國是什麼樣的對

象"的提問，38.9%的人回答合作對象，30.9%的人回答警戒對象，15.7%的人回答敵對對象，

11.7%的人回答積極，46.6%的人回答否定。韓國大學生的認識出現了更具特徵性的現象,那就

是對統一、朝鮮的否定認識逐漸呈現出燃燒的傾向。 也就是說，認爲北韓是合作對象的回答

者只有33%，而認爲北韓是合作對象的回答者佔45%，而統計結果顯示，認爲北韓是警戒和敵

對對象的回答者多於20多歲。（高康燮，2017）可以看出，年齡越小，對北韓的否定認識就

越多。 對朝鮮的否定認識表明，民族共識意識也在逐漸減少。對於"您認爲朝鮮居民是韓民族

嗎"的提問，41.9%的人認爲朝鮮居民是韓民族，19.6%的人認爲不是韓民族，雖然認爲同一民

族的比例很高，但未達到一半。 對於"對朝鮮居民感到憐憫嗎？" 49.3%.感覺不到。 只有17.

4%的應答者表示肯定，由此可見一斑。 

臺灣的情況是,民族共識進一步減弱,對分裂對方的脫離程度呈增加趨勢。首先，把自己視

爲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種獨立的民族認同感正在上升。調查民族認同感的第一年,即1992

年,回答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僅爲18%,但2002年增加到41%,2023年增加到62%,一半以上人口

認爲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因此民族認同感呈上升趨勢。 相反,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受

訪者從1992年的26%減少到2023年的3%,只有很少的比例認爲自己是中國人。 另外,自己既是

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感也從1992年的46%減少到2023年的30%,(政治大學,2023)也是

證明自己是臺灣人的民族認同程度提高趨勢的統計數據。  

臺灣人認同感的增加趨勢是體現對臺灣國家觀的確立和上升傾向的因素。 "我們的國家"

指的是哪裏？對於這個問題,依次爲臺灣91.3%、大陸和臺灣3.4%、中華民國2.7%、臺灣1.4%、

大陸0.3%,96%左右的人認爲臺灣比大陸更適合自己國家。 調查結果顯示,在具體適合"我們"名

稱的提問中,臺灣佔56.6%,中華民國佔28.3%,中華民國在臺佔12.1%,中國大陸佔1.1%,ROC佔0.7

%,臺灣共和國佔0.5%,選擇中國的比率僅爲1%左右。 臺灣大學生的認識表明，臺灣是一個國

家，在國家觀念方面，大陸並沒有被列入選項。 

3. 實用主義性認識 

在統一和朝鮮的消極、否定認識背後，韓國大學生一代的實用主義認識起到了作用。 

對於韓國大學生"統一後是否有意居住在北韓地區"的提問,接近60%的應答者中有57.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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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答沒有居住意向,相反只有13%的人回答有居住意向。 特別是女性,69.6%的人回答"沒有",

70%的人回答"否定的" 可以說,對實際問題,表現出了更明確地表明自己意向的實用傾向。  

對於"統一後是否有與朝鮮居民結婚的意向"的提問，43.3%的人回答"沒有意向"，是回答"有意

向"的21%的兩倍以上。  

與韓國相比,臺灣交流歷史悠久,交流領域多樣,積累了很多成果,與韓國相比,臺灣表現出更

加實用的接近傾向。 您如何看待臺灣年輕人到大陸就業或留學的行爲對臺灣發展的影響？ 對

於這個問題,78%左右的回答者表示一半持肯定態度,一半持否定態度,即很難說好壞。 另外,認

爲就業和留學行爲非常積極的"好"比率爲6.6%,可以看出接近85%的受訪者認爲與中國的關係

非常實用。 如果對該問題持否定態度,即回答不好的比率只有15%。 另外,對於"是否有去中國

留學的想法"的提問,回答"有"的比率爲12.9%,回答"沒有"的比率爲86.9%,雖然還在謹慎地接近,

但在所有留學對象國家中,認爲韓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國家。  

這樣的回答也是臺灣大學生實用主義接近的態度之一。由此可見,一半以上的人感覺到了

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導致的緊張和焦慮。 由此可見,臺灣大學生對臺灣目前取得的經濟繁榮和

民主主義體制感到滿意,並希望繼續保持下去。臺灣大學生的這種認識是"對臺灣未來模式的問

題，在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的選擇上，最多的回答者選擇了維持現狀作爲現實性對策，這一

點可以理解。 

Ⅳ. 結論 

韓國和臺灣之間除了分裂國家的共同點外,在歷史途徑、地緣政治環境、社會經驗等多方

面存在相似性和一定差異。 兩岸距離隔海相望，南北相通陸地。 臺灣的對手有中國這一穩定

的統治體制和擁有強大國家規模的對方，而韓國的對手則有經濟弱勢和只依靠軍事力量的不安

的金正恩。 臺灣根據本土化趨勢形成了獨立的國家意識,韓國則因對方的懸崖外交而產生的厭

惡和緊張局面而疲憊不堪的疲勞症狀正在加深。  

韓國和臺灣的大學生一代存在以下幾點相似之處。 第一,出生於20世紀80~90年代以後,在

爭取民主和經濟增長的同時,經歷了豐富的物質文明和迅速的信息革命。 因此,他們作爲Digital

 Native,擅長數字文化(SNS、FB、IG、YouTube應用)。 第二，經歷了70多年的分裂和對立、

交流和斷絕。 因此，這一代人對於戰爭的恐懼和追求和平的心理非常強烈。 第三,由於分裂

和對決的長期化,對分裂對方的負面情緒增加。 第四，理念上對社會主義的反感很強。 第五，

作爲解決分裂問題的方法，比起統一，更傾向於獨立自主和實用關係。  

另外，韓國和臺灣的大學生有以下差別。 臺灣大學生民族認同感高揚意識很強,國家觀念

也很鮮明,因此拒絕與中國統一的心理也很強烈。 相反，韓國大學生強調民族認同感的氛圍並

不鮮明。 對於與朝鮮的統一，也表現出了沒有必要進行統一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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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的韓國社會，我們的所有世代都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經歷了6.25戰爭。

 而且爲了爭取民主主義而流血鬥爭。 德國有一天突然倒塌了柏林牆，對我們來說統一似乎很

遙遠。 韓國分裂的歷史不知不覺已經超過了70年。  

現在正是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均衡外交"的激浪時期。 對此，我們將研究韓國青年一代

如何看待北韓，並研究其意識動向，在一定程度上預測韓半島的未來和東亞及國際秩序的方向。

   臺灣大學客座教授黃俊杰指出，臺灣歷史和臺灣文化最突出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個體覺醒"。

(黃俊杰,2021年)更何況1987年解除戒嚴令後,個人的"自由意志"更容易表現出來。 

本文旨在通過研究經歷民主主義、表現出自由意志的現代臺灣社會的青年一代如何看待中

國,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東亞及國際秩序的方向。 本文比較了臺灣和韓國大學生一代分享分

裂和對立、交流和斷絕的社會經驗的認識。 兩個地區的大學生因分裂長期化，與對方國家即

朝鮮、中國的一體感變得淡薄，對軍事壓迫的反感也在增加。 比起追求民族連帶感和作爲一

個國家的統一，更喜歡獨立自主、實用的交流關係。 韓國大學生對朝鮮的非民主權力世襲、

封閉的對外關係和核武器開發等軍事力強化的一邊倒的否定認識強化了。 臺灣大學生對以共

產黨領導爲代表的權威主義體制的厭惡感和對強壓性統一方案的反感正在進一步加深。 韓國

和臺灣大學生對分裂對方的否定評價增加,作爲克服分裂體制的方案,比起統一,他們更喜歡各自

維持獨立形態,通過和平和交流共享利益的實用主義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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