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序

我們常說，人生沒有多少個十年，到底未來十年會如何發

展？將有何種令人意外的重大變化？我們沒有水晶球，很難預

測，但鑑古知今，根據客觀事實，科學地把脈現狀，畢竟能總

結經驗教訓、激發思維、開闊視野，有助了解社會前進的軌迹。

進入新千禧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可謂有目共睹，不

但帶動了自身經濟、社會、教育、科研、民生等等多方面的變

動，亦牽動了周邊地區及全球的發展進程和反應，產生一種學

術界所指的「中國效應」。對於這種現象，台灣及香港兩地的

學者可謂感受至深，亦早有探索，並曾在不同平台上發表觀點

與評論，其中亦有不少頗具份量的論文出版，為理解相關問題

提供了寶貴參考和看法。

為了更精確地了解這一問題，尤其是從台灣及香港民眾

到底如何評價中國的發展、看待經濟與社會的變化、感受民生

的起落，乃至於對人民接觸交流的影響等層面出發，台灣的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亞太研究所早於

2012年已攜手合作，組成研究團隊，採用每兩年一次、在同時

段內於兩地進行全社會隨機抽樣民意調查的方法，收集民情民

意，藉以了解兩地民眾對中國發展的看法與觀感，為社會發展

把脈，梳理呈現的差異與問題之根源或癥結所在。

首次調查於 2013年進行，並在完成調查、有了民調數據後

召開研討會，報告研究成果、交流研究發現，相關論文經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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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和修改後，再集結成書出版，為學術界及社會提供以實徵

數據為本的民意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台港兩地的民意調查基本上仍按

過去的做法如期在2020年初進行，亦順利完成。惟召開研討會、
發表研究報告並交流研究發現的做法，則因防疫抗疫因素，兩

地人民難以如過去般自由往返而被逼取消。為此，我們在商討

後決定採取折衷方法，即取消合辦研討會的做法，改為邀請雙

方學者，以最新調查數據為基礎，或是結合過去數據，作綜合

分析，書寫研究分析與報告。

相關論文，在經內部初步審稿後，按學術界一般做法，交

外部專家學者深入評審，部份論文隨後曾按評審意見作修改與

補充，豐富了文章的理論及佐證，讓研究成果可以更全面透徹

地展示出來。本書分為本土意識的流變、社會抗爭的互動與區

域融合的向背三個部份，共有 11篇章，從不同層面剖析「中國
效應」對台港兩地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最新發展狀況的審視

與更新。

儘管台港兩地一衣帶水，但對一些名稱、詞語或翻譯等，

畢竟還是有很多不同。為了全書統一起見，只能按出版地香港

的用法。例如採用特朗普（Donald Trump）而非川普，採用博
奕理論（game theory）而非賽局理論；又例如本書不少論文提
及 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名稱說法甚為不同：「反送
中抗爭」、「時代革命」、「香港抗爭」、「黑暴事件」、「香

港暴亂」、「顏色革命」、「暴力示威」等等，本書統一為「反

修例運動」。

無論是民意調查、論文評審，甚至是本書出版，若沒得到

各方友好、機構，甚至台港兩地民眾的支持和幫助，實在沒法

完成。在此，必須向匿名評審人費神審稿及台港兩地民眾接受

訪問表示衷心謝忱，若沒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此項研究和出版

計劃實難以完成。對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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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行政支持和經費資助，尤其是這兩個機構
對此系列研究的持續支持，謹此特別鳴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的
劉慧敏、梁月蓮、陳韻晴、鄭美茵等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
等工作，也在此謹致衷心謝忱。

蕭新煌、陳志柔、鄭宏泰
2021年 12月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