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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銳實力與臺灣社會的回應

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正面臨第三波威權化（autocratization）
的威脅（Lührmann and Lindberg 2019），國際關係學界與政策
界也發展出「威權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來分析此現
象。與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硬實力」（hard power，如軍事
與經濟）及「軟實力」（soft power，如社會與文化影響力）（Nye 
2004 [1990]）相比，銳實力結合了兩者的特性，意指透過資訊
戰、媒體滲透、教育與文化策略，來影響民主社會的政治局勢與
國際關係。例如，俄羅斯與中共便經常運用龐大的海外情報組
織、投資媒體與社交網站、收買協力者散布假新聞、操控選舉等
方式，來誤導或分化民主國家的公眾意見，以達成其國際政治目
的（Walker and Ludwig 2017）。然而，現有研究對於中共推廣威
權銳實力的動機與過程之社會學分析，仍不夠詳盡。

中 國 對 臺 灣 社 會 的 影 響 並 不 是 單 向 的 滲 透， 吳 介 民 等
（2017）指出，中共的銳實力可能激發臺灣社會的反向抵抗運
動，或造成內部社會分歧，導致非預期的政治後果。從 2005 年
胡連會以來，中共透過國共平臺對臺施行經濟「讓利」政策，在
馬英九總統上臺之後，中共更透過 ECFA 與旺旺中時集團等親
中財團對臺灣媒體的併購，試圖影響臺灣政治局勢。然而，這種

「以商圍政」收編少數財團的策略，卻在 2014 年太陽花運動中遭
遇臺灣青年的強烈反彈，顯示讓利政策未必能夠達成中共預期的
政治效果，反而導致國民黨在接下來選舉的挫敗。在此背景下，
中共調整對臺策略，在 2017 年提出「（青年）一代（基層）一
線」的工作方針，試圖透過影響青年世代和基層社群，來達成統
戰目的。

此次專題原有多篇論文送審，其中優秀的兩篇論文先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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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包括沈秀華、鄭志鵬的〈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
建設分析〉，以及張貴閔的〈製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中國神
像來臺繞境的政治社會考察〉。正好是對中共對臺「（青年）一代

（基層）一線」的威權銳實力政策發展與社會後果，以田野調查
等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公共社會學分析，不僅呈現中國因素的影響
力，也觀察到臺灣公民社會對應的反作用力。做為專題的主編，
筆者將為這兩篇論文的時代背景與學術定位提供適切的資訊。

青年一代：人才流動與身分認同的爭奪

中國對外貿易當中最巨額的貿易逆差，來自對境外半導體的
進口依賴，其中最大的進口來源就是臺灣；而中國的高科技人才
則處在長期外流的狀態，最大的移入國是美國。2015 年，中國
政府提出了「中國製造 2025」的計畫，希望在十年之內改用國
內廠商所生產的半導體。另一方面，面臨 2014 年臺灣青年為主
的太陽花運動，如何對這一代臺灣人才進行收編或改變其身分認
同，就成為中共對臺政策的重要議題之一，這是青年一代政策提
出的背景（林宗弘等 2019）。

過去研究對於臺灣人才流動至中國的關注，多聚焦於臺商與
臺幹（曾嬿芬、吳介民 2010），較少探討臺灣青年群體的經驗與
影響。在沈秀華與鄭志鵬〈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建設
分析〉一文中，透過訪談臺青與臺灣行動者，分析中共對臺青工
作如何透過紅利政策、遷移基礎建設與論述策略，來塑造臺青的
中國認同。透過提供就學、就業、創業機會，中共試圖吸引臺青
進入中國發展，使其在一中框架內展演與服從，達成內部分化與
聯盟統戰的效果。

儘管科技發展應讓跨國遷移更加便利，但對於缺乏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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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的群體而言，遷移成本反而增加（Xiang and Lindquist 
2014）。沈秀華與鄭志鵬發展了「遷移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一個有助於分析臺青流動的學術概念。在青
年一代政策脈絡下，中共透過提供獎學金、創業資助、實習機會
等方式，系統性地建立臺青遷移中國的基礎建設來減少移動成
本。然而，這些措施並非單純的經濟動機，而是鑲嵌於中共的統
戰策略與國族主義目標之中。

沈秀華與鄭志鵬透過系統性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訪問，分析中
共吸引臺青的各類活動。發現，除了傳統的學術交流、實習與就
業機會外，中共近年來透過競賽、藝文活動、電競等新形式，擴
大招攬對象，甚至將臺灣高中生納入統戰範疇。這些活動不僅提
供經濟誘因，更透過標準化的分類與制度建置，使臺青群體成為
統戰工作的關鍵對象。然而，研究也發現，中共的對臺青政策正
面臨內捲化問題，顯示其統戰效益正在遞減。最近，臺灣網紅温
子渝（八炯）和陳柏源（閩南狼）自製一系列紀錄片，揭露中共
滲透臺灣網紅、與仲介機構對臺青發放身分證與貸款的手法，顯
示了這篇研究的即時性與重要性。

基層一線：宗教與民間組織的統戰滲透

相較於對青年一代的統戰與宣傳攻勢，中共對臺灣基層社會
的銳實力操作，則更強調利用宗教與民間組織的影響力來進行社
會滲透與政治動員。在太陽花運動之前，中共對臺工作的主要策
略是籠絡特定政商菁英；然而在此之後，中共試圖透過宗教交流
與廟宇網絡，擴大對臺灣政治的組織影響力。

根據古明君（2019）等相關研究，自 1988 年以來，兩岸宗
教交流歷經「地方主導、多頭管理」（1988-2004）與「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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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2005-2019）、以及疫情時期等三個階段。在 2004 年
以前，地方政府具有較強的自主性。2005 年後，中國國務院國
家宗教事務局（國宗局）成立「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開始
系統性地介入對臺宗教事務。透過各類廟宇進香活動、文化節慶
與國際宗教論壇，中共試圖將臺灣宗教社群納入其政治框架之
內。

疫情期間，由於兩岸人員交流大致中斷，宗教交流也轉向線
上模式，並出現協力媒體介入宗教活動的現象。透過直播技術與
社交媒體，兩岸宗教交流從實體轉為虛擬，使得中國對臺影響力
朝向輿論操作與宣傳滲透發展。疫情後，宗教交流迅速復甦，並
與臺灣選舉時程高度重疊，顯示其統戰的政治目標變得更加明
確。例如，2023 年以來，中共積極推動宗教文化節慶、進香活動
與商業論壇，結合招商、旅遊與文化交流，以吸引臺灣基層群體
參與。

然而，臺灣民間宗教社群並非被動接受者，而是在宗教交流
中展現一定的主體性。張貴閔指出，儘管中共試圖塑造兩岸宗教
統合的文化意象，但其政治凌駕宗教的做法，限制了其對臺灣宗
教的影響力。此外，在一些宗教活動的案例裡，中共試圖透過交
流來控制臺灣一方的宗教言論，甚至要求臺灣參與者公開表態，
以營造政治效忠的氛圍。然而，這些操作也引發臺灣宗教界的戒
心，部分宗教團體因忌諱中共介入，而減少與中國團體的互動。

2024 年底，中國國臺辦指稱臺灣三名一貫道信徒在陸涉及
「組織、利用會道門破壞法律實施罪」，將其拘捕並遲遲未能釋
放，對兩岸宗教交流造成負面影響。張貴閔對兩岸宗教交流的傑
出分析，似乎已經預示了臺灣宗教社群面對中共「黨指揮神明」
的意識形態衝突與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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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銳實力的挑戰與臺灣社會的應對

「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專題的兩篇傑出論文在本期
《臺灣社會學刊》同時發表，可以讓讀者深入認識中共透過「一
代一線」策略，針對臺灣青年與基層社會所進行的統戰工作與其
效果。沈秀華與鄭志鵬發現，中共透過遷移基礎建設與其中的利
益做為誘因，試圖吸引臺青進入中國，以建立認同與政治影響。
然而，該策略的效益正在遞減、甚至引起公眾批判，導致八炯和
閩南狼的影片大受歡迎。另一方面，中共透過宗教組織進行統戰
工作，試圖滲透臺灣基層社會，透過進香、文化交流與線上媒體
擴大影響力。然而，這些做法也受到臺灣宗教社群的質疑，顯示
統戰工作往往招致公民社會的反抗。

在威權銳實力的挑戰下，臺灣社會展現出一定的抵抗能力，
無論是青年群體的選擇，還是宗教社群的回應，都說明中共的統
戰策略並未如其所願地發揮全面效應。2024 年大選之後，北京
加緊控制臺灣國會議題走向的企圖，已經引起青鳥運動以及罷免
的政治風潮，又將成為政治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議題，因此「中國
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這個議題仍有發展潛力。未來，臺灣公
民社會如何強化自身的應對機制，將是抵禦中國銳實力的重要課
題。

《臺灣社會學刊》「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專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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