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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台灣亡國感？台灣民眾對香港反送中運動
的媒體信任、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與行為
意圖分析

黃琝戩、傅文成

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台灣民眾，在香港反送中議題的媒體注意程度、

媒體信任程度，對中國大陸所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

負面情感與支持民主行為意圖影響。本研究運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

滾雪球方式抽樣，總計獲得520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網路媒體

注意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電視媒體注意程度則與兩

者無顯著關聯。民眾越信賴媒體，會有更高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

最後，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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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how media attention and trust has 

influenced the risk perception, negatively affec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 threat of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5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utilizing a network questionnaire and snowball 

sam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ine media attention is a positive predictor of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ention of TV media,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more trust individuals placed on media, the higher their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Finally, a negative affect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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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香港民眾對其政府修頒《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內容不滿，爆發反對修頒逃犯條例運動（以下簡稱反

送中運動）。原因為部分民眾擔心，香港政府與北京當局會憑藉此法

案，將罪犯移交至中國大陸審理。運用修法手段，使中國大陸政府更

易於干預香港政治制度，使香港的民主政體名存實亡。雖港府保證不

會移交政治犯至中國大陸，但此舉已造成民眾強烈反彈，並質疑北京

政府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因此，據BBC中文網2019年9月16日報導，香港民陣團體自2019

年6月9日起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後續隨政府立場與陳抗民眾訴求相

左，遲遲未有共識，政府未正面回應人民訴求，且警察濫捕、濫權，

甚至是暴力鎮壓手段，民眾的抗爭活動已從原本和平示威遊行，激化

為警民暴力衝突（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

另一方面，台灣華視新聞網2019年11月5日報導，中國大陸政府

以「示威已構成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出現恐怖主義苗頭」定調此抗爭行

動，提出「如有分裂中國意圖，必當粉身碎骨」言論，企圖威嚇香港示

威民眾；其次，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肯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

陳抗民眾的暴力鎮壓手段，並強調香港政府需「以暴治亂」恢復秩序，

重申貫徹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黃育仁，2019年11月5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指出，台灣與香港處境相仿，同樣面臨中國大陸

政權企圖介入民主政體的威脅，其中習近平在2019年1月發表〈告台灣

同胞書40週年〉，提出「台獨是歷史的逆流，統一是歷史大勢」及「一國

兩制台灣方案」，並強調北京政府從未放棄武力犯台，此類企圖侵入中

華民國政權之論述（Chien，2019年9月16日）。

再者，吳介民、廖美（2015）與台灣國防報告書（2019）中提及，中

國大陸除了運用軍事演習、軍機艦繞台等武力威脅手段外，同時也運

用經濟禮遇、政治干預、注資台灣新聞媒體、操弄文化等方式，逐漸

滲透至台灣社會內部，企圖分化民心；其次，中國從外交方面不斷打

壓台灣參與各項國際事務、壓縮台灣在國際發言空間；運用多種渠道

施壓，迫使台灣當局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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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香港民眾因不滿政府違反「50年不變」1承諾，使境內反

送中運動越演越烈，警察與民眾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反送中運動藉由

媒體與網路社群在台灣被廣為傳佈，所呈現議題可區分為下列幾種面

向：中共政權介入香港民主、警察執法過當、示威者日趨暴力、台灣

如果被中共統一、中國資金入主台灣媒體導致報導偏頗；尤其是「台灣

亡國感」此議題，在各傳播平台普遍被使用，因中共政權對於反送中爭

議之強硬態度，與習近平所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產生聯想，使部分

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局勢具有更強烈的不安全感。（林祖偉，2019年9

月16日；黃禹禛，2019年10月2日；Chien，2019年9月16日）。

由上述可知，香港反送中運動被台灣媒體與部分民眾解讀為，中

國大陸政府極權治理與民主政體矛盾所導致的抗爭行動，為民眾判斷

兩岸政治風險的重要議題。根據Beck（1996）在風險社會理論（risk 

society）中所述，「風險」泛指有一定的機會發生，及發生後對民眾會造

成某種程度衝擊的事件；全球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伴隨傳播媒體普

及，風險議題的界線逐漸模糊化，導致風險議題影響不僅限於某單一

國家、區域，已有向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風險議題本身包含多元，如

政治、疫病、食品安全、氣候變遷風險與經濟風險等。

本研究關切香港反送中運動對台灣政府與人民對兩岸政策支持影

響，在風險議題區分上屬於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泛指政府機關或利益

組織，因經濟、政策變革（財政、投資、貨幣）與政治不穩定（如恐怖主

義、暴亂、政變、內戰）等因素，對於機關本身所造成策略、財務、人

員流失等危害，此種風險會使政府在執行外交與軍事等能力上面臨困

境，政府或機關會制定相關政策與配套，進而降低風險機率（Chermak, 

1992; Kennedy, 1988; Kobrin, 1979）。例如，敘利亞內戰導致歐洲國家

陷入難民與恐攻風險，各國為降低未來威脅對本國造成衝擊，因此立

法管理移民問題（Kim & Sandler, 2020）。

以台灣的研究脈絡來說，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台灣民眾越關注

電視新聞會認為核能更具有風險，進而越不支持使用核能；以及對核

能議題越了解的人，會更加支持使用核能；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政黨

認同，也同樣會正向影響對於風險的認知（陳憶寧，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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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傅文成（2018）探討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簽訂服務貿易協定

時，民眾質疑立法程序有問題，因而造成「反服貿」社會運動，在研究

結果中亦顯示，公眾對於消息來源的信任與關注程度，會正面影響對

於簽立服務貿易協定的風險感知，與抵制中國大陸商品的行為意圖。

上述兩篇台灣公眾風險議題研究，兩者皆關切民眾對境外威脅的

風險治理，期望政府制定政策，或自身可採取行為，進而降低風險發

生。兩者雖考量對媒體關注、消息來源信任程度、知識程度與風險感

知對於行為意圖關聯，卻未將民眾處於風險情境時所產生的不安感列

入其中考量。

本研究欲了解台灣是否如媒體所報導，產生恐懼與焦慮的「亡國

感」，因此延伸探討負向情感層面，了解負面情感對行為傾向的影響。 

事實上，當民眾處於風險環境時，通常會產生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

直覺性的產生好惡情感的判斷，進而影響風險決策的行為（Slovic & 

Peters, 2006）。

香港反送中事件相較過去的雨傘運動，港人與政府衝突更加嚴

重，並且獲得更多國際媒體以及台灣媒體關注（何明修，2019；林祖

偉，2019年9月27日）。如此會使公眾更加容易接受此議題資訊，因

此，本研究置重點於香港反送中運動，藉由媒體報導，使台灣民眾對

於此一國兩制政體產生風險判斷，與影響其情感，進而產生風險預防

之行為意圖。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長期脅迫台灣政府接受「一國兩制」，而香港

反送中事件，反映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民主訴願處理方式，使台灣人民

能夠借鏡（何明修，2019）。因此，伴隨香港反送中事件衝突升溫，可

能會使台灣民眾，更能知覺一國兩制對於民主政體的威脅，進而有負

面情感，與支持降低風險的行為產生。

文獻探討

中國大陸政府運用各項方式，使台灣民眾與政府接受「一國兩制台

灣方案」，隨香港反送中事件爆發，港府與港民衝突白熱化，台灣民眾

藉由媒體接受相關資訊後，對於中國大陸所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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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感知、負向情感，以及參與維護民主、支持反對中共政權介入等

行為意圖之影響。

兩岸關係與風險社會

由歷史脈絡觀察，兩岸關係會隨領導人不同，使關係時而緊張、

時而平緩，但中共對於台灣主權歸屬問題的立場從未改變，例如2016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之兩岸策略為堅決拒絕九二共識，也因此在此

段時期台灣與中國大陸政府，停止談話與交流（楊翔丞，2018）。因

此，中國大陸不承認台灣在國際上的主權地位，無論於觀光、外交、

貿易、體育等事務上，要求台灣政府與誘導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

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旨在「收復台灣」失土，維護其主權完整性。

舉例來說，台灣國防部報告書（2019）稱中共對於台灣軍事武力演

習頻率與強度日益上升，如軍機艦繞台演習、遼寧號航空母艦耐航訓

練等，企圖威嚇台灣民眾，使其心中產生恐慌心理；同時運用「惠台政

策」，在2019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推出惠台26條政策，優惠台灣中小

企業、學界與觀光，並在官方媒體以「灣灣回家吧」等論述，意圖釋出

善意使台灣民眾放下對中共統一戒心（李宗憲，2019年11月8日）。

中國古代兵學家孫子曾提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

下攻城」，泛指運用謀略與非軍事行動獲取勝利是最佳策略，程國政

（2008）稱北京政權上述對台灣策略即是運用謀略、外交手段巧取台

灣。進言之，中國大陸積極運用諸般手段，意圖收復台灣主權，促使

台灣政府與民眾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此問題對於台灣政府而

言，已成為政治風險議題。

風險泛指為，某種危害及發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以及嚴重性

（severity），亦即在未來時間點危害所造成威脅（Hansson, 2004）。當探

討公眾風險議題時，已無法僅以單一地區討論，須以區域與全球化與

全球在地化風險來討論之，隨著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 

頻繁，以及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導致訊息傳遞快速、便利，導致風險

議題時常牽連著其他區域、國家一起面臨風險（周桂田，2003；Be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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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論述科技與科學風險所帶來的衝擊與威脅不同，地緣政治

不安定性所導致的政治風險，通常伴隨著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地

緣政治關聯性，而對利害關係或地理位置鄰近國家造成損失或威脅，

進而使各國政府與民眾進行風險判斷、評估與管理，風險對社會與經

濟造成的損失與傷害，通常在越加集權與發展中國家，在國家治理與

監管上通常有更高的政治風險（Campisi, 2016）。

例如，2016年歐洲各國因北非與中東地區內戰與軍事衝突問題，

導致歐洲國家捲入難民潮安置與恐怖攻擊風險問題，使民主政府與民

眾必須制定相關政策法令，藉以降低區域政治風險對經濟與社會造成

的衝擊（Kim & Sandler, 2020）。在區域性的政治問題下，鄰國或相近地

區面對風險威脅時，通常會影響本土公眾對風險的評斷與決策。

又如中國大陸、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領海主權爭議，導致南海區

域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升高，使台灣、美國、越南等國家，針對南海

區域制定國防與外交政策，避免損失在此海域航行與經濟採集權益

（Creehan, 2012）。藉此，當部分國家發生政治不穩定時，其他國家亦

有可能受到牽連。

依本研究脈絡而言，香港民眾因不滿政府修頒逃犯條例，基於對

於中國大陸法治的不信任，擔心修法後會被濫用為政治檢控工具，發

起為期半年之久的社會運動（Lee et al., 2019）。BBC中文新聞網2019年
11月29日報導，民眾與警察的衝突隨著北京當局與香港政府的支持與

背書下，暴力及流血衝突逐漸升級，甚至於11月13日流血衝突從街頭

轉換至校園，使香港民主倡議運動逐漸變成暴力衝突，而倡議運動者

認為「中國式民主」或「一國兩制」對民主政體有傷害。

此事件在台灣被塑造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以及「台灣亡國

感」，主因為中國大陸對於台灣運用各種方式施加壓力，其意圖就是迫

使中華民國政府、民眾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吳漢，2020；郭育仁，
2020）。

而台灣實行民主制度，總統、地方首長、立法官員、民意代表皆

以直接民選方式產生，如政治菁英欲獲取執政權、推動法令政策，須

了解民意（public opinion）進而獲民眾信任。因此，了解反送中運動對

於民眾風險判斷與行為意圖影響，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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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與風險感知

台灣媒體在報導反送中議題時，時常運用「亡國感」與「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將一國兩制視為對台灣侵害的風險框架敘述（林祖偉，
2019年9月16日；Chien, 2019）。事實上，公眾在日常仰賴傳播媒體獲

取資訊並傳遞訊息，本研究所關注議題常被形塑為「亡國」政治風險，

其中涉及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區域間的政治角力所牽涉面向甚廣，

因此亦容易被媒體報導，進而使民眾更容易注意到此議題（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

過去研究認為當民眾關注風險議題時，通常都藉由媒體的報導 

來建構對於議題的認知，進而形塑個人對於事件的風險感知，指個人

對於特定事件發生可能性與危險性的主觀性評估（Slovic, 2000）。在風

險感知研究中，通常在公眾接受風險資訊，產生風險感知與情感評 

價後，進而有風險預防的行為意圖以及進行風險決策（Paek & Hove, 

2017）。

再者，風險議題透過媒體報導後，通常具有建構及形塑民眾風險

感知與放大風險感知的效果（Bodemer & Gaissmaier, 2015）。換言之，

新聞議題注意程度是感知風險與影響民眾行為意圖的重要指標

（Wahlberg & Sjoberg, 2000）。

進一步探討，新聞議題注意程度是形塑民眾風險感知、影響風險

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傅文成（2018）的研究發現，台灣與中國大

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審議過程瑕疵使部分民眾質疑，

引發「太陽花學運」，學生與社會團體癱瘓立法院，在此重大社會議題

傳播的過程中，電視新聞與網路新聞關注程度較高的大眾，認為此法

案會傷害台灣社會、經濟風險感知也較高，同時亦有更高的意願抵制

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以及更有意願購買台灣被影響的產品，顯見媒

體注意程度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皆有正向關聯性。

再者，根據《2019年媒體白皮書》中顯示，台灣民眾在2016年後，
20–59歲年齡的區間，網路觸及率（91.5%）已超越了電視（85.4%）成為

民眾主要使用媒體來源，而其中前兩項媒體已大幅超越報紙（24.1%）、

廣播（20.3%）、雜誌（20.8%）等傳統媒體，顯見台灣民眾主要資訊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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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已經逐漸轉向為網路與電視媒體，基於上述論調，本研究分別以

電視及網路媒體檢驗，媒體注意程度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的關聯

性。以下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1a：網路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1b： 網路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行為意圖（支持香港反送中

運動、支持反中法案等）。

假設2a： 電視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2b： 電視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行為意圖（支持香港反送中

運動、支持反中法案等）。

媒體在風險事件發生時，扮演民眾判斷風險程度與風險決策時的

重要角色（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由於信任通常與風險並存

（Williamson, 1993），因此在台灣亦有學者指出新聞媒體是「準專家」，

除提供資訊予民眾外，在風險決策過程中，提供判準參考依據（黃浩

榮，2003；楊意菁、徐美苓，2012）。事實上，由於媒體所報導真實往

往跟社會真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差，媒體機構及記者會依據預存立

場篩選報導內容（Zia & Todd, 2010）。因此，民眾處於不確定性高的風

險環境時，對於消息來源管道的信任程度，會成為評估風險的重要指

標（傅文成、陳靜君，2017）。

再者，信任感在民眾評估風險與後續風險預防行為時為主要評斷

依據（Neff, Chan, & Smith, 2009）。Cook與Cooper（2001）將信任感定義

為個人對於其他人、事、物行為表現上的正面認知偏差。媒體信任

感，則是公眾對於媒體機構的信任與依賴程度，Jones（2004）將媒體信

任歸類於社會資本的一環，泛指個體對於整個媒體社群的信賴感。當

民眾對於媒體機構信任程度較高時，亦會更加相信其所傳播之訊息

（Bangerter et al., 2012）。

同時，民眾對於媒體信任程度，亦是影響民眾形塑風險的重要因

素且多數風險感知與風險傳播研究中都將信任作為解釋變項，因民眾

判斷風險或是預防風險時，信任感是對於風險危害的判斷基準。民眾

藉由對媒體的信任感，接受媒體平台傳播各種風險議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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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aykumar、Jin與Nowak（2015）研究H1N1病毒時發現，公眾對

於大眾媒體的信任程度越高，對於疾病的威脅評估與焦慮程度有正向

關聯；傅文成（2018）研究太陽花學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能正

向預測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由上述文獻推導中得知，媒體報導內容

的不同，導致民眾對於媒體所報導的信任程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

異，進而使對於風險感知程度的不同，以及影響後續行為意圖。

回到本研究脈絡，民眾藉由傳播媒體報導，得知香港反送中運動

議題，所產生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風險感知與「反中」行為意圖。文

獻爬梳發現，個體在接受公眾議題，媒體信任程度是重要的社會資本

因素，對於風險評估判斷有重要的影響力，通常對媒體信任程度越

高，也會有越高程度的風險感知，同時在迴避風險行為意圖部分，也

有較高的支持程度。

因此檢視媒體注意程度與媒體信任感，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

關聯性，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a：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3b：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行為意圖。

風險感知與負面情感

當個體處於風險情境時，除了理性思考外，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

負面情感，風險感知程度與情感對於風險預防行為皆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因此，探討風險因子對民眾決策行為影響時，不應僅局限於認知

層面的探討，亦須列入對於風險的情感評價（Coleman, 1993; Dunwoody 

& Neuwirth, 1991）。如此，能夠了解當公眾處於風險情境時，情感與

理性思考因素對決策行為的影響。

情感相較理性認知不同，當人們感受到危機時，運用情感是引導

受眾判斷風險的因素，進而導致不同的風險決策行為（Finucane et al., 

2000; Mitchell, 2019）。人們當認知到風險是自身無法控制狀態下，會

產生負面情感，此因素為影響風險決策的重要影響因子（Loewenstein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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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人們遇到風險時多半伴隨著恐懼、焦慮等負面情

感，並且因為負面情感程度的差異，在後續採取風險預防措施或政策

支持上會有不同程度的行為意圖（Loewenstein et al., 2001; Peters & 

Slovic, 1996）。換句話說，公眾在覺知風險後，產生的恐懼和擔憂等情

感，進而對採取保護行動的行為意圖有直接的影響（Huijts, Molin, & 

Steg, 2012; Prati, Pietrantoni, & Zani, 2012）。
Rhodes（2017）研究行車安全風險與遵守法規的行為意圖時發現，

當公眾對風險感知程度較高時，會產生負面的情感（焦慮與恐懼），能

夠正面預測受測者想要遵守法令規章的行為傾向與車禍防治法規的政

策支持。Huddy、Feldman、Taber與Lahav（2005）等學者研究美國民眾

對反恐戰爭風險政策支持時發現，民眾境內恐怖攻擊風險感知高，會

有較負面的情感（恐懼與焦慮），進而影響民眾對反恐戰爭政策支持，

結果發現民眾對於情感越趨向負向時，對於政策支持程度越高。當處

於風險情境下時，在感知風險後與採取決策前，情感因素亦是重要影

響的因子（Slovic et al., 2005）。換言之，在台灣民眾感知中國大陸對民

主政體的恫嚇與威脅而產生負面的情感，可能影響民眾在政策支持上

的判準。

根據杜聖聰等（2019）運用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於2019年5月
10日至8月7日，網路搜尋「亡國感」聲量為16,315則，並且推論部分民

眾對於「一國兩制」產生焦慮與恐懼情感。因此本研究認為焦慮與恐懼

的負向情感在民眾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之間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在以下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4：負向情感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中介效果。

知識與風險判斷

風險是描述公眾處於不確定性的狀態，處於不確定性風險時，人們

時常運用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來衡量危害的程度，進而影響對於政策上

的選擇偏好，藉以減少風險發生（Williams & Baláž, 2012）。知識是預測

風險感知的重要因子，由於知識理論是更能預測風險感知的主要變項，

人們對風險的反應取決於他們的知識水平（Wildavsky & Dak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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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民主國家的政治風險領域，政治知識對公眾風險判斷、政策

偏好以及政治參與有正向關聯性，換言之，知識程度越高，通常會有

越高的風險感知程度，使公眾更支持迴避風險的政策，以及更有意願

參與政治活動或政治表態（Campbell, 2013）。

再者，Williams與Baláž（2012）綜整移民風險與政治知識對移民政

策支持偏好，其中將政治知識與風險部分，歸納為公眾的社會維度

（social dimension）構面，為個人政策偏好的判準（policy preference），

如對移民議題知識程度較高，以及風險感知程度高，會有越高的意願

參與投票或聯署等政治行為。

此外，人們擁有的客觀風險知識越多，作出的風險判斷就越正確

（傅文成，2018；Lin & Bautista, 2017）。議題相關知識，也就是實際測

量人們對社會風險議題了解了多少。本研究探討香港政府修頒逃犯條

例所引起爭議運動，台灣民眾是否會因對事件知識程度不同而對於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有不同的風險感知，進而影響行為意圖程度。

假設5： 台灣民眾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知識的程度越高，其風險感

知、行為意圖越高。

最後，人口統計變項是許多風險研究都不可忽視的控制變項，例

如性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等因素均會影響群眾的風險感知（陳憶

寧，2014）。林宗弘等人（2018）研究台灣各階層民眾對於不同風險認知

與因應，結論發現對於「人禍」分類中的食品安全風險，高教育程度、

中壯年與女性民眾，基於資訊獲取容易與可能受害心理，而有較高的

風險感知。其次，兩岸關係隨執政黨輪替而有所不同，因此探討兩岸

議題時，政黨傾向似乎無可避免的成為影響民眾對中國介入民主風險

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為聚焦媒體注意、媒體信任、知識程度對風險感

知與行為意圖影響，因此將性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等人口變項列

為控制變項。

總言之，本研究聚焦於台灣民眾藉由媒體接收香港反送中運動資

訊後，如何因自身媒體注意、媒體信任、知識程度，影響其情感及行

為意圖。研究架構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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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方法

抽樣與調查進行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網路自填式問卷施測。調查時間為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進行問卷前測。於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

起，至2019年11月18日止（星期一），合計七天執行問卷發放。正式

施測時為反送中運動爆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衝突期間，香

港警方與抗爭者激烈衝突引起媒體相當程度的報導。

運用滾雪球式抽樣，在社群網站（Facebook、Dcard、PTT、Line）

等各大社群平台發布調查問卷鏈接，運用抽賣場禮券100元50名，詢

問民眾電子郵件並留下獲得問卷渠道，如是運用轉傳功能獲得並填答

成功者，則會留下兩筆以上電子郵件，藉由抽獎誘因觸及更多民眾。

例如：請問您是否願意參與抽獎（是／否）？若填答是者，會追問受試者

電子郵件，以便公布抽獎結果。在轉傳部分，詢問「請問您是從何種渠

道獲得此問卷（社群網站看見、親友轉傳）？」如填答親友轉傳者，會協

請留下親友的電子郵件，以便進行資料比對。並在問卷系統上，限制

同一載體僅能填答一次，避免同一受試者重覆填答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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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問卷調查合計取得520個有效樣本，以台灣18歲至60歲民眾

為主。本研究依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西元2019年人口靜態

統計」數據中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進行反覆加權。加權結果母體無顯

著差異，結果如表一：

表一　受測者人口特性

性別 男性
N = 257

女性
N = 262

年齡
18–19歲
N = 39

20–29歲
N = 97

30–39歲
N = 111

40–49歲
N = 116

50–59歲
N = 113

60歲以上
N = 42

教育程度 國小
N = 42

國中
N = 62

高中（職）
N = 157

大學（專）
N = 204

碩博士
N = 53

政黨傾向 泛藍
N = 123

泛綠
N = 177

其他
N = 2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測量變項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自變項為媒體信任、媒體注意程度，

對於香港反送中知識等。依變項包含風險感知、行為意圖、負面情

感、政策支持度。以下依序說明自變項之測量方式以及問卷各構面之

信度分析。

I. 媒體注意程度

本研究詢問受測者媒體注意程度包含網路與電視新聞兩種面向，

以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從不關注」、「偶爾關注」、「不太關

注」、「有些關注」、「時常關注」、「非常關注」，檢測受測者關注香港反

送中事件所運用媒體平台。 題項為「請問您從網路新聞（如PTT、
Dcard、Facebook、Twitter、Line、YouTube、udn新聞網、蘋果新聞

網、中時電子報、自由電子報）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請問您從

電視新聞（如新聞節目、政論節目）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填答數

值越大代表媒體注意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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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媒體信任程度

本研究參照Bangerter等學者（2012）檢測媒體信任程度量表，運用
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

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檢測受測者對於網路與電視媒

體的信任程度，填答非常不同意者代表其對於媒體信任程度越高，相

反若填答偏向非常同意者其媒體信任程度越低。建構媒體信任程度將

四題加總平均，所得分數越低，表示媒體信任的程度越高。

媒體信任變項共四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

部一致性係數為 .79，屬具可接受範圍之信度。

III. 知識變項

知識變項部分共計三題，參照香港立法會公布條文、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治亂方針與民陣團體五大訴求，答題者認為「正確」編碼為1，

「不正確」編碼為2。題目依序為「修訂後的逃犯條例，香港政府引渡逃

犯至中國司法審理時，需經過香港立法會同意」、「中國大陸及香港政

府在反送中事件中，對待示威者是和平理性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五大訴求，其中一條包含香港獨立」。上述題目之標準答案為「不正確」

（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

IV. 風險感知變項

研究者參考Paek與Hove（2017）設計量表，以Likert 6點量表，1至
6點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檢測受測者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程

度。建構風險感知變項的方式，是將六題加總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者

代表其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風險感知變項共六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

部一致性係數為 .95，屬具可接受之信度。

V. 負面情感變項

在負面情感方面，研究者參考Prati等人（2012）負面情感量表，詢

問「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擔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看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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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反送中事件』後，我害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選項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所得分數越高，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情感越負面。

將兩項分數加總後平均，用以建構負面情感變項，所得分數越高

代表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情感越負面，共兩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

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3，屬具可接受之信度。

VI. 行為意圖變項

行為意圖變項部分，研究者參考傅文成（2018）調查反服貿量表設

計，以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非常不可能」、「不可能」、「不

太可能」、「有點可能」、「可能」、「非常可能」檢測受測者對於支持民主

運動行為意圖。建構行為意圖變項，將三項分數加總後平均除以3，所

得分數越高代表對於支持民主社會運動行動意圖越高。行為意圖變項

共三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 .91，屬可接受範圍之信度。

VII. 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人口統計與其他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

政黨傾向。年齡部分為開放填答，再由研究者重新歸類為：18–19歲、
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測量教育程度為

「小學及以下（自修、未受小學教育、小學肄業、小學畢業）」、「國初中

（中學肄業、中學畢業、初職）」、「高中職（高中普通科、高中職學校、

高職、士官學校、五專）」、「大學與大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

軍警專科班、空中行專、空中大學、軍警官校或大學、技術學院、科

大、大學）」、「碩博士（碩士畢、博士）」，填答「其他」選項者派定為遺

漏值；而政黨傾向以非選舉時期整體而言較支持哪一個政黨，「泛藍

（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民進黨、台聯黨、台灣基進）」，填

答「其他」選項者派定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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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描述性統計

接續針對媒體注意程度、媒體信任程度、風險感知、負面情感、

客觀知識、行為意圖等，各題項執行描述性統計，詳細結果如表二。

表二　測量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題項 M SD

媒體注意
程度

請問您從網路新聞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 4.66 1.32

請問您從電視新聞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 3.44 1.57

網路媒體
信任程度

網路新聞誇大了反送中運動，中國介入台灣民主的風險。 2.66 1.67

人們不能相信網路上關於反送中事件的報導。 2.57 1.37

電視媒體
信任程度

電視新聞誇大了反送中運動，中國介入台灣民主的風險。 2.67 1.60

人們不能相信電視上關於反送中事件的報導。 2.86 1.47

風險感知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十分高風險的。 4.9 1.46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機率會干預台灣
民主。

4.79 1.56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非常有可能對台灣
帶來嚴重問題。

4.97 1.44

如果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對台灣將是嚴重的威脅。 5.18 1.31

如果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將嚴重威脅台灣民主。 5.14 1.36

如果「香港反送中事件」與中共介入民主政權有關，將危害台灣民主。 4.84 1.51

負面情感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擔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4.67 1.63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害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4.62 1.61

行為意圖

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我可能會更願意參與聲援香港的民主的社會
運動（連署、遊行、捐款、連儂牆等）。

4.18 1.66

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我可能會更願意支持維護民主的社會運動。 4.59 1.50

我未來可能會支持「反對中國介入民主政權」相關政策。 4.79 1.51

媒體注意程度部分，網路媒體受測者回答「非常關注」有39.1%、

「時常關注」有12.8%、「有些關注」有12.7%、「不太關注」23.8%、「偶 

爾關注」8.8%、「從不關注」2.8%；電視媒體方面，回答「非常關注」 

有 13.3%、「時常關注」有 9.9%、「有些關注」有 12.8%、「不太關注」
29.9%、「偶爾關注」22.1%、「從不關注」12%。可得知透過網路媒體注

意香港反送中議題的比例較電視媒體更高。顯見網路媒體在傳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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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議題時，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數據有過半的閱聽人從網路媒

體獲得相關資訊。

媒體信任程度，各題項平均數值普遍較低，亦即無論在網路或電

視平台，民眾對反送中的媒體信任程度較高。其次，反送中運動知識

方面，詢問關於修例條文「修訂後的逃犯條例中，香港政府引渡逃犯，

涉及特別法案需至中國司法審理時，需經過香港立法會同意」，受測者

回答正確的有66.8%；針對民陣團體訴求知識部分「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五大訴求，其中一條包含香港獨立」，受測者回答正確的有74.5%；中

國大陸政府態度知識「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在反送中事件中，對待示威

者是和平理性的」，受測者回答正確的有86.8%。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

陸與香港政府處理態度的知識程度，高於對香港民陣團體提出五大訴

求，而對修正條文知識程度較低。

對於風險感知部分，各題項平均數偏高，代表民眾對於一國兩制

風險有較高的風險感知程度；負向情感部分，各題項平均數偏高，代

表民眾對於一國兩制風險有較負面的情感。最後，受測者對於行為意

圖部分，受試者在行為意圖部分普遍有較高的意願支持聲援香港、支

持民主社會運動與支持反對中國因素介入民主等相關政策。

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與PROCESS分析模組，驗證本研究假設，分

析自變項（媒體注意程度、媒體信任程度、知識程度）與依變項（一國兩

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支持民主運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行為意圖）

之間關聯性，並控制人口統計變項（性別、教育程度、政黨傾向）之影

響。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假設驗證步驟：

I. 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分別驗證媒體注意程度會正面預測風

險感知，與支持民主運動的行為意圖。結果顯示，網路注意（β = .32,  

p < .001）與風險感知具有顯著相關，電視注意（β = .02, p = .63）則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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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關聯性；與行為意圖關係部分，網路注意（β = .41, p < .001），電視注

意（β = .03, p = .44），僅網路注意存在顯著預測性，電視注意則無預測力。

以上敘述可以得知，僅研究假設1（網路注意）獲得支持。由過去

研究Lin、Li與Bautista（2017），媒體為民眾判斷風險的重要渠道，因

此媒體使用程度越高，其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此論點在本研究也獲得

支持。再者，傅文成（2018）研究民眾對於服務貿易協定簽署研究中，

除探討媒體使用與風險感知之相關性外，亦將行為意圖列入為依變

項，民眾於各媒體使用上均獲得支持；然而，本研究驗證僅在網路注

意部分獲得支持。本研究假設相關分析數據詳見表三。

表三　風險感知階層迴歸表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變項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Step 1：

性別    .11
*

    .08
*

  .07   .07    .20
***

      .17
***

      .16
***

      .16
***

年齡      .16
***

     .12
**

   .09
*

  .10   .13
**

    .08
*

   .06   .06

政黨
傾向

  .04    .06    .05   .05 .03    .06    .04   .04

教育
程度

  .01 –.01 –.01 –.02 –.05 –.07   –.07
*

–.06

Step 2：

網路
注意

      .43
***

      .33
***

      .32
***

      .50
***

       .40
***

      .41
***

電視
注意

–.01   .02   .02    .00    .03   .03

Step 3：

媒體
信任

    –.29
***

    –.27
***

    –.28
***

    –.31
***

Step 4：

客觀
知識

–.06    .08
*

R
2

  .03    .21    .29   .29 .05    .30    .37    .37

Adj R
2

  .03    .20    .28   .28 .05    .29    .36    .36

F 4.5
**

22.9
***

29.2
***

25.8
***

7.2
***

35.8
***

42.2
***

37.7
***

df (516,4) (514,6) (513,7) (512,8) (516,4) (514,6) (513,7) (512,8)

註：N = 52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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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3a與3b部分，驗證台灣民眾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

風險感知及行為意圖。分析結果發現，媒體信任程度越高，則有越高

的風險感知（β = –.27, p < .001）；與行為意圖方面亦有顯著正相關（β = 

–.31, p < .001）。因此，可以得知研究假設3成立。
Neff等人（2009）研究發現當民眾面臨不確定性的外在環境時，對

媒體的信任感會成為感知風險與判斷風險的重要依據，為作出風險防

範措施的重要判準。本研究調查結果均支持過去研究，證明民眾對於

媒體的信任程度，與對於風險感知與其行為意圖皆呈現正面預測關係。

研究假設5，驗證香港反送中事件知識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 

知程度及行為意圖。結果發現，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的知識程度僅對

行為意圖（β = .08, p = .04）有顯著關聯；風險感知部分則無關連程度 

（β = –.06, p = .18）。Wildavsky與Dake（1990）認為人們對於風險的反應

多半取決於他們對於風險議題的知識水平，其次傅文成（2018）研究服

貿協定風險議題時，發現民眾對於議題的客觀知識與風險感知、行為

意圖無顯著關聯，本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部分符合，因此研究假設5僅

獲得部分支持。

II. 中介效果分析

根據Hayes（2009）敘述過去Baron與Kenny（1986）中介檢定方式較

缺乏統計效力，需仰賴其他檢定方式檢測其中介效果，本研究採用
Hayes（2017）PROCESS套件Model 4分析研究假設4。其中運用拔靴法

（Boostrap），計算潛在變項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量，以檢驗中介效果。

此種方式可藉由多次路徑估算結果，形成間接效果的分配，進而計算

出間接效果之信賴區間（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如信賴區

間上界與下界，未包含0，則具有中介效果（MacKinnon, 2008）。Lau與
Cheung（2012）運用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值，判定無中介效果、部分中

介與完全中介效果，如Boostrapping間接效果值95%信賴區間包含0

值，代表無中介效果；如間接效果值95%信賴區間未包含0值，再者直

接效果包含0值，則代表完全中介效果；如間接效果、直接效果與總效

果值皆未包含0值，則代表為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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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風險感知為自變數（X），負面情感為中介變數（M），行為意

圖為依變數（Y），如圖二所示，控制人口統計變項後，三者間是否具有

中介效果（mediating effect）。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的中介效

果分析，結果顯示，間接效果部分達顯著水準（β = .34, 95% CI [0.24, 

0.45]），且在風險感知對行為意圖的直接效果（β = .33, 95% CI [0.27, 

0.47]），以及總效果（β = .65, 95% CI [0.65, 0.79]）皆達顯著水準，並且

其95%信賴區皆未包含0值，因此推論研究假設4成立，負面情感對風

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存在部分中介效果，詳細分析數據如表四。

圖二　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之中介關係

換言之，民眾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具有越高的風險感知，其情

感亦趨於負向，進而間接導致民眾具有更高支持香港反送中以及支持

民主運動之行為意圖。Huijts等人（2012）以文獻回顧方式綜整，民眾對

於能源科技的風險感知以及如何形塑其態度與行為意圖關係，推論情

感對於新興能源的風險感知，以及接受風險預防措施具有高度的相關

性，作者也建議能將此模型運用於各項風險情境中，本研究也驗證此

模型部分。

β

β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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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行為意圖」之中介關係分析表

變數間影響路徑 β
95%信賴區間

p值 BC上下界

間接效果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34 < .001 [0.24, 0.45]

直接效果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 .75 < .001 [0.84, 0.98]

　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41 < .001 [0.30, 0.47]

　風險感知→行為意圖 .33 < .001 [0.27, 0.47]

總效果

　風險感知→行為意圖 .65 < .001 [0.65, 0.79]

註：N = 520，Boostrap次數為5000。β為標準化迴歸係數。當95% CI與95% boot CI 區間未

包含0，代表具有顯著效果

結論與討論

香港反送中運動，使示威者不滿情緒不斷升高主因，來自北京與

香港政府強硬應對方式，導致鎮壓與示威的暴力手段不斷升級，使香

港部分民眾感受逐漸喪失民主政體。中共在2019年多次對台灣當局喊

話，要其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民眾也產生不同立場，部分民

眾認為，如台灣與香港一樣接受一國兩制，造成強烈的亡國感。

本研究最主要目的在於檢驗台灣民眾的媒體信任、媒體注意程

度、知識程度，是否會影響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負面

情感，以及支持維護民主運動、立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等相關的行為

意圖，藉此了解中共或香港政府處理香港議題時，對於台灣民眾之影

響。此外，本研究重要之處在於，正式問卷調查時，示威者與警方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爆發激烈衝突期間，引發各地媒體與

社群平台高度關注與討論，更能了解民眾對與此議題的關注程度與影

響風險感知及行為意圖。

本研究分析結果，從網路媒體注意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民眾，對中

共政權企圖干預台灣民主政體的風險感知有顯著的正相關，亦能正面

預測後續行為意圖；然而，在電視媒體部分，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

間無顯著關聯性。過去社會風險議題研究，網路與電視媒體對於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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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感知的行程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然而，本研究電視媒體注意

程度無法預測民眾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僅網路新聞注意程度對形塑

民眾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所影響。

雖本研究結果與過往有所差異，然而事實上，網路媒體已經被視

為民眾接觸政治議題的重要媒介，其原因在於能增加民眾接觸公共事

務資訊機會，並且表達己身意見，以達到資訊交換、公共討論等公民

參與過程外，亦使民眾能建立認同與集體行動（王泰俐，2013；王嵩

音，2017；林宇玲，2014）。

更進一步來探討，社群網站使用普及化後，除使公眾能更加容易

在網路上獲得、評論與分享資訊外，傳統媒體亦會運用網路資訊為新

聞來源，此方式衝擊過往守門過程，使資訊管道更多項，民眾亦能在

網路進行動員，驅使政治參與的行動（劉時君、蘇蘅，2017；Ems, 

2014; Willams & Gulati, 2013）。

網路媒介如一把雙面刃，雖能便捷傳遞訊息與發表言論，但同樣使

假訊息迅速流竄，因此作者為避免受測者對議題存有錯誤認知，而產生

研究偏誤；因此將政治知識與媒體信任程度共同列入研究變項探討。

媒體信任程度越高的民眾亦能正面影響其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的風險感知，以及支持維護民主社會運動的行為意圖。媒體在傳播議

題與形塑群眾對於政治行為與選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李韋廷，
2008），本研究的媒體信任程度構面假設均獲得支持。Lin與Bautista

（2016），研究新加坡民眾的媒體信任與霾害威脅感如何影響行為意圖

時，也發現無論是傳統媒體或網路媒體，民眾大多以媒體報導內容作

為評斷威脅程度的依據。

再者，傅文成（2018）研究服務貿易風險協定時，媒體信任程度均

能預測後續的風險感知程度，以及後續的風險接受程度及政策支持。

進言之，本研究也再次驗證過去的研究架構與理論，也支持Neff等人

（2009）提出信任是民眾評估風險的重要依據。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在此議題的媒體信任程度上，明顯高

於以往研究調查。據2020年〈Digital News Report〉調查報告顯示，僅有
24%台灣民眾信任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在結果分析時發現，其原因為

新聞媒體充斥假新聞報導；2019年台灣新聞媒體可信度研究顯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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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眾面對於政治性與國際新聞議題信任程度較低，但考量公眾的政

治立場時，其新聞議題信任程度會相對提升。因此作者基於此論點運

用政黨傾向與媒體信任程度，執行ANOVA單變量分析，結果確實發現

泛綠政黨對此議題的媒體信任程度，顯著高於泛藍政黨與其他（選人不

選黨、無政黨立場等）。其對於媒體信任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依序為：

泛綠政黨（1.976分）＞其他（2.79分）＞泛藍政黨（3.55分）。因此，本研

究與以往調查不同之處，可能因為針對特定政治議題的信任程度，在

政治立場上影響會更加明顯，故未來研究政治風險相關議題時，可先

詢問受訪者政治原有立場進行交叉比對，以探究政黨傾向在整體風險

傳播機制的影響。

檢驗知識變項部分，詢問對於香港逃犯條例修正條文與陳抗民眾

五大訴求等香港反送中運動重要議題，公眾對於此議題的了解程度，

三題項回答正確率均達六成以上，顯示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

要議題知識部分，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而，本研究驗證變項間關

聯性時，發現反送中運動的知識程度與風險感知間無顯著關聯性。

結果有別於過去社會風險議題研究結果，導致原因可能為民眾透

過媒體接受具有風險議題資訊時，時常依據內容不同，選擇較為符合

個人立場的媒體，然而媒體亦是民眾接受知識的來源，對於議題本身

持有偏頗，不易了解事件全貌與深入探究修訂逃犯條例相關法案條

文，或熟記民陣團體所提出五大訴求等較生澀內容，因而導致未能正

面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針對研究結果，民眾對於反送中運動議題知識，未能預測民眾對

於一國兩制的風險感知，僅對反送中政策支持與社會運動參與傾向有

正向關聯，與探討知識與科技或能源風險研究結果相左。其原因在於

研究科技能源風險時，所論述知識變項多數運用風險所造成的危害與

結果，因此通常對該項科技風險知識程度越高，則對於風險感知議題

會有所關聯（陳憶寧，2014）。

然而，本研究所探究為政治風險議題，在本質上與科技風險有所

區別，政治知識通常為公眾對於政策支持偏好或行為參考之判準，與

風險感知屬個人對於風險議題的理性認知層面不同（Campbell, 2013）。

此外，研究者在題目設計上針對反送中事件，而非針對一國兩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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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因此可能導致受試者對於反送中運動知識程度高，並不能預測對

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僅會些微影響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

運動支持與聲援行為傾向。

再者，研究者推論導致與過去研究差異的主因為中共政權近年

來，在國際上不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並要求其承認一國兩制政體框

架，使兩岸統獨已經是高度政治社會化的議題，對於台灣人而言已經

是普及的議題。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測量公眾對於政治風險的主、

客觀知識程度，以及過往個人對於議題的經驗，對於風險感知以及行

為意圖的影響，從而運用政治風險觀點更加了解政治知識、風險感知

與政治決策三者間的關聯性。

研究者接續檢測負面情感對於風險感知、行為意圖間的中介關係

時，發現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根據國外研究發現，在政府推行反恐政

策時，對於恐怖攻擊與恐怖份子感到焦慮與恐懼的群眾，具有較高政

策支持程度（Huddy et al., 2005），本研究探討兩岸政治風險時亦有同樣

結果。進言之，當民眾由香港反送中運動感受到一國兩制威脅後，產

生負面情感回應，進而有更高的意願參與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政治活

動，以及對反對中國大陸介入台灣的政策支持程度。換句話說，當民

眾在網路媒體上關注此議題程度越高，對於一國兩制風險、負向情感

與行為傾向的正向關聯，也呼應本研究「亡國感」的主題。

本研究設定在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示威者與香港政府警察對峙白

熱化期間，主要貢獻為民眾注意香港反送中議題後，對於中共宣告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此兩岸政治風險具有何種的感知程度、負面

情感及支持民主運動與反對中共介入台灣政體的行為意圖。

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部分，研究以滾雪球方式抽樣，實施網路問

卷調查法，對於抽樣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偏誤。過去在網路民意

調查限制上，會觸及民眾可能對於此事件就已存在既定的政治立場。

李政忠（2004）將網路調查的限制歸納為兩項，網路調查者偏向特殊使

用族群組成；再者，運用網路的行為與經驗，對於事件存在特定的立

場與態度。例如台灣網路使用調查，使用網路的年齡族群分布，其中

以年輕族群偏多，可能會造成調查樣本過於傾向同群集偏誤。最後，

相較傳統電話調查，網路調查具匿名性，因此更易使公眾對於政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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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表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中能夠運用不同調查方式與抽樣，盡可

能降低抽樣上所造成的誤差。

再者，此研究調查期間適逢台灣選舉期間，對於香港反送中議

題，容易因為媒體既有的報導框架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容產製，並且

在近年「假訊息」問題逐漸發酵，建議未來研究對於不同期間媒體報導

框架部分與媒體信任可區分媒介頻道、平台，驗證民眾對於此議題的

認知程度，以及媒體或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

最後，台灣人民的統獨意識與國家認同，對於兩岸關係政策的認

知上，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因此建議後續進行兩岸政治風險實證研究

時，可將兩者列入考量，探討是否會影響中共對台灣的感知風險程

度。未來可檢驗民眾在談論香港反送中事件時，「亡國感」等負面報導

頻率，是否會產生此現象使民眾對於中共威脅產生麻痺，進而減少對

於支持民主運動、政策等行為意圖。

註釋

1 1984年香港確定回歸中國後，由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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