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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沒有世界觀，更不能不知道我們國人的世界觀：台灣人最想移民的地方是日本，

最想留學的地方是美國；振興國力成績斐然的大陸和韓國，讓國人相當佩服；經濟是台

灣最關心的國際大事；出國旅遊者眾，但八成國人說不出流利外語；還有五成民眾，認

為台灣國際地位偏低……   

  

 

最想去的國家 美國和日本，是旅遊、留學和移民首選  

      「如果現在可以出國旅遊的話，最想去哪三個國家？」答案是：52.7％國民選擇日本，28.2％選擇

美國，17.2％選擇大陸。接下來是文化歷史重鎮的法國、與自然生態優美的澳洲。  

 

       問到最想去哪裡出國留學時，則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變成第一名，有近 50％國民選擇美

國，第二高則是日本 31.3％，第三是英國，約 26％。  

 

    至於台灣人最想移民的國家，第一名是環境乾淨、社會溫和好禮的日本，有 32.3％國民最想移民日

本，第二高則是美國，接下來是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幾個社會福利優的國家。  

 

最佩服的國家 中國大陸和韓國，國力成績斐然  

      全世界共 166 國，哪一國最被國人佩服？有 47.5％國民最佩服日本，第二則是美國。值得注意的

是，對台灣既威脅又合作的大陸，是國人最佩服的國家中第三名，第四名則是韓國。大陸在 10 年前還

被台灣人認為是落後貧窮的國家，而韓國在 1997 年金融危機時還一片蕭條，必須發動全民上街捐黃

金，但今天都已經變成台灣人民最欽佩的國家，可見國力的振興，只要發展方向正確、領導有方，短短

幾年就能夠看到極大成效。  

 

國際事務興趣 最關心經濟，最倚賴網路和電視  

      台灣人對什麼國際事務最感興趣？第一是經濟，有 39％國民比較關心經濟相關事務，第二是重

大災難 33％、第三是戰爭新聞。但台灣人對於國際人文藝術發展、貧窮、人權等問題，則相對冷漠。台

灣人對國際事務的興趣傾向，其實正好與台灣媒體呈現的世界觀吻合。可見媒體報導對於國人世界觀

的形成，扮演重大的角色。  

 

       國人瞭解世界的幾大管道，統統是媒體。第一重要來源是網際網路，達 42.3％，第二是電視 36.2

％，雜誌第三、23.8％，第四報紙 15.5％。而直接獲得國際訊息的管道，如和外國人交朋友、旅遊、留

學、直接閱聽外語媒體，多在 14％以下。  

 

外語能力 出國旅遊者多，但八成外語不好  

      儘管台灣人 2005 年出國旅遊人次達 820 萬，但台灣人在英文能力，與國際交友上，仍有提升的

必要。當被問到自己的外國語能力如何？只有 9.4％認為自己外語還算好，自認為有點不好與很不好



 的，高達 84.4％。  

 

       其實台灣的國情很像北歐等小國家，這些國家的母語儘管不是英語，但普遍國民的英語程度都

很好，甚至很多人精通周邊國家的法、德語，如此才能讓這些小國在世界上做貿易、發展跨國企業。這

是台灣必須加強的地方。  

 

       另外，台灣人直接與外國人做朋友的比例也不高。有 72.6％的國人沒有外國朋友，只有約 21.4

％的國人會有偶爾聯絡的外國朋友。  

 

地球村意識 「掏錢濟貧國指數」，全球倒數第二  

      儘管台灣的民間組織愈來愈發達，也有愈來愈多人願意捐錢與時間給公益團體，但被問到如果

要多繳 1％的稅去幫助其他貧窮國家時，願意的僅 49.8％，不願意的則超過 40％。  

 

       若將台灣 49.8％的數字，拿來與世界經濟論壇（WEF）曾做過的同樣調查相比，台灣是倒數世界

第二。世界經濟評論的調查結果，最高的土耳其有 95％國民願意捐 1％的稅，幫助落後國家，其他國家

如日本、德國、澳洲、大陸、印度等，願意的比例也都超過七成。  

 

國際地位 自卑沒安全感，逾五成認為沒地位  

      高達 56.6％的台灣人覺得台灣的世界地位偏低，認為高的只有 3.4％。儘管台灣平均每人國民所

得超過 1 萬 4000 美元，但是卻仍有高達 36％國人認為，台灣是貧窮國家，認為台灣是富有國家的有

46.7％，這與台灣近10年經濟停滯成長，人民極度沒有安全感有關。而經過交叉分析，只有18.7％的人

認為，台灣是富有國家且國際地位屬「中等以上」，但卻有 30.8％的人認為台灣是貧窮國家，且國際地

位低，顯示國人自卑感偏重。  

 

接軌世界 台塑最國際化，民間團體最具貢獻  

      哪個組織最能代表世界一家的精神？紅十字會以 18.5％奪冠，宗教團體、世界貿易組織、奧運、

聯合國分居 2～5 名。諷刺的是，原本應該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府與媒體，分數卻很低，在台灣人心目中

是反而是不夠進步、不能和世界接軌的一群。  

 

       最有趣的是，當談到哪一個企業最能代表台灣的國際化和世界化，結果是老牌公司、石化巨

人——王永慶的台塑集團以 38.1％奪冠，台積電 26.4％、鴻海 18.2％，分居二、三位。這到底是台灣人對

台塑的歷史印記太強，還是其他原因，頗值得玩味。  

 

 

【http://www.gvm.com.tw/theme/inpage_cover.asp?ser=12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