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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動機 

    從台灣歷史來看，花東一直是開發較晚的後山，雖然被美麗的山脈與湛藍的

海洋包圍，卻缺少了許多其他地區擁有的福利與機會，導致都市化嚴重，鄉村人

口負成長，人才都到了都市，都市會更便利美好，那人口流失的鄉村呢？身在花

蓮，我們感受深刻，於是我們動身，決定更深入了解他。 

 

二、目的 

    瞭解花蓮民眾對於都市之印象，及對城鄉差距的看法。如：教育、交通及所

得之差距等等，並以問卷蒐集資料和數據，再深入探討，以討論出如何縮小城鄉

之間的差距，並減少這些差距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讓花蓮更進步不再成為大家口

中的「後山」！ 

 

三、研究流程 

 

 

 

 

 

擬定主題與

問卷問題 

結論與 

最後修改 

收集資料與

發放問卷 

統整資料與

問卷統計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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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都市的定義 

    能對全世界或是國家造成影響力的城市。對於台灣來說，所謂的都市為:人

口聚居達 125 萬人，而且在政治及經濟上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台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也就是台灣俗稱的「六都」。 

  

二、都市的印象 

    對於都市，許多人都會有許多刻板的印象，例如:冷漠、自私、自負或是做

作等等不好的感受，甚至在網路上還有網友將台北市等都市地區比喻為「天龍國」，

讓北部對鄉下來說似乎看起來是不可高攀的地方。但是，真的是如此嗎?在問卷

中，雖然有半數以上的人想要到都市工作、就學或居住，但覺得居住在花蓮很好

的人數高達 73％，覺得普通的人數為 26％，1％的人沒有回答，最重要的是，沒

有任何一個回答者覺得居住花蓮是不好的！ 

 

（圖一）想到都市工作、就學、居住的人數比例        （圖二）覺得居住花蓮很好的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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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如此，關於那些許多人認為的「刻板印象」，以「都市人較冷漠」這項

許多人認為的都市人特徵來說，雖然在對都市人民印象各類特徵中「冷漠」佔了

最多數，但單獨問「都市人較為冷漠？」時，只有 17％的人認為這是符合的，

並且半數人都選擇了「普通」，而這些印象有 59％來自實際觀察，17％來自網路、

電影、書本等認知，14％來自同儕觀點，可見在人們實際觀察下，許多都市人有

「冷漠」的特徵，但那也不是一定，覺得都市人親切、關心旁人的也不在少數。 

  

（圖三）覺得都市人民較為冷漠的人數比例      （圖四）花蓮縣民對都市人民印象特徵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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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人口分布不均是造成城鄉差距的一大原因，大量人口不斷前往都市

地區發展，使得鄉下地區的勞動人口愈來愈少，鄉下的產業活動也愈來愈衰弱。

而過多的人口卻也造成城市的負擔，讓城鄉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其中影響最大  

的便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逐漸成為 M 型化社會的台灣便是其中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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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 98 年台灣地區每戶平均經常性收入統計：「前三名以工商活動或科技產業

為主的台北市 162 萬元、新竹市 149 萬元、新竹縣 136 萬元」（註一）可以知道，

台灣都市收入比起「後三名以農業活動或初級產業為主的花蓮縣 83 萬元、雲林

縣 77 萬元、嘉義縣 77 萬元」（註一）要多出了一倍左右。 

 

（二）、教育 

    貧富之間的差距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人們求溫飽的問題，在教育以及生活品質

上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像是在教育部分：「台灣大學分析今年數據，發現城

鄉差距依舊難解，雙北考生考上台大的比例，就佔逾五成」（註二）且

明星高中的加持亦難消除，「台大逾六成分發錄取生來自建中、北一女、

雄中等明星學校」（註二）在中文能力普遍低落，這除了能力問題之外，最嚴

重的便是影響到自我謀生的能力。在我們問卷中，認為都市人民教育程度較高的

比例就佔了 48％，將近一半，只有 22％的回答者選擇「否」，比起 30％的「普通」，

更少人選擇「否」，可知「都市人民教育較好」的觀念是深植在許多人心中。而

認為花蓮縣民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數，更達到了一半，「否」與「普通」則各佔四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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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認為都市人民教育程度較高之人數比    （圖六）認為花蓮縣民教育程度較低之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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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地區更為便利，連通花蓮和宜蘭的只有危險的蘇花公路。 

 

（五）文化 

    比較都市街景，很好發現許多差別，台北的街景可能人潮滿滿、高樓林立，

花蓮街景可能是稀疏的人們和平房，到更靠山邊的話可能是一整片的農田，花蓮

最繁榮地方在都市人眼裡也可能是鄉下，而原住民也會被認為是比較落後的民族，

問卷中，我們發現，有 44％的人認為花蓮在文化上受到某種程度的歧視，34％

的人選擇普通，20％的人認為沒有，人數最少，可見有不少的的花蓮人都感覺到

這種不好的感受。 

 

  （圖七）認為花蓮縣民在文化上受到歧視之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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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經濟、推動區域性文化整合、鼓勵藝術人才落地生根、節慶在地化，已城鄉多

元發展為主軸，要城鄉差距徹底消失是沒辦法，但若能認同自己的故鄉，共同打

造美好家鄉，發展地方特色，城鄉之間的差距是能夠減少的。雖然鄉村地區資源

有限，但若能善用這些資源，融合地方文化特色，那麼發展也是可能。政府政策

雖不是完美，但確實實行了，未來政策能否讓人民滿意，也在於人民，只有認同

自己的文化才能更為進步。 

 

參●結論 

    「六大直轄市人口達 1,600 萬人，占全台總人數 7 成以上。巨大的城鄉差距

導致都市房價居高不下、教育程度不均、偏鄉醫療資源短缺、傳統文化快速流失

等失序現象。」（註五）城鄉差距確實存在，我們要做的就是面對他，而非逃避

問題，政府應該實行政策改善，而人民也應該認同自己的文化，社會進步市共同

努力的結果，相信都市與鄉村之間的高牆，會漸漸消失。 

 

    肆●引註資料 

（註一）http://www.tri.org.tw/page/discuss_.php?id=50 

        台灣綜合研究院 

（註二）http://udn.com/news/story/6887/532943 

        自由時報 

http://www.tri.org.tw/page/discuss_.php?id=50
http://udn.com/news/story/6887/532943


花蓮地區民眾對城鄉差距看法之研究 

8 
 

（註三）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6988.html 

         遠見雜誌 

（註四）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Bulletins/paper/PDF/6741-1.PDF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四月十六日總統府月會專題報告 

（註五）社企流 

         讓改變成真：台灣社會創新關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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