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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要縮小台灣的南北差距，確實需要加強南部的經濟發展。台灣當局

應該對南部地區採取一定的優惠政策，促進南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人文環境的

建設，如在南部地區建立更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給予南部地區投資者一定的

稅收優惠；實行一定的優惠政策吸引中高級人才到南部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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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台灣南北差異的表現。

2. 參考上文，指出台灣出現南北差異的原因。

3. 與一般地區差異相比，台灣南北社會差異具有甚麼獨特性？

4. 你認為台灣南北差異對台灣社會穩定具有甚麼樣的影響？

5. 試討論當地政府應採取何種措施改變台灣南北社會差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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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原因：
清朝：省會北遷，以台北為中心
日據：台北、高雄為中心南北雙峰

式發展
戰後：北部經濟發達程度高於南部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改進：
給予南部優惠政策，如促進南部地區的基礎設施等

現象：
1.經濟
2.家庭
3.教育
4.醫療

說南談北
編者按：

隨着台灣與香港的關係越來越密

切，越來越多港人踏足寶島旅

遊、經商。對於大部分港人而

言，台灣社會發展不單受到眾多

複雜因素影響，而南北差異更是

明顯現象。下文會就台灣南北差

異的成因作出剖析，並討論這種

現象所帶來的影響。 ■葉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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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矛盾：
政治訴求與政黨選舉：北部支持國民
黨；南部支持民進黨

台灣南北差異

台灣南北社會差異不
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差
異問題，還是台灣目前
面臨的突出的政治問
題。因為國民黨重視以
台北為中心的北部地方
的建設，引起南部的強
烈不滿。在台灣「民主
化」的過程中，民進黨
在以台南為中心的南部
地區起家，主要的成員為台灣本省
人。因此，在政治訴求與政黨選舉
中，台灣北部的民眾大多支持國民
黨，而南部民眾則傾向於支持民進
黨。

「馬英九魅力難過濁水溪」
台灣從2000年3月民進黨勝選，入
主「總統府」，到2001年底台灣「縣
市長」選舉，到2002年底台北、高雄
市長選舉，到2004年的「總統」大
選，再到2005年的「縣市長」「三合
一」選舉，無一例外地出現「北藍南
綠」（北部支持國民黨藍營、南部支
持民進黨綠營）的鮮明格局。
為此，敗選後的國民黨甚至有人認

為，國民黨要重新獲得政權，就一定
要把「中央黨部」遷到台南去，借此
贏得台南民眾的支持。台灣人常說：
「馬英九再有魅力，也過不了濁水
溪。」實際上是指「外省人勢力發展
不到南部」。
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灣領導人，利
用歷史形成的南北社會差異和矛盾，
挑動、激化南北社會矛盾。2000年民

進黨上台後，陳水扁借用「南北平
衡」的幌子，實際上部分採取了「遏
北揚南」的策略。
民進黨不但努力限制北部地方特別

是台北市的發展，而且有意把台灣經
濟、文化建設中心南移，把部分行政
資源南遷，甚至準備把高雄作為「南
部首都」，對南部地區投入更多建設
專案和資金，來討好與回報南部選民
對他的支持，結果進一步加劇了南北
政治對立與社會分裂。
國民黨則充分認識到國民黨執政時

期的「重北輕南」政策的負面作用，
努力縮小以前政策的負面影響。在王
金平與馬英九競選黨主席的過程中，
出生於台灣南部的王金平屢屢打出
「南部」牌，自稱為「南部仔」，表
示如果有機會當選國民黨主席，「重
北輕南」的形勢將得到完全改觀。馬
英九在「總統」競選中，就開啟了到
南 部 的 long stay
（長住）計劃，深入
到南部縣市，加強與
南部民眾的交流，並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濁水溪（The Zhuoshui River）：濁水溪是

台灣島上最長的河流，台灣南北的天然分界

線，溪南為熱帶氣候，溪北為亞熱帶氣候。在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便有「南糖北米」的說法。

在國民黨時期， 台北是台灣的政治經濟中

心，北部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各方面的發

展都高於南部。南北民眾在政治取向上也具有

很大的差異，台灣北部支持國民黨居多，而台

灣南部則是民進黨的大本營。台灣南北差異被

稱之為「濁水溪現象」。

本省人（Native Taiwanese）與外省人

（Mainlander）：早前，大部分台灣人口中有

約80％是幾百年內陸續從福建移居到台灣的，

另外有一部分是從廣東移居到台灣。他們大多

最早定居台灣南部，後來向中部與北部遷移。

在1949年前後，約有200萬大陸人隨國民黨

來到台灣，他們來自大陸的各個省份，到台灣

後主要定居於北部地方。人們通常把1949年後

到台灣的人稱為「外省人」，1949年前到台灣

的人稱為「本省人」，主要包括閩南人和客家

人。

求同存異求同存異 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從歷史上看，由於台南地區的地理、氣候、物產等自然條件好，

台灣南部是台灣經濟開發最早的地區，人們在台南從事各種貿易
和生產活動，隨着南部經濟的發展成熟，經濟中心才慢慢由南向北
移。
自清光緒起，台北開始正式成為台灣的政治中心。台北作為一個剛

剛起步的新興城市，容易實施市區規劃，而且台北是全台灣主要城市
中最接近日本本土的城市，因此日本選擇了在台北建立「總督府」。

國民黨敗退台灣，把台北定為政治與經濟中心，這一方面沿襲了日
本以台北為政治中心的歷史。另一方面也因為國民黨無心長期留守台
灣，而是把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
國民黨把從大陸帶來了大量的資金、科技力量、人力資源投放於以台

北為中心的北部地方，這進一步加強了台灣經濟重心的北移。國民黨執
政時期，長期「重北輕南」，致使南部地區各項建設落後於北部。國民黨
把石化、汽車、鋼鐵和造船等重工業設在南部。
這種工業的輕重區分強化了台灣南北差距，在國
民黨統治期間，北部地方的工商業企業不斷呈
現上升趨勢，而南部則呈下降趨勢。（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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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時間 政治中心 經濟中心
荷據時期 1624年至1662年 台南 台南為中心，北部未開發
鄭氏政權 1662年至1683年 台南 台南為中心，北部有一定開發，為罪犯流放地
清朝統治 1683年至1895年 台南為中心，北部已經開發完畢

日據時期 1895年至1945年 台北 台北、高雄為中心南北雙峰式發展
戰後時期 1945年至現在 台北 北部以台北為中心，南部以高雄為中心，北部經濟發

達程度高於南部

先以台南為中心，1889年省會北遷，以
台北為中心

台灣分南北兩部分，台灣北部面積
雖然僅為南部的69%，但是人口超過
台灣總人口的五分二。台灣北部在經
濟發展、教育文化水平均比南部更為
發達，南北民眾在政治取向上也存在
明顯的差異。
1.經濟方面：台灣北部地方是經濟

與高科技中心，工商業發達，產業以
服務業和工業為主，但南部地區則在
農林牧漁等傳統行業地位相對較強。
南部是台灣最主要的農業區，其中台
灣的水稻產區主要集中在雲林、台
南、漳化、嘉義、屏東等濁水溪以南
地區。台灣畜牧業和漁業也主要集中
於中南部地區。同時，台灣南部雖然
在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南部工
業仍以傳統工業（台灣紡織、食品飲
料）與污染性的重化工業（鋼鐵、造
船、石油冶煉、造紙與皮革）為主。

2.家庭方面：南北部家庭在家庭經
濟狀況方面也存在差異，北部家庭明
顯比南部家庭富裕。北部家庭的平均

年經常性支出要高於南部28%，年平
均經常性收入高於南部26%。北部家
庭每百戶所擁有的汽車數、電腦數均
高於南部。
3.教育方面：台灣規模較大和較有

影響大學有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師
範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東海
大學、東吳大學7所，但是，除了成
功大學為台灣南部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外，其他都分布在台北、台中等濁水
溪以北的區域。
因為南北教育資源存在巨大的差

異，即使是南部台灣人一般也把北部
大學作為首選。

4.醫療方面：北部的社會醫療條件
要好於南部，北部醫療機構數和執業
醫生人數要遠遠高於南部，分別是南
部的1.5倍之多。台北的醫療機構數
和執業醫生人
數甚至分別是
南部高雄的1.7
倍和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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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政教存明顯差異

歷史發展 經濟中心由南移北

台灣南北比拚台灣南北比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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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進黨發動台灣民進黨發動「「人民火大人民火大、、
一路嗆馬一路嗆馬」」十萬人遊行十萬人遊行，，反對反對
「「總統總統」」馬英九馬英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北夜景。資料圖片

■■馬英九馬英九（（後中後中））為為20122012年台灣年台灣
大選爭取連任拉票大選爭取連任拉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現代中國

■台灣高鐵台南
站，附近皆為農
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