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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來的青年佔領運動
阿拉伯之春(2010-2011)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埃及革命

仍在持續中的內戰：葉門、敘利
亞、利比亞

被鎮壓的起義：巴林等

獨裁政權、終身總統、經濟凋敝
、青年人無出口

擴散效應



晚近以來的青年佔領運動
2011年的南歐與地中海國家
的憤怒之夏

西班牙5月15日運動
希臘、義大利、葡萄牙
法國、以色列

歐債危機所帶來的撙節
措施(austerity)
優渥老人與退休福利
青年人失業率高



晚近以來的青年佔領運動

2011年9月起的佔領華爾街
運動

“We are the 99%”

Zuccotti Park in New York 
City

世界各國2,900個城市出現
了類似的行動



台灣與香港的青年佔領運動

在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
動中，年輕人(小於30歲)、學生與高學歷(
大學以上)的比例為：

台灣：74. 8%、25.6%、84.3%。
香港：53.5%、56.5%、54.1%。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中學生的罷工與人鍵抗議

最年輕的被捕者是12歲，

至10/10為止，2379人被捕，其中750人是小於
18歲

陳彥霖只有15歲



佔領運動的共同特徵

沒有大型組織之動員
不是依靠政黨、工會

沒有或是拒絕領導者

面臨經濟困頓的青年群體之參與
北非與中東的青年人口突增(youth bulge)

高度依賴數位通訊科技



青年佔領運動的共同特徵

誰是埃及革命的「領導者」？

Wael Ghonim(1980-)的例子

Google在Dubai的行銷經理

架設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臉
書粉專

被捕11天

「未來革命不需要領導者，只需要
群眾智慧」



為何青年要佔領街頭？

青年人的反抗
歐美日的六○年代的新左派運動

美國戰後嬰兒潮世代(babyboomers)與六○年代
反戰運動

青年世代的重要性：「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青年的特性
理想主義性格高，不願意與現實妥協

處於生命週期無負擔的階段：沒有小孩、不用繳房
貸

可支配時間(discretionary time)



為何青年要佔領街頭？

但是不見得青年必然是上一代更激進
南韓的「地獄朝鮮」

日本年輕人的「嫌韓嫌中」

經濟因素帶來不確定的影響
五年級生：台灣的「野百合學運」世代是成長於經
濟高速發展、不擔心找工作的時期

七年級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世代則是面臨了
高教擴張、22K的時期



影響當代青年政治意向的趨勢

組織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的終結
金融化、「告爸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
階級向上流動日益困難

「打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不穩定的無產階級
」(precariat)

「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訊息接受方式

更多元而自由的生活方式選擇：同婚

對於傳統科層組織的厭惡



年齡與同婚支持度

根據台灣智庫在2016
年的11/12的調查，
「民眾支持婚姻平權
民法修正案與否」的
問題，非常支持與支
持的比例如右：



青年佔領政治！

太陽花運動之後的青年參政風潮

2014年與2016年的青年返鄉投票運動

從佔領國會到參選：「第三勢力」

2015年的「十八歲公民權利推動聯盟」
TVBS在2015年三月所做民意調查，有57%的民眾贊同行政
院長的任命需要取得立法院同意，44%主張我國應採取內閣
制，但是卻只有42%的受訪者支持下修投票年齡至十八歲。



青年佔領政治！

2018年的公投年齡下調為18歲。

2019年「修改《民法》「行為能力人年齡限制下調到
18 歲」運動

有 57 萬 8 千名介於 18 歲到 20歲之間的「半成年人
」

《民法》上仍被視為未成年，無法自行租屋、在銀行
開戶，就連創業、參與人民團體的權利也遭限制，造
成青年人的權利空窗。



高中職生在想什麼？

公共電視委託政大選研究中心的調查

調查施測期間為2019年6月21日至7月14日，透過滾雪
球取樣的方法，邀請全國高中職生自行填答，總計回
收2223份有效問卷。

最常獲得政治新聞的管道：57.9%網路、0.7%報紙

表達政治看法的平台：52.1%網路、 1.5%電視+廣播
call in、46.3%無

我國最足以自豪的表現：30.4%民主自由、15.8%醫療
保建







「天然獨」的趨勢

比較高中職生與全國人口(根據政大選研2019/6)

「台灣人」vs「中國人」
高中職生：78.7%/0.4%

全國：56.9%/3.6%

「獨」vs「統」
高中職生：49.6%/4.6%

全國：25.7%/10.4%

世界未來在中國？

未來打算去中國大陸唸大學=12.9%

未來打算去其他國家唸書=37.8%



青年首投族的動向

「首投族」在2012年的登場
2012年120萬新選民

2016年129萬新選民

2020年118.6萬新選民

隨著出生率降低，每一次的青年首投族人數在減少

2018年新生兒只有18.5萬人

青年選民的重要性降低？



The E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