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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叫新世代「草莓族」！  中時社論 

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美麗與哀愁！面臨愈來愈沉重的競爭壓力，六、七年級世代雖常流露不

知所措的脆弱與迷惘，但他們已逐漸展現突圍而出的創意與能力。請不要再叫新世代「草莓族」，他

們需要的不是負面標籤，而是更多支持與鼓勵。 

根據本報最新民調，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年輕人，只有四成九可以接受「草莓族」稱呼，無法接受

者達到四成三。本報「台灣希望二○○八──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專題中，部分新世代強調自己是

打死不退的「蟑螂族」，不管大環境如何不景氣都可以死撐著；更有得到國際研究大獎的新世代挑明：

「怎麼唱衰七年級都沒用，以後還是我們當家！」 

事實上，六、七年級世代正處於「雙城記」所描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他們固然面臨了空前艱難的困境，但也同時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從年輕人的競爭力來看，本報民調顯示，高達六成年輕人認為台灣大專教育沒有競爭力，三成九

年輕人認為自己競爭力不如中國年輕人（僅三成五認為較具競爭力），四成六年輕人則認為競爭力不

如新加坡、香港、韓國等鄰近國家新生代（僅二成五認為較有競爭力），這種心理感受當然是一種警

訊與危機。 

再來看年輕人的貧窮化問題，根據主計處資料，去年社會新鮮人起薪比九年前還低；截至九月為

止，今年青年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的兩倍，推估大專應屆畢業生每二．五人就有一人失業；不少私立

大學學生念書時背負就學貸款，還沒出社會已負債累累；不少社會新鮮人入不敷出，更成為薪水月底

花光的「月光族」。 

然而，新世代並不膽怯。勞委會去年調查，高達四成八的台灣青年願意到海外工作。走進全東南

亞最大的台中職訓中心，許多年輕人打算學得一技之長後進軍大陸。不少新世代更未雨綢繆，努力考

上各類專業國際證照，好讓自己「一照在手，走遍天下」，未來的路更加寬廣。 

此外，愈來愈多職場研究顯示，電腦、ＭＳＮ的普及，以及小家庭生長環境，雖讓許多七年級生

缺乏與人溝通的能力，相對自私與不合群，對於雇主的要求更無所適從；但多數雇主也認為，具備電

腦資訊技能、蒐集資訊能力，加上願意學習新事物、有創新企圖心、充滿活力，都是七年級生在就業

上很大的優勢。 

在社會快速變遷下，年輕人的夢想與價值觀也已出現大幅改變。掀起風潮的電影《練習曲》中，

一個聽障青年騎單車環繞台灣一圈，感動了許多人的心靈。很多人開始領悟：「有些事現在不做，一

輩子都不會做了。」年輕人更提醒自己趕快圓夢。大專校園裡，過去引領風騷的學運社團早已退燒，

取而代之的是實用技能與休閒社團。台大最「夯」的「蛋糕製作研習社」，今年入社的社員，還得從

兩百人中抽籤選出八十位「幸運兒」。不少入社的台大高材生希望及早培養不同興趣，好讓未來在工

作之外，能以「樂活」、「慢活」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 

網路時代的興起，則讓許多年輕人將網路視為實現夢想的「聖地」。新世代外語與創新能力的提

升，更形同裝上一對強而有力的翅膀，協助他們在各領域展露頭角，在國內獨立創業殺出血路，並勇

闖海外巿場大放異彩。我們必須指出，青年議題包羅萬象，偏遠地區與少數族群青年立足點不平等、

嚴重缺乏資源等重大困境，仍需要公部門擬定正確對策、投入更多資源解決，社會各界也應該對這些

弱勢青年付出更多關懷。所幸網路時代已經降低年輕人突圍而出的門檻，從城市到鄉村的年輕世代，

不論主客觀條件優劣，都已經有更多機會找到生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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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屬於新世代的命題與挑戰，終究必須由新世代自己探索完成。面臨當前困局與機遇，

習慣使用「火星文」的「冏世代」即使撞得頭破血流，也是屬於自己的美麗與哀愁。讓我們一起丟掉

「草莓族」刻板印象，鼓勵新世代用自己的方式昂揚前進！ 

【回響】用心拚經濟 讓冏世代展笑顏  詹正田 

Orz、冏（ㄐㄩㄥ）、夯……，這些網路世代的什麼星球用語，老實說，我並不是很懂，雖然常

有年輕人解釋給我聽，也總是聽過就忘。 

這或許就是世代差異吧。 

中國時報「台灣希望二○○八」系列專題，周（十九日）一的主題是「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

相較於我成長的那個年代，現今的年輕人是生活在資源不虞匱乏的時代，然而，比起我小時候的「無

憂無慮」，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處在「愁眉苦臉」的境況，套句報導中的用語，就是「冏」。 

這讓我想到前些日子看到一則報導指出，韓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間也出現「三明治」的現象，意

指夾在氣勢洶湧、充滿朝氣的十多歲和展示旺盛活力的三十多歲之間，這也讓二十多歲的韓國年輕人

多數都無精打采。 

韓國的三明治一代，其實，就像是台灣的冏世代。年輕一代在社會上陷入困境，追根究底是與就

業有關。撇開韓國的情形，台灣近幾年來，青年就業率是逐年降低，大學畢業即失業幾乎成為是「鐵

律」。年輕人在經濟上不能獨立，在社會上就要看別人的臉色，面對別人的臉色，年輕人也只能擺出

「冏」的表情。 

青年失業率逐年增加，究其原由與整個經濟大環境不佳有關，原因在過去幾周的系列報導中已多

有討論，不再贅述。 

可喜的是，在困境中，還是看到年輕人的活力，特別是在網絡世界裡年輕人就是主力；報導中就

有不少靠著點子，勇闖網路創業，也有不少人是帶著夢想在世界各地做志工，在走向世界看見自我的

同時，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所以，年輕人的潛力其實是無窮的，若是能夠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年輕一輩就不會是無精打采的

「冏世代」，而是會成為社會、文化的動力。 

只是，要讓「冏世代」展笑顏、有活力，為政者真的是必須要用心「拚經濟」。 

（本文作者為台灣區人造纖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  

年輕世代，勇敢走出藍綠！  管中祥 

根據日前中國時報的調查，有四成三的年輕人無法接受「草莓族」的稱呼，這個結果和我在大學

課堂上作的調查十分相似，即使有學生同意，多半也是有條件接受。 

在傳播媒體的渲染下，「草莓族」不僅和「七年級生」畫上等號，也充滿著「抗壓性低」、「敗

家」、「月光族」意味的偏見。不過，「一樣米養百樣人」，就算是類似生命經驗的世代，也是由千

千萬萬的殊異個體所組成，可惜的是，傳播媒體卻總是為了便利操作與行銷，簡化了世代的豐富面貌，

同時卻也刻板化，甚或污名化了社會群體。 

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七年級」的標籤上，步入中年的「五年級生」在年輕時，也有個「Ｘ世代」

的稱呼。當時的媒體就指出「Ｘ世代」的特徵是「追求享樂主義的消費者，比較沒有責任感，也缺乏

自信，不知道生活目標是什麼。」這種說法和「草莓族」並沒有兩樣。吊詭的是，如今把「七年級」



 3 

標籤化的推手，卻是當年「Ｘ世代」。這種詭異的命名與詮釋，不只是「世代」的差別，還反應了「五

年級」與「七年級」權力差異。 

對於七年級的刻板印象，除了「草莓族」，另一種看法則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公共事務越來越不

關心」，但，現在的年輕人真的比較不關心公共事務嗎？ 

即使是八○年代中期，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或者是「三月學運」，投入社會運動的學生和現在一

樣都是少數人。然而，現今許多學生投入社會改革的精神與努力，反而召喚出許多學運世代曾有熱情。

例如，今年四月，學術界發起百人集資刊登支持「樂生保留運動」廣告的活動中，就有不少的大學教

師受到青年學生的感動而起身行動。 

事實上，包括「青年樂生聯盟」、「傳播學生鬥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一個個以青年學生

為主體運動團體，以及，許許多多投入「社區」、「勞工」、「性別」、「教育」、「文化」、「階

級」、「反全球化」等社會運動的年輕人，早就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新生力量。他們不像過去的學運

世代有著引領風騷的明星學生，也不像過去的學生運動，相當程度地將社會進步的力量寄望於政黨輪

替，相反的，在政黨輪替後，更看清楚「藍綠」政治的不可信，改革的矛頭不再只指向「政治」的翻

轉，更紮根到社會的不同領域。 

這種社會參與，有別於過去救國團或宗教式的社會救助與社會服務，而是強調基進的社會改革與

制度性的主張，透過實踐式的抗爭行動，以及身心參與的勞動過程，展現社會的新興力量，這種態度

與精神恐怕是「草莓族」難以達成的。 

即使如此，願意投入社會改革的年輕人仍舊是少數。每個世代都有不同的處境與問題，但世代面

對問題的態度與能力，往往會受到所處時代限制，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不僅養成了我們的能力，也

限制了我們的行動。就好比威權時代，「不要碰政治」是許多人的「家訓」，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

恐怖，諸多的高壓統治經驗，讓人們對「政治」噤聲失語，年輕人遠離政治似乎是理所當然。然而，

何以如今社會開放，願意投入社會參與的年輕人仍然有限？ 

其實，在大學生進入大學之前，許多的人生目標就被現有的社會價值限定了，從小到大充滿功利

與競爭的升學競賽窄化了我們的視野，也限制了我們努力的方向。近幾年教育商品化與高學費政策，

不僅影響了教育品質，也剝奪了學生知識學習，以及了解社會、參與社會的空間。許多學生考上大學，

在學費的壓力下，成了「窮忙族」，排擠了上課的時間，最後成了沒賺到錢，也沒有學到東西的「兩

光族」這種現象在私立學校尤為明顯。 

在招生的競爭壓力下，大學新開設的系所，越來越偏向實用學門。而畢業前的就業輔導與就業博

覽會，邀請的多是大型廠商或明星公司，很少邀請 NGO或公民團體到校作為學生未來就業的參考。大

學教育越來越功利導向、市場導向、商品導向，越來越少提供人文思惟，或協助學生接觸不同的社會

群體，學習不同的生活價值，這恐怕是較少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原因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蔡康永：磨利眼光 才看得清世界  張士達／專訪 

本報「台灣希望 2008─年輕人的困境與未來」專題刊出後，時常與年輕人接觸的知名節目主持

人蔡康永建議，新世代每日沉溺於網路世界之餘，不要忘了儲備足夠的眼光來看清這個世界：「培養

銳利的目光，自然就可以看到新的機會。」蔡康永認為，台灣的大學多，其實只是個假象，因為老師

是學院封閉系統的產物，老師給的東西並不是可以用來看透世界的方法，所有花在學校裡的時間，都

不足以讓新世代成為一個更能看清楚世界或看清楚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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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傳統定義裡的工作大部分都不是理想工作，年輕人畢業後只是投入牛圈裡拚命操勞，為老

闆賣命，並沒有讓人快樂；如今高失業率若能讓年輕人被迫重新思考，什麼樣的工作才真正適合自己，

未嘗沒有另一種刺激作用。 

蔡康永表示，網路的確可以讓新世代開拓視野，也可以無遠弗屆地找到其他目光銳利的人來作為

自己養分的供應，但同樣也可以讓人沉溺於線上遊戲、ＭＳＮ、或打屁交友，端看你如何利用這樣的

資源。因此他建議年輕人，不要只是消極地接受訊息，而要進一步去思考背後的結構與真相。就像許

多年輕觀眾看電視只注意好不好笑，卻渾然不知在這背後，節目品質根本不是重點，廣告才是真正要

你看的東西。蔡康永因而警告年輕人：「不要輕易相信媒體餵給你的東西！」 

許多年輕人開始放棄傳統生涯思考，轉而追求生活品質，蔡康永對此相當認同。譬如：不一定要

買房子，不一定要住在大都會，當你不認為生活應該是個戰場時，這樣的模範角色就可以提供參考。 

至於年輕人在Ｍ型社會如何脫穎而出，蔡康永提出一個他自己並不認同、卻相當實用的建議：「要

賺有錢人的錢，因為他們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人」，這種市場在台灣、大陸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他

直言「也許年輕人需要的是這種建議，比較能讓他們看清楚這個世界。」  

蛋糕社最夯 事業、人生皆「樂活」  本報訊 

隨著年輕人價值觀不斷改變，過去曾經引領風騷的學運社團早已退燒，取而代之的是實用技能與

休閒社團。舉例來說，台大近年最熱門的社團是「蛋糕製作研習社」，而且越來越「夯」，不是想進

就進得了。今年入社的社員，還得從兩百人中抽籤選出八十位「幸運兒」。 

蛋糕社社長、哲學系二年級的邱宥達，建中畢業後想進台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台大有個知名的蛋

糕社。他的最大夢想，是畢業後出國深造繼續學做甜點、然後自己獨立開店。社員中更有近半數都想

去考丙級廚師證照，發展更實用的專長。 

機械系二年級的劉智文，加入蛋糕社則有不同動機。機械工程師是未來堪稱穩定的出路，但他並

不想重複父母半生忙碌賺錢、回家後只會看電視的無趣生命模式。劉智文想要及早培養其他興趣，好

讓未來在認真工作之外，能以「樂活」、「慢活」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與態度。 

在此同時，越來越多年輕人不甘依賴家人，不願成為仰人鼻息的上班族，寧可冒險投資開店，不

論成敗至少都操在自己手裡。台北紅樓劇場旁「小熊村咖啡館」的老闆王文廷，就這樣意外催生了一

個國際知名的同志空間。 

身為同志的王文廷，從小就希望將來開家咖啡館，作為讓同志好友們自在相聚的地方。兩年前，

他從加盟開始練習，卻把跟父母借來的錢都陪光了，他不死心地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抱著「三十

歲前若沒成功，就一輩子當別人雇員」的決心。去年三月，在母親「再開店就斷絕母子關係」的威脅

聲中，他在當時因規劃失敗而宛如死城的紅樓廣場開了「小熊村」。 

「小熊村」靠著同志族群號召，逐漸吸引自己人捧場，然而家人仍不諒解，店開了半年，母親都

沒來看過，王文廷很難過，但只能以實際行動作出成績。去年秋天，母親因到西區參加倒扁運動順道

造訪，才發現「小熊村」真的成功了。 

現在，紅樓廣場上越來越多的同志咖啡廳如雨後春筍，每到周末夜晚就湧入上千名同志。這一切，

都從一個年輕人不甘做上班族的開咖啡廳夢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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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你認為有意義的文句劃出來，並抄錄(請加引號、標明一、二、三)再寫出心得、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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