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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 Bachelor in Social Welfare (CCU in Chiayi, Taiwan)

§ Master Major in Social Welfare  (CCU in Chiayi, Taiwan)

§ Master Major i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YC, USA)

§ Ph.D. Major in School of Social Work, focusing on Social Policy field  (Rutgers in NJ, 
USA)

§ 紐約哲學星期五志工

§ 海外台灣青年陣線紐約分部成員

§ 海外台灣青年陣線成員



某個週五的下午…隔天要去紐約聲援台灣婚姻平權的活動

§ 後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99hB1tdZg



台灣，你是
個流氓國家

§ [05:12] “Yeah, she called him. But how are all these rogue 
world leaders getting his number? “川普跟這些流氓國家領導
人通電話（包括台灣），他們怎麼會有他們的電話號碼呢？” ... 
He will apparently take any congratulatory call. It doesn't 
matter who it's from. 'Ehm, Mr. Trump, we have a couple of 
well-wishers on the phone, it's Robert Mugabe, Joran van der 
Sloot, and the guy who shot Harambe.'"







§ 從保守到自由的意識形態光譜

§ Breitbart

§ New Yorker, NYT,Wash Po…





§ 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 歸類從自由價值到保守價值依序為

紐約時報NYT、華盛頓郵報WAPO、洛杉磯時報LATimes、波士頓全球BostonGlobe、華爾街日報WSJ、Breitbart.

§ 陳祥、陳嘉珮在2009年的研究搜集20年間關於台灣為主題的新聞報導，蒐集了501篇新聞，





§Research Question

屢次被提及的美國「一個中國政策」是否在新聞媒體
中被完整地呈現出關鍵的訊息？

§ 「一中政策」是過去台灣與美國外交關係最重要政策之一，假若錯誤的誤植訊息，國際
理解台灣是否屬中國一省，這個認知將會有嚴重的誤解。因此是否能夠正確的敘述關鍵
的一中政策內容，特別是「承認」(recognize)與「理解」(acknowledge)兩字彙的正
確使用就會是關鍵的差異。

§ 另外，中國理解的一中政策跟美國政府理解的一中政策本不同。



§ 大數據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Word Cloud、Word
Correlation）

§ 內容分析法（質性研究）







§ 在敏感性分析上，研究者將在網路上台灣網路社群
轉載率較高，且是較親台並且為台辯護的文章進行
搜集與分析，

§ 林飛帆、陳為廷、林倢三人在華盛頓郵報上投書
”Americans should stop using Taiwan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against Trump and China” 

§ huffingtonpost---”Why U.S. Progressives Should 
Become Friends Of Taiwan”

§ Foreign affairs---”Taipei's Name Game”

§ BostonGlobe --- “There is one China and one 
Taiwan. Let’s all stop pretending otherwise.” 

§ The Diplomat--- ”Trump's Taiwan Phone Call 
Shows Need for US Policy Change.” 

§ Forbes--- “Trump Is Using Taiwan As A 
Bargaining Chip In Relations With China”



§ What do you see in this table…

§ What do you think ….





§ 在單詞分析中，當我們放入關鍵字 acknolwedged時，在0.5關聯性以上的字眼中，無
論是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又或是華盛頓郵報皆未出現關鍵跟台灣有關的字彙，然而在
親台派文章的文本分析中，放入字acknolwedged關鍵字時，出現”act”法案（0.71）
同意”agreements”（0.63）以及台灣中國“taiwanchina”(0.63)。

§ 關鍵字China, Taiwan 出現時，出現"recognition” 以及 “recognized” 的關聯性相當高。
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回過頭去翻閱這些新聞，這段時間主流媒體在面對一中政策時，
時常誤植錯誤的資訊，讓閱聽大眾容易以為美國支持的一中政策即是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的一部分，然而在這些親台派文章中，可觀察到他們觀察到錯誤誤植一中政策的嚴重性，
花費相當多的力道解釋與討論。並且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與中國的差異以及屬於
台灣的政治、經濟成就。



台灣，
你想變成怎樣
的一個國家



不要太做
自己好不好





HI 我們想讓
台灣變成怎樣
的一個國家



“媒體也許不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要怎麼想（What to 
think），但它卻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該想些什麼（
What to think about）”

Bernard Co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