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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五次「茉莉花」集結活動，引發大陸官方與網民的網路戰爭，使大

陸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又向前邁進一步。 

¢官方發動輿論攻勢，維護社會穩定。 

¢大陸公共安全經費再度超越國防經費，顯示維穩壓力增大。 

¢腐敗已成為大陸社會最大的危險。 

¢消費者物價指數連兩個月超標，潛藏社會不穩定因子。 

¢貴州礦場氣爆造成重大傷亡，凸顯礦場安全仍有大幅改善空間。 

 

一、社會矛盾 

u五次「茉莉花」集結活動，使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又向前邁進

一步 

受到北非突尼西亞發起「茉莉花革命」民主成功的影響，設在美國的大陸異

議網站「博訊新聞網」也號召在大陸發起「茉莉花」集結行動。首次集結行動於 2

月 20日舉行，共有北京、上海、廣州等 13個城市民眾響應網路號召的「茉莉花」

集結行動，主要訴求大陸社會公平、正義、結束一黨專政、新聞自由(蘋果日報，2011.2.21)。

13 個城市集結地點都是當地知名鬧區，包括北京王府井麥當勞前、上海人民廣場

「和平影都」前、廣州人民廣場星巴克咖啡門口、南京鼓樓廣場秀水街百貨門口

等。其中規模最大的屬北京市王府井，一度集結上千人，大批警力戒備，氣氛緊

張，有人手持茉莉花表達理念，與警方爆發肢體衝突，至少有 4 人被捕。美國駐

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還特別至天安門廣場就近觀察集結狀況，並引來大陸

官方媒體撰文揶揄「美國大使『碰巧』途經王府井，誰信？」(環球時報，2011.2.25) 。大

陸著名異議作家冉雲飛於 2月 24日被大陸方面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為理由拘

留；四川成都檢察院 3月底批准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逮捕冉雲飛 (中

央社 2011.3.29) 。 

除第一次? 莉花集結行動外，大陸網民又分別在 2 月 27 日、3 月 6 日、3 月

13日及 3月 20發起另外 4次茉莉花集結行動，代號分別為「兩會」、「三個代表」、

「四面八方」，並且預定於 4月 3日舉行第 6次集結行動的代號為「五湖四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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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新聞網，2011.2.22、2011.3.1、2011.3.13；星島日報 2011.3.13)。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第 3次茉莉花聚

集行動首次擴及大陸大學院校。報導表示「茉莉花」集會發起者在網上向大陸 100

多所高校大學生發出呼籲，不要保持沉默，希望他們行動起來，參加每週日的「集

體散步」 (美國之音中文網，2011.3.9)。另外美國之音引用博訊網的報導指出，有北京大學

學生在 3 月 6 日下午向在北大、清華附近的海龍大廈門前廣場聚集，附近的地鐵

站被關閉，警方出動直升機高空監視(蘋果日報，2011.3.7；美國之音中文網，2011.3.9)。雖然「?

莉花」行動在大陸官方強力監控下，未形成大規模的集結行動，但此種利用網路

而發起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顯然使具有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

發展，又向前邁進一步。 

 

u「茉莉花」串連活動所引發的大陸內部網路戰爭 

「茉莉花」串連活動是全新的網路革命，是一種沒有組織、沒有領袖，且自

發、迅速的革命（明報月刊，2011.3。根據美聯社報導指出，「茉莉花」串連活動的發起者有好幾個源頭，且各源

頭之間是不相關聯的匿名團體；其中一個團體是由20位大陸人透過網路匿名組成，以年輕人為主，其中在大陸境內有8人，

其他12人分布在6個國家。海外民運人士為支持大陸「茉莉花」民主運動，決定將「中國茉莉花民主運動全國總指揮部」設

於紐約的中國民主黨中央黨部，由謝萬軍為總指揮，希望讓大陸「茉莉花」民主運動能夠有綱領、有組織、有策略、有計

劃和有目標的長期開展。美聯社，2011.4.6；旺報，2011.3.2）。其以網路串連方式亦顯示出大陸「茉

莉花革命」的侷限，縱使未遭到中共方面的網上防堵，亦會受到「五毛黨」（「五毛

黨」是對網路評論員的蔑稱，其不斷在網路上發表美化中國共產黨的帖子，而對異見帖子進行灌水，甚至洗版，以求達到

「和諧」的網路環境）刻意地混淆資訊。 

其實，大陸方面自2月19日即展開網路封鎖，各門戶網站的部落格和網路社群

都對「茉莉花行動」作了關鍵詞過濾，新浪網部落格甚至臨時關閉站內內容搜索（

亞洲週刊，2011.3.6）。3月21日，Google發言人指大陸政府干擾Gmail的電子郵件服務，

令用戶難以使用（香港蘋果日報，2011.3.22）。除了技術性干擾外，3月1日起，大陸境內大

部分入口網站與論壇更同步刊登「禁止利用網際網路等從事違法活動的通知」，

禁止利用網際網路、通訊工具、媒體以及其他方式從事組織、煽動抗拒、破壞憲

法和法律、法規實施，以及捏造或扭曲事實、散佈謠言，妨礙社會管理秩序（千龍網

，2011.3.18）。 

從大陸「茉莉花」網路串連的規模和組織來看，由於行動的組織者始終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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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未能在現場進行安排部署，一些市民並不知發生何事，無法達成有效參與（

亞洲週刊，2011.3.6）。反觀在大陸官方部分，一連串的集會卻正好提供一次次阻止城市

暴動的演練機會，大陸主要城市的警方大規模出動，行動力度和範圍為歷年來所

未見（亞洲週刊，2011.3.6）。由此來看，此次所謂的茉莉花行動，似乎是以官方的「勝

利」而告終（亞洲週刊，2011.3.6）。 

 

u官方發動輿論攻勢，維護社會穩定 

為避免「茉莉花」串連活動影響社會穩定，大陸官方除加強監控異議分子之外，

並且展開輿論攻勢。例如新華社所屬的環球時報在 2月 25與 26日分別發表社評「唯

恐天下不亂者舉世難絕」、「世界『亂一下』，西方未必不想賭」(環球網，2011.3.25、2011.3.26)。

內容主要指出，西方輿論期待「茉莉花革命」這波「民主化浪潮」傳到大陸、搞亂

新興大國仍是西方國家的政策，並且表示境外媒體宣稱 2月 20日集會示威者多達數

百人甚至數千人是一種新聞造假。北京日報在頭版刊載任思文所撰題為「自覺維護

社會和諧穩定」的文章，指出「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亂局引向中國。他

們通過互聯網煽動非法聚集，妄圖製造事端，挑起『街頭政治』。廣大群眾對此強

烈不滿，少數人的表演只能成為一場自編自演的鬧劇，有境外媒體戲稱其為個別人

的『行為藝術』。一些滿以為可以在中國製造和尋找中東式新聞的人，最後只能落

空」(北京日報，2011.3.5)。上海解放日報及其同系的新聞晨報也共同發表一篇名為「穩定

是人心所向」的文章，呼籲群眾「不信謠、不傳謠、不參與」 (解放日報，2011.3.6)。大陸

官方的輿論攻勢不僅停留在國內，也伸向海外，3月 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就發表「中

國不是中東」的文章，強調「『街頭政治』，只會製造社會震盪，只會把事情搞得

更糟，只會使正在穩步發展的中國社會停滯，甚至倒退。中國不是中東，想把中東

亂局引向中國的圖謀注定落空」。大陸官方透過媒體頻頻發動輿論攻勢，說明「茉

莉花」行動的確已經對於維穩工作形成重大壓力。 

 

u大陸公共安全經費再度超越國防經費，顯示維穩壓力增大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引用金融時報的報導指出，大陸財政部公布2011

年的預算當中，公共安全預算支出為 6,240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 6,020億人民幣

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總合還要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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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政部並且表示，2010 年的公共安全經費上漲了 15.6％，為 5,490 億人民幣；

國防開支的漲幅則是 7.8％，為 5,334億人民幣；另外財政部也指出，2010年大陸

的公共安全經費超過預算 6.7％，約 346億人民幣。據金融時報北京特派記者報導，

大陸公共安全經費不斷增加，顯示北京政府越來越擔心社會動亂，同時在外部有

中東、北非的反政府示威導致的動蕩局勢影響，內部有新疆、西藏等地區近年來

的動亂，北京政府對可能出現的社會不穩定高度緊張(BBC 中文網，2011.3.7)，從公共安

全經費連續兩年超越國防經費的角度而論，大陸維穩的壓力的確在增加之中。 

 

二、腐敗問題 
u腐敗已成為大陸社會最大的危險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結束後的中外記者會上表示，當前最大的危

險在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他並指出「深知國之命在

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

府」(文匯報，2011.3.15)。溫家寶此言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今年 2月 12日鐵道部長劉

志軍才因嚴重違紀而遭撤職調查，傳聞是由於牽涉大陸高鐵的巨額腐敗及生活作風

腐化，涉及資金從數十億到上百億人民幣不等，且疑與多家上市公司勾結(新華網

2011.2.12)。大陸向有「撼山易，撼『鐵老大』難」之?，且劉志軍讓大陸的高鐵因競

標美國高鐵工程而搶占國際新聞版面，若非貪腐情況嚴重，恐不致去職。根據大陸

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 2008年針對城鄉居民的社會態度調查顯

示，在教育、衛生等十一項目的不滿意度中，對於政府懲治腐敗的不滿意度為 38.79

％，僅次於環境保護的不滿意度 39％，說明大陸民眾對於官方加強政府懲治腐敗的

力度，仍多有期待，若不滿意度持續增加，確實會為維穩帶來危險。 

 

三、民生問題 
u消費者物價指數連兩個月超標，潛藏社會不穩定因子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大

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 總值增長8％左右，經濟結

構進一步優化，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 4％左右，城鎮新增就業 900萬人

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6％以內，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新華網 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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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資料，2011 年 1 月及 2 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都比去年同期上漲 4.9％，雖然比市場預期上漲的 5.2-5.5％低，但是卻高於大陸國

務院設定目標 4％，顯示大陸通貨膨漲的隱憂並未完全解除(中國時報，2011.2.16；經濟日報，

2011.3.12)。根據大陸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於 2008 年針對城鄉

居民的社會態度中的社會公平性調查顯示，對於收入差距公平感的數字為 28.58

％，比 2006 年公平感的 40.21％，足足下降了 11％，課題組表示這意味著貧富分

化對於社會公正的損害還在加劇。物價上漲恐會加劇此種不公平感，對於社會穩

定將帶來不確定的變數。 

 

四、安全監管 
u貴州礦場氣爆造成重大傷亡，凸顯礦場安全仍有大幅改善空間 

大陸貴州省盤縣 3月 13日發生煤礦場氣爆意外，造成 19人不幸身亡，15人

順利逃出井外(蘋果日報，2011.3.12)。2010年 10月 27日該省大坑煤礦才發生透水事故，

曝露出帶班礦領導未能與職工同下同上，未能在井下進行交班的問題(新華社

2010.11.5)。此次又發生氣爆，雖然事故原因尚在調查中，但卻顯示大陸煤礦的礦場安

全，仍有大幅改善的空間。根據媒體報導，大陸每年幾乎都會發生煤礦的重大氣

爆死亡事件，例如 2010年 3月 31日，河南省伊川縣的白窯六礦氣爆意外，共 44

人罹難；2009年 11月 21日，黑龍江省鶴崗市新興煤礦發生氣爆，共 108人死亡；

2008年 9月 21日，河南省登封市新豐二礦發生瓦斯外洩爆炸，共 37人死亡(蘋果日

報，2011.3.12)。未來大陸若是不能找到有效方法落實礦場安全工作，發生氣爆致造成

重大傷亡的意外事故，恐將持續發生。 

 

（戴東清主稿；「『茉莉花』串連活動的網路戰爭」部份由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