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11‧7 
 
Ⅰ、摘要 
 
◆政治 

今年7月1日中共建黨90週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七一講
話」，總結中共90年來「三件大事」與「三大成就」，首度將「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提升至「制度」層面；自承當前中共面臨執政、改革開

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

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胡錦濤「七一」講話獲「綱領性文

獻」定位，中共中央下達學習通知，大陸黨政軍全面展開學習活動，

貫徹胡講話精神。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頻論政治體制改革，6月27日於英國皇家學

會演講，認為不同社會、國家實現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的

途徑和形式也有所差異，指將「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

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以解決大陸面臨的政、經、社問題，稱未來

大陸將是「一個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人民日報此前

亦刊載「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及「堅決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兩

篇政改基調不同文章，外界評論此或反映中共內部仍在探索政改途徑。 
「十二五」規劃開局起步，本季大陸黨政高層密集前往大陸沿海

發達省份、中西部地區及少數民族地區等20餘省（市、區）考察、調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召開會議、進行集體學習，聚焦經濟發展、民生問

題及人口工作、社會管理等「十二五」重要課題。大陸發布「興邊富

民行動規劃（2011－2015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二五』

規劃綱要」，漸次推進「十二五」政策方針。 
人民日報撰文批評大陸地方政府以「封、捂、堵、壓、瞞」等手

法對待媒體，漠視民意、打壓輿論，阻礙政府與民眾的溝通，呼籲提

高應對媒體能力。隨著資訊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大陸官方開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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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網路傳播力量，依上海復旦大學4月22日發布報告統計，截至2011
年3月20日，大陸共有1,708個黨政機關微博、720個政府官員微博，「微
博問政」成為大陸官員與民交流的新趨勢；大陸官方亦紛紛開設課程，

加強培訓官員使用網路、微博等新興媒體的技能。 
今年6月4日「六四事件」屆滿22週年，大陸官方仍嚴加戒備，不

敢掉以輕心；北京公安機關首度接觸受難者家屬談賠償問題，惟表明

不談「公開真相、司法追究、個案交代」。 
 
◆經濟 

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大陸今（2011）年第1季國內生產毛
額（GDP）為9兆6,311億人民幣，較上年同期成長9.7%，表現尚屬平穩，
惟1-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增長5.2%，物價居高不下，
通膨壓力未除。 

惠譽國際評級日前提出大陸經濟正面臨嚴重長期通膨壓力之警

告，瑞士信貸最新的研究報告，也下調今年大陸經濟增長預測為8.8%，
並警告，緊縮已導致中小企業融資貸款難度加大，一旦情況惡化，將

對大陸整體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及危機。 
面對居高不下的物價指數，大陸人行頻頻提高存款準備率，以限

制銀行體系的放款空間。今年存款準備率已6度上調，最近官方媒體更
預告可能第3度升息。持續緊縮的負面影響已逐漸發酵，很多民企尤其
中小企業因銀行收緊信用而借貸無門，必須以高利向非正統金融機構

融資，爆發信用違約的風險大幅升高，加上工資及原物料價格大漲、

人民幣升值、缺水、缺電等因素，大陸中小企業正瀕臨集體倒閉潮。 
惟大陸經濟目前尚未面臨失速問題，國際貨幣基金（IMF）近日發布

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今年大陸經濟成長預測值維持在

9.6%；高盛投資機構等雖調降今年及明年大陸經濟成長預測值，但仍
維持在9%以上。大陸「十二五規劃」揭櫫加快改變經濟成長方式、調
整經濟結構的方向，即有準備讓經濟成長率降到8%，甚至更低的水準。
是以，關鍵在大陸擴內需、調結構的速度是否夠快，如果大陸有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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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緊縮政策過程中，能夠加速引導經濟結構正確調整，經濟成長率

即使下跌2至3個百分點，對大陸仍是利多於弊。 
目前最棘手的則是大陸房市泡沫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房市泡沫

是金融海嘯以來大陸信貸過度擴張的結果，大陸銀行房地產信貸從

2008年人民幣6,000億元急速擴增至去年2兆9,000億元，泡沫化程度可
以想見。在強力貨幣緊縮政策下，大陸房市泡沫顯已瀕臨瓦解邊緣，

標準普爾最新報告將大陸房地產業展望調整為負面；國際投資機構多

預測大陸房地價格將大幅回檔。由於大陸地方政府房地融資金額極

高，潛藏的不良貸款估計高達人民幣2至3兆元，房市泡沫崩潰勢必嚴
重衝擊地方財政及各地巨額的開發性投資，這也是多數專家及投資機

構預測大陸經濟可能「硬著陸」的最大原因。 
 
◆社會 

大陸藝術家艾未未被大陸方面以不明原因拘禁81天後，6月22日獲
公安機關交保候審，罪名為涉嫌逃漏鉅額稅。大陸官方在拘禁艾未未

的過程中，國際呼籲釋放的聲浪提高，大陸人權問題再度面臨極大壓

力。此外，溫家寶在3月25日大陸國務院舉行之第4次廉政工作會議中
表示，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仍呈「易發多發」之勢，反腐倡廉形勢依

然嚴峻，任務十分艱鉅，顯示大陸過去致力消除腐敗現象的成效仍然

有限。 
大陸近來爆發多起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維穩造成重大影響。這些

群體性事件發生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特點都是在短時間就聚集

上千人，且橫跨好幾個省份，說明民眾為維護本身權益敢勇於挑戰公

權力，無疑增加大陸官方在社會維穩上的壓力。2011年截至6月16日
止，大陸共有22個省或自治區、直轄市發生洪澇災害，大陸著名環保
民間組織自然之友發布年度環境綠皮書「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1)」指

出，當前大陸面臨的環境挑戰正在不斷加劇，2010年是近20年來僅次
於2008年的第二個重災年份。此外，屢屢發生礦場安全管理不善導致
的人員傷亡意外，均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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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衛生部於5月印發「衛生部突發中毒事件衛生應急預案」，及
「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定」，以規範食品相關產品新品

種的申報與受理工作，顯示大陸衛生部門刻正強化食品安全的防範與

因應作為,以避免類似毒奶粉事件再度發生。 
大陸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王培安，4月14日在紐約聯

合國總部表示，今後20至30年，將先後面臨勞動力人口、總人口、老
年人口三大高峰。預計到2015年，大陸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16
億，約佔總人口的16.7%。其中影響最大者，是因老年人口增加所衍生
的照顧問題。 

 
◆文化 

近兩年，大陸高中生「出國留學」風潮不減反增，大陸明星高中

興起辦理「出國班」、「國際班」熱潮，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

重慶及浙江等大城市。儘管一年學費高達8萬至10萬元人民幣，學生家
長仍趨之若鶩。大陸高中生出國留學熱潮，來自於「接受更好的教育」、

「增加就業競爭力」、「逃離國內升學壓力」。學者建議，大陸教育

及高考制度應藉此反思改革。 
2011年5月29日，大陸「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發布了

「2011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指出2010年的大陸全國電影票房高
達14.96億美元，排名世界第5，平均單片票房更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
第2，並預測大陸將成為全球第2大電影市場。然而，在表面的榮景下，
大陸電影產業發展卻潛藏不少隱憂，不但在國內面臨了電影製作與類

型選擇漸趨保守，出現了題材趨同、類型單一的弊病，和盲目投資造

成的投資泡沫危機；在海外市場上，也因為能順利「走出去」的通常

是大陸放棄海外版權的合拍片，使得2010年大陸實際拿到的海外收益
幾乎為零。所以，大陸要邁向「電影強國」，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軍事 

近期大陸軍方重要人事異動為蔡英挺任副總參謀長，成為第6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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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副總長，吳昌德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以及王洪堯任總裝備部政委。

武警部隊在2011-2015年期間建立152個應變救援分隊，總兵力約2萬
人，形成全國應變救援網絡。海軍江凱II護衛艦導彈垂直發射系統是為
節省艦體空間，其火控系統並未升級。共軍空警2000預警機，其碟形
天線設計不良，整體性能不如南韓之美製楔尾預警機。此外，大陸為

加強航太發展，近期發射天鏈1號02星、實踐11號03星與中星10號衛
星。武器裝備添購4套航母攔阻系統與123台AL-31FN引擎，並發展多
款艦載快砲與搜索摧毀裝甲彈藥。演習訓練方面，計有11艘艦艇穿越
沖繩與宮古島間海域，以及針對南海緊張情勢舉行6次演習；另與上合
組織成員國舉行「天山-2號」反恐聯合演習，濟南軍區也舉行前衛211
信息化大練兵。 
 
◆外交 

在大陸高層外交方面，溫家寶出訪馬來西亞與印尼，簽署近30項
雙邊合作文件，達成總額約130億美元的商業協議。另外，第4次日「中」
韓領導人會議在東京舉行，會中宣布將設置日韓「中」合作秘書處，

並同意舉行3國年度亞洲政策磋商。胡錦濤本人則出訪哈薩克、俄羅
斯、烏克蘭，並且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峰會，呼籲弘揚「上

海精神」，推進區域內交通、能源、通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在大國外交方面，第3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府召開，對

話主要議題包括人民幣匯率、兩國企業雙向投資，此次會談首度納入

戰略對話及軍事安全議題。此外，溫家寶在會晤澳洲總理吉拉德時表

示，大陸始終將澳洲視為「互利合作的重要夥伴」；吉拉德則在會談

中提及大陸人權問題，並且建議加強雙方軍事交流。 
在第三世界關係方面，胡錦濤會晤緬甸總統吳登盛，同意將兩國

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並加強在經貿、交通、能源、

農業、禁毒等領域的合作。此外，胡錦濤亦與巴西總統羅塞芙舉行會

談，認為兩國戰略伙伴關係應進入「全面快速深入發展」的新階段，

雙方並簽署涵蓋政治、防務、科技、水利、質檢、體育、教育、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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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電力、通信、航空等領域的合作文件。 
在多邊外交方面，「金磚國家領導人3次會晤」在海南三亞市召開，

各國領導人承諾未來將充分利用聯合國、20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
合作機制，開展務實合作。「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會」則在海南博鰲
舉行，胡錦濤在開幕演講中指出，未來5年大陸將著力實施擴大內需，
特別是消費需求，並且實施「走出去」戰略，引導各類所有制企業到

境外投資。「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第2輪戰略對話在阿布達比舉行，
雙方認為應盡早召開專家會議，擬定在貿易、投資、能源、文化、教

育、科研、環境、衛生等領域的行動計劃。此外，楊潔篪在出席第10
屆亞歐外長會議時指出，非傳統安全問題已日趨凸顯，各國應本著「加

強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共同迎接挑戰。 
在涉臺外交方面，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時批評，「臺灣關

係法」是干涉「中國」內政的法律，美若再軍售臺灣將傷害美「中」

軍事關係。 
 
◆港澳 

香港方面：港府5月就立法會議員辭職或因其他情況而出缺的議席
提出遞補機制，香港大律師公會表示，港府有關替遞建議不符合基本

法第68條「立法會議席須由選舉產生」的規定，恐有違反基本法之虞；
大陸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於6月12日至16日分別至港澳進行工作
考察，港澳輿論就其此次考察開放務實態度採正面肯定，惟亦有反面

批評表示：王光亞此行對港澳事務的諸多評論，似有破壞「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之嫌疑，並有其特定之政治目的；今年是「六四事件」

22週年，港澳兩地在6月4日當晚均舉行燭光晚會，媒體稱兩地的集會，
青年與大陸民眾較往年多，學者表示：「六四事件」是港人最強的集

體回憶，程度尤甚於「七一」遊行，只有大陸政府改變對「六四事件」

的態度，或中國大陸出現真正民主，才有望解開港人「六四情結」；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於5月20日在香港美國商會午餐會上發表演
說，重申關切港澳發展的立場；「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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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會」)，以及「港臺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於5月
17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第一屆臺港文化論壇。此次論壇為兩地文
化界、文創界人士搭建一個溝通與對話的平臺，以利雙方在拓展華人

品牌及市場等方面建立具體合作關係。 
澳門方面：澳門立法會通過「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其內逗留及博

彩的條件」法案。當地輿論表示，該項政策有助於落實負責任博彩，

實現經濟多元化的構想，同時提升澳門當地人力資源質素，促進經濟

穩定發展，更可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臺灣宣布開放陸客自由行，港

澳旅遊業為因應競爭，不約而同提出「一程多站」概念，希望把市場

做大提升相關獲益。 
 
◆對臺政策 

大陸高層近期在重要場合發表對臺談話均持續強調，為確保兩岸

關係穩定發展，應鞏固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

提出兩岸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也應該共享兩岸關係發展成

果，尤其是讓臺灣基層民眾更多、更廣、更均衡地從兩岸交流合作中

受益。   

在兩岸交流方面，包括5月7-8日在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七屆兩岸
經貿文化論壇」，以及6月11-17日在福建舉行的「第三屆海峽論壇」，均
強調與基層民眾的交流。有關大陸中央官員來臺部分，多根據先前兩

會簽署的協議，進行業務溝通與交流，包括司法、境管、金融等；大

陸地方省級團訪臺活動，在本季持續升溫，如安徽省長王三運、廣西

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四川省長蔣巨峰、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河南

省長郭庚茂及山東省長姜大明等，進行經貿、文化交流及對臺採購等

活動，並廣泛接觸我各階層民眾。此外，近期大陸解放軍總參謀長陳

炳德率團赴美及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ke Mullen）率團
訪問大陸時，大陸方面皆敦促美方減少對臺軍售、不向臺灣出售先進

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