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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摘要 
 
◆政治 
中共於 2008年 10月 9-12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

次全體會議，會中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宣示中國大陸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

階段，部署推動新一輪農村改革工作。 
2008年 12月 18日，中共在北京舉行「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召開 30 週年大會」。胡錦濤發表講話，提出「不動搖、不懈怠、
不折騰」和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

宣示未來深化改革開放的必要性與決心。 
中共 2008年底召開經濟、農村、政法、檢察工作會議，2009年首

要任務在因應經濟形勢對社會、政局之可能衝擊，各項工作環繞「經

濟民生」展開部署。經濟及農村工作著力於保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

策及繼續加大「三農」投入；政法與檢察工作強調維護司法公正、保

障社會公平正義。 
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表示，中國大陸腐敗現象短期內難以消

除，反腐倡廉形勢仍然嚴峻；近期為防貪腐問題加深社會不滿，要求

嚴明用人紀律、強化問責與監督力度；為確保 4 兆億元人民幣擴大內
需方案有效執行，中共擴編中央巡視組並組建聯合檢查組，加強巡視

監督。 
中國大陸民主人士聯署公布「08憲章」，引發海內外關注；官方定

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留、傳訊有關人士，並進行媒體新聞管制，

試圖封鎖相關消息。 
中央宣傳部展開新一輪媒體整頓，網路媒體與若干平面媒體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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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炎黃春秋正面報導趙紫陽，險遭撤換領導班子，顯示中共對媒

體報導容忍度可能有所調整。 
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於 2008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5日，舉行 2002

年以來第 8 次會談，雙方意見分歧仍大，對「民族自治」內涵之認知
亦存在差距，會談未能有實質進展；隨著國際情勢轉變、中共影響力

增強，中方將更具談判優勢。 

 
◆經濟 

2008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成長仍達 9％，惟工業
生產增長緩慢（較 2007年增速回落 5.6個百分點）。中共當局在 2008年 11月份
提出 4兆人民幣的振興經濟方案，同時在 2008年 9-12月間共 5次降息，
1年期存、貸款利率各調降 1.89與 2.16個百分比，這是 11年來的最大
降幅。然而，這不是中國大陸解救全球經濟的藥方，而是中國大陸要

度過經濟寒冬的保命丹。 
  經歷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已經密不可分。目前
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依賴程度高達65％以上，外匯存底超過1.9兆美元，
外債超過4,200億美元，利用外資超過1兆美元，外商占中國大陸貿易比
重超過55％。從2007年以來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大陸經濟也應
該難以倖免。然而，2008年除經濟成長達9％外（第1季10.6％，第2季10.1％，

第3季9.0％，第4季6.8％），固定資產投資同比成長25.5％，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同比成長21.6％，外貿順差達2,955億美元（同比成長12.3％）。似乎中

國大陸並沒有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 
  但是，許多經濟領先指標都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寒冬可能即將到

來。2008年以來，中國大陸房市景氣已經連續11個月下滑，回到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的低點；中國大陸房地產銷售價格已連續3個月下
滑，創歷史最大跌幅；上海股市則從2007年10月的5,955點的最高點一
路狂跌到2008年11月底的1,871點，跌幅高達66.9％，市值蒸發將近15
兆人民幣。中國大陸資產市場狂跌與國際金融危機讓中國大陸消費信

心指數下降到92點，比前年同月下降5點，是3年以來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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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已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

中共當局正在力挽狂瀾。自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共總理溫家寶

於2008年11月5日首度表示要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鬆的貨幣
政策」，明確發出政策轉向訊息。隨後，11 月9 日中共宣布兩年內要
投入4兆人民幣（將近5,860億美元）振興經濟。此外，從2008年9月底到現在，
中國人民銀行共調降2個百分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釋放大約1兆人
民幣資金；調降1年期存貸款利率各1.62與1.89個百分點，創11年來最
大降幅。 
  面對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大陸經濟無法倖免，中共當

局也不敢掉以輕心。世界銀行預測 2009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只有 7.5
％，經濟學人（EIU）的預測亦只有 6％。看來中國大陸又要陷入保 8的
經濟成長率保衛戰。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遠比亞洲金融危機的殺傷力要

大、要猛，中國大陸能否安度這次經濟寒冬，嚴峻考驗中共當局的決

策。 
 
◆社會 

雖然中國大陸目前正面臨號稱「改革以來最寒冷的冬天」，各地

紛傳企業倒閉，民工失業屢聞新高，在年終的票選活動中，網民也選

擇「殤」字作為本年度的代表，景氣低迷、哀鴻遍野，由此可見一斑。

根據一般估計，中國大陸此波社會緊張的頂點，將在農曆年節前後；

企業經營不善、民工工資發放、以及民工返鄉問題，都將面臨一個總

的結算。除大小抗議、衝擊治安外，是否因此爆發較大規模的群眾運

動，並因此威脅社會穩定，引起海內外相關人士的高度關注。 
但就整體社會形勢觀察，過去的這一季(2008年 10至 12月)，反而相對

平靜些。相較之前幾個月，有 6月的貴州甕安事件、7月雲南孟連事件、
9月擴散全國的三鹿毒奶問題，就中國大陸的社會情勢而言，本季度特
別值得注目的，可能不是社會抗議的紛紛擾擾，反而是中共當局面對

社會事件的新作為。 
中共一連發布兩份有關民族團結的政策文件，其中「黨和國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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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宣傳教育提綱」強調民族團結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

題，要嚴格執行國家的民族政策，運用各種方式進行宣傳，以鞏固和

發展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學校民族團結教育指導綱要（試行）」通知，

明確規範各級學校規劃民族團結教育的內容標準。民族團結問題一直

是讓中共當局感到棘手的問題，以上文件顯示中共當局將經由宣傳及

教育等途徑加強推動民族團結工作。 
 

◆文化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有關部門決定，從 2008 年開始，用 5 年時間

選聘 10 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處書記習近平強調，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要著力構建大學生村官工

作長效機制，努力使大學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幹得好、流得動。

評論者認為，官方的大學生下鄉計畫，是為了緩解日益嚴重的大學畢

業生失業問題。 
中共文化部期用 5 至 10 年使中國大陸躋身世界動漫大國和強

國，然而其動漫產業鏈配套不健全、建設缺乏分工、企業營利模式不

成熟、少數地方盲目投入，導致目前中國大陸的動漫基地過多，以及

外國動漫產品至今仍主導中國大陸動漫市場等問題，均影響中國大陸

的動漫產業發展。 
中共於 2008年 10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

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給予外國記者更大的採訪自由。然而，中國

大陸媒體卻仍無法享有相等的採訪自由。這種新聞管理「內外有別」

的政策，顯示中國大陸的真正新聞自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軍事 
目前解放軍志願役士官達 80多萬，覆蓋所有專業技術及指揮班長

崗位。海軍派遣艦艇前往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打擊海盜，象徵意義

大於實際意義。出訪俄、柬、泰、越等國，刻意穿越津輕海峽走出太

平洋。中共向美國保證不再測試反衛星武器，美國希望北京不要再製

 4



造軌道碎片。最近航天活動頻繁，發射「實踐 6號」；「遙感 4號」、「遙
感 5號」；「風雲 2號」；「創新 1號」及「試驗 3號」衛星。未來文昌、
西昌發射基地將成為 1個中心、兩個基地，西昌只擔任緊急發射任務。
866 醫院船服役東海艦隊。第 5 艘 054A 護衛艦接近完工。推出 SW-1
紅箭彈炮合一炮塔。Il-76/78運輸/加油機延後交機。「前鋒-2008」山地
進攻演習突出營合成訓練地位。中印「攜手-2008」聯合反恐演習強化
軍事互信。 
 
◆外交 
有鑑於國際社會正遭受金融風暴嚴重衝擊，中共近期從事外交活

動，尤其在進行多邊對話時，一再對國際金融問題表達意見，顯示中

共正利用此次金融危機，提升對國際金融問題的發言地位與影響力。 
中共總理溫家寶在 2008年 10月 30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總理第 7 次會議時，呼籲「上合」成員國應推動金融界、企業界進
一步的緊密合作，加強對全球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研判以及貨幣金融

政策的協調。 
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 2008年 11月 15日參加於美國華府舉行的「20

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時，也提出以「全面性、均

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並且具體

地提出 4項改革建議：（一）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
系；（二）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提高開發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

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鼓勵區域金融合作，充分發揮地區資金救助

機制作用；（四）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另外，中共 2008年 10月 24日在北京主辦第 7屆「亞歐首腦會議」，

會中亦以國際金融問題為主要討論議題。溫家寶在會中批評西方國家

的金融監察體系缺乏透明，是引發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並

且呼籲各國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2008年 12月 3日，中共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與南韓總

統李明博在日本福岡舉行會晤，針對國際金融危機交換意見。3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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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會中發表「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呼籲亞洲各國加強

金融和實體經濟領域的合作。雖然中日韓領導人並未針對如何深化 3
國間的合作，提出具體計畫，但是中日韓領導人透過舉行首次的 3 邊
會晤，針對國際金融問題表達看法，已成功地吸引其他國家對於中日

韓共同立場的關注。 
 

◆港澳 
香港方面：港府於 2008 年 10 月份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為因

應兩岸關係提升及發揮香港可扮演的角色，將加強臺港交流與合作；

港府調降 2008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原先的 4-5％調降為 3-3.5％；
傳媒指亞視高層因表示要讓亞視擺脫中央電視臺香港分臺的印象而

遭逼退，再次引發中共干預新聞自由的爭議；中共對香港釋出 14 項
經濟優惠措施，以支持香港穩定金融及發展經濟；美國認為中共全國

人大常委會否決港人在 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是再次延
緩香港的普選進程；香港貿易發展局駐臺辦事處於 2008 年 12 月 5日
開幕，該局發言人表示，臺港兩地應能做到優勢互補及合作發展。 
澳門方面：澳門政府於 2008 年 10 月 22 日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提出「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並訂於 2009 年 1 月 5 日一般
性討論及表決該草案；澳門 2008年第 3季經濟成長率為 11.3％，明
顯低於第 1、2 季的 32.3％、22.2％；香港立法會議員赴澳門參加遊
行被拒，香港民主派人士稱澳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尚未通

過，就已有寒蟬效應，並帶給香港極大的壓力；中共對澳門釋出 9
項經濟優惠措施，以進一步支持澳門經濟穩定發展；「第 8屆澳門美
食節－臺灣夜市」在澳門舉行，希望吸引更多澳門居民來臺觀光。 
 

◆對臺政策 
本季以來，中共對臺工作採取柔性策略，在堅持基本底線的前

題下，積極由各面向爭取兩岸「和平發展」及「和平統一」之機會。

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於舉行「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30週年座談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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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六點意見（「胡六點」），貫徹中共過去以

來對臺方針，成為中共今後對臺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國際

互動發展工作指導方向之綱領性文件，有對內及對外重要宣誓目

的。另兩岸兩會在臺北舉行第 2次「江陳會談」，並順利簽署 4項協
議，中共方面將之視為兩岸關係及對臺工作的重大突破，是自 1979
年全國人大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兩岸直接「三通」

進程的努力成果。同時，針對兩會所簽署的協議及全球金融風暴對

兩岸經濟的衝擊，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紛就相關議題推出各項

措施或舉辦交流活動，及呼應我政府所提相關政策措施，突顯下階

段兩岸經貿工作方向。此外，鑒於近期兩岸氣氛逐漸改善，中共對

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若干場域採取有限度的彈性模糊策略，後續發

展值予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