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中共召開「十七屆三中全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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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農村改革發展新戰略。  

召開系列工作會議，環繞「穩定經濟民生」主軸，展開2009年經濟

、農村、政法及檢察等重點工作部署。 

中共舉行「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總書記胡

錦濤回顧改革開放歷程，總結30年來的經驗，並宣示未來深化改

革開放的必要性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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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多管齊下整治貪腐問題，以防引發

社會強烈不滿。 

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公布「08憲章」，呼籲中共順應潮流、實行民主

憲政，引發海內外關注。  

中共中央宣傳部展開新一輪媒體整頓，網路媒體及若干平面媒體均

受波及。 

中藏舉行2002年以來第8次會談，雙方意見分歧仍大，未能有實質進

展；隨著國際情勢轉變、中共影響力增強，中共將更具談判優勢。 

 

一、召開「十七屆三中全會」，擘劃新一輪農村改革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十七屆三中全會」）於 2008年 10

月 9-12日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為中共「十七大」以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首次向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做工作報告，在開革開放 30週年之際，又以「農村改革

發展」為討論議題，因此備受外界關注。 

 
回顧年來中央政治局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 
根據會議公報，會議肯定「十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應對國內外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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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形勢和今年年初南方雪災、「512」四川汶川震災，以及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

會和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等工作（新華社，2008.10.12）。 

此外，在當前經濟形勢方面，會議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改

變，總體形勢是好的；惟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際

經濟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中國大陸經濟運行亦存在一些突出的

矛盾和問題（主要為經濟增長放緩趨勢明顯、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增速下降、資本市場持續波動和低迷等。新華網，

2008.10.19）。強調要更加堅定地推動科學發展，提出未來應對重點為採取靈活審慎的

宏觀經濟政策，並著力擴大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以保持經濟、金融、資本市場

及社會大局的穩定（新華社，200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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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農村改革發展新戰略 
「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2008 年

10月 19日授權新華社對外發布），全文約 1.5萬字，共分為 6個部分（1.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重

大意義；2.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3.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4.積極發展現

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5.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6.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推進農村

改革發展提供堅強政治保證）。「規定」自承現今仍面臨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農民

增收困難等問題，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更是一大挑戰；並揭櫫新

一輪農村改革發展 6大基本任務，希冀到 2020年能達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

體制基本建立、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

比 2008 年翻一番（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農村社會管理

體系進一步完善、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等目標（新華社，

2008.10.19）。 

「決定」宣示中國大陸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並部署

推動新一輪農村改革工作，其中又以農地制度改革和破除城鄉二元壁壘最受矚

目。在農地制度改革方面，「決定」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

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惟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及土地用途；為破

除城鄉二元壁壘，「決定」提出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及統籌城

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等，希藉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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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9）。 

中共在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改革開放序幕，農村生產體制的突

破催啟中國大陸全面經濟改革；惟長久以來「重工輕農、以農支工」、「城鄉隔離、

以鄉保城」的發展策略，以及土地、戶籍等結構性問題，使得「三差」（城鄉、區域、

貧富差距）矛盾日益突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逐年惡化，對中國大陸社會穩

定及經濟發展均有不利影響。儘管農村改革發展議題極為重要，然因事涉中共基

本體制（土地國有制、集體所有制被視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份及制度基礎。荊誠，「誰是繼續改革新阻力」，

鏡報月刊，2008.11）及既得利益集團，改革之路不免舉步維艱。此次農地制度改革並未

觸動土地產權變革的核心癥結，僅欲藉完善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加大土地流轉的

流暢度，以吸引資金、發展大規模農業生產，進而提升農業經濟；另在破除城鄉

二元結構方面，亦無更改現行戶籍制度的具體措施，微調式的改革能否解決問題、

化解政經社的扞格，仍有待觀察。 

 

二、召開改革開放30年紀念大會，肯定改革開放成就 
胡錦濤發表講話總結改革開放經驗，宣示持續推進之必要性與決心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長期「左傾」的

束縛，確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作出

進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決定全黨工作重點自 1979 年起應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上，在現代化建

設中又必須集中精力在農業上。信報，2008.12.18）。自此，中共中央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

到「經濟建設」，對中國大陸各層面皆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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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於會中發表講話，回顧改革開放歷程，將 30 年來的經驗概括

為「10個結合」（1.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2.必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3.必須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4.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

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5.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6.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

文明素質結合起來；7.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8.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9.必

須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10.必須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

起來。新華社，2008.12.18），並將改革開放列為近百年來中國第 3次偉大革命；提出「4個

一定要堅持」（一定要堅持抓好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發展」，更好地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定要堅持戒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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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艱苦奮鬥，不斷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新局面；一定要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繼續推進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

機制。新華社，2008.12.18），宣示未來深化改革開放的必要性與決心。胡錦濤表示，希冀

到中共建政 100年時，能達成「惠及 10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基本

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偉大目標；同時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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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實現偉大目標的關鍵（新華社，2008.12.18）。 

 

以「穩定」作為漸進改革方針，政治改革恐難有所突破 
中共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不僅在改革路線上引起諸多爭議（如姓「社」還是姓

「資」、「計劃經濟」抑或「市場經濟」等），且多次面臨改革與反改革的爭論。如中國大陸內所

謂「新毛派」，即認為毛澤東時代是個平等、治安良好的社會，否定改革開放，主

張重回毛澤東路線（信報，2008.12.18）。改革開放 30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獲得長足發展，

但亦產生貧富差距擴大（1978年中國大陸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 0.23，至 2007年暴增至 0.5，超越警

戒線，顯示貧富差距嚴重。臺灣蘋果日報，2008.12.18）、社會矛盾增多等問題。據「鳳凰網」一項

網絡調查顯示，在 11,343 人當中，贊成改革開放不能遺忘的僅占 29.5％，而反對

者則達 70.5％（法國廣播電臺，2008.12.19）。評論指出，由此顯示儘管官方宣傳仍堅持改革

開放，但社會上對此之共識已逐漸流失；中國大陸學者張雪忠認為，當前的中國

大陸最需要的是進行必要的政治變革，僅僅打著改革的旗號，已經不可能使任何

一項政策獲得普遍的擁護（臺灣蘋果日報，2008.12.18；法國廣播電臺，2008.12.19）。 

胡錦濤在前述紀念大會中的講話，強調對經濟體制路線的肯定，卻幾未提及

政治體制之改革，並以「穩定」作為中共漸進改革的指導原則；而胡錦濤所提出

的「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方針，其中「不折騰」更預示對政治改革的否定（新

新聞，2009.1.1-1.7）。由此顯示，未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短期內恐難延伸至政治體制；

而如何面對、解決現今的經濟、社會問題，仍是中共持續面臨的重大考驗。 

 

三、召開系列工作會議，部署2009年工作方向 
中共自 2008年底陸續召開系列工作會議，檢討年來工作成果，並提出 2009年

之工作目標與任務規劃。由於 2009年時逢中共建政 60 週年（10月 1日），又值西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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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50週年（3月 10日）、法輪功事件 10週年（4月 25日）、五四運動 90週年（5月 4日）、六四

民運 20週年（6月 4日），加上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對經濟形勢之負面影響與對社會穩定之

衝擊，政治風險恐將有所提高，因此系列工作皆環繞「穩定經濟民生」展開部署。 

 
力保經濟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及繼續加大「三農」投入，以應

對全球金融危機 
2008年 12月 8-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北京召開，會議提出必須把「保

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 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重點，並以「保增長」為主軸

進行總體部署（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

向，把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

點和落腳點。新華網，2008.12.10）。然而會議亦指出，全球金融危機本身尚未見底，對實體

經濟的影響與嚴重後果還會進一步加深，顯然金融危機對中國大陸的打擊超出預

期，「保增長」難度料將加大（2008年 11月 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巴西舉行之「二十國集團財長

暨央行行長會議」上曾公開表示，2009 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將大約在 8％至 9％之間，被外界視為「保增長」的具體量

化指標；惟 2009年 1月 12日渠出席於瑞士舉辦之「全球經濟和市場會議」時，評估中國大陸可能無法達成經濟增長率 8

％的目標。新華社，2008.11.8；新報，2009.1.13）。會議並提出 2009年經濟工作 5項任務，包括：

1.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2.鞏固和發

展農業農村經濟好形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民持續增收；3.加快發展方

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4.深化改革開放，完善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

機制；5.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難點熱點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新華網，

2008.12.10）。 

2008年 12月 27-28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於北京召開，總結 2008年農業

農村工作、分析當前情勢，並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

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討論稿）」（新華網，2008.12.28），料將作為 2009年中共中央

連續第 6年的「一號文件」。會議強調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大陸農業農村發展的衝

擊，坦承保持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明顯加大；提出 2009年農業農

村工作重點任務，包括強化農業基礎、穩定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改善農村

民生等（新華社，200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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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與檢察工作環繞「穩定經濟民生」展開部署，著力於維護司法

公正、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於 2008年 12月 17-18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周永康在會議中表示，要貫徹中共「十七大」、「十七屆三中

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為指導，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2009 年司法和社會穩定工作，將著力於促進經

濟平穩較快發展、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政法

隊伍思想政治建設等面向（人民日報，2008.12.18）。 

「全國檢察長會議」於 2008年 12月 19-20日召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

建明指出未來工作重點任務，包括保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農村改革發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著力維護司法公正等（中國新

聞社，2008.12.19）；並表示 2009年檢察工作，將朝向提高法律監督能力、深化檢察體制

和工作機制改革、加強基層基礎工作等方面持續改進（新華社，2008.12.19）。 

 
四、推進新形勢下反腐倡廉工作，應對貪腐問題考驗 
嚴明用人紀律、加強問責與監督力度，多管齊下反腐倡廉 
中共於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除了確定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

外，同時也決定恢復重建各級紀律檢查機關（中央和縣以上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2008年 12

月 4-5日，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紀委)在北京舉行「紀念黨的紀律檢查機關

恢復重建 30 週年暨反腐倡廉建設理論研討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

書記賀國強於會中表示，中國大陸腐敗現象在短期內難以消除，且在某些領域和

部門呈現易發、多發的態勢，並不斷出現新問題，反腐倡廉形勢仍然嚴峻（新華社，

2008.12.5）。 

在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之刻，為防止官員貪污情形愈演愈烈而引發社會強烈不

滿，中共當局多管齊下加強反貪防腐力度。首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聯合下

發「關於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提出要嚴

明用人紀律、嚴查行賄買官及受賄賣官等行徑（中國通訊社，2008.10.21）。其次，為確保 4

兆億元人民幣擴大內需方案有效執行，中共中央巡視組（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聯合組建，

負責巡視、督察各省）由原本 5個擴編到 6個，以加強督察防腐工作，確保投資真正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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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

審計署 5部委亦共同組建聯合檢查組，分駐各省市區全程監控資金使用情形（中共中

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站，2008.11.20）。 

此外，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干以勝表示，將持續健全黨政問責制度、推行以

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嚴格責任追究、充分發揮不同監督主體的作用（特

別是輿論監督），冀由加大問責與監督力度來解決貪腐等問題（2008年 12月 26日，中共中央紀委、

監察部新聞發布會。中新社，2008.12.26）。 

 

立法領域出現首例腐敗案件，層出不窮的貪腐問題為一大考驗 
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主管之瞭望東方周刊總結 2008年中國大陸腐敗現象，列

舉特點包括：涉案金額龐大、「群蛀」現象嚴重（指群體犯案）、「帶病提拔」和「帶病

在崗」等用人機制弊端依然存在、商業領域「潛規則」惡果顯現（泛指沒有正式規定，但

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之不法、不道德的規則，如收受紅包、奶品添加三聚氰胺等現象）、「裸體官員」（先將家人、

資產安置於海外，俟貪腐行徑敗露後即迅速逃往國外）及「官員走穴」（利用出席活動機會收取費用）問題浮現

等；除了以上的舊有弊端之外，中共立法領域出現首例腐敗案件、「洗錢罪」成為

腐敗犯罪新罪名，則是 2008年腐敗現象新特徵（林喆，「2008年腐敗特徵盤點：立法領域首現腐敗

案」，瞭望東方周刊，2009.1.14）。 

近期中國大陸高官貪腐案層出不窮，較值注意者如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黃松有，因涉入金額高達 4億元人民幣的貪污案而被免職；正部級的「全國人大」

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

因涉嫌貪污受賄受中紀委雙規處分；中共文化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于幼軍因利用

其職權影響力謀取鉅額利潤，遭「留黨察看」2年，並免去中央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中國新聞社，2008.10.22、2008.10.23、2008.10.28）。在腐敗現象舊者未除、新者又至的情形下，

2009年如何落實反腐倡廉工作，仍是中共當局一大考驗。 

 

五、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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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媒體

新聞管制，試圖封鎖相關消息 
2008年 12月 9日，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公布「08憲章」（原預定於 12月 10日「世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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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布，因發起人劉曉波遭中共刑事拘留、張祖樺等人遭傳訊而提前公布），獲海內外多人簽署支持（依據

維權網網站公布統計資料，至 2009年 1月 8日止，聯署人數已將近 7,200人，包括于浩成、張思之、茅於軾、沙葉新、等

知名人士，其中不乏中共黨員；余英時等多名海外華人亦聯署發表聲明支持）。「08憲章」全文約 4,000餘字

（分「前言」、「我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基本主張」、「結語」4大部分），開宗明義指出中共壟斷所有資

源、排拒政治變革，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

權運動等人權災難；提出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指

軍隊國家化、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等）、人權保障、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

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指取消為一黨統治服務、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

治考試等）、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等 19

項基本主張，呼籲中共順應潮流、實行民主憲政。 

「08憲章」公布前，中共當局即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訊劉曉波、

張祖樺等聯署人士；文件發布後，傳喚調查動作更趨緊密（包括學者溫克堅、作家趙達功、余

杰、秦耕，維權律師鄭恩寵、浦志強，獨立筆會副會長江棋生、中國泛藍聯盟成員李東卓、維權人士鄒巍等聯署人士皆遭

傳訊。維權網，2008.12.11；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12.15）。此外，中共新聞主管部門通令各

大媒體禁止報導相關消息（安徽官方媒體「亳州新傳媒」刊載之 3篇有關報導，均在官方壓力下被迫刪除。新

世紀新聞網，2008.12.14），中國大陸網路論壇、社區中的討論文章亦多遭刪除；惟在當局

封鎖下，仍有若干相關文章以諧音或掩飾主題方式，成功迴避文章遭中共刪除的

命運。 

 

「08憲章」獲中國大陸民運、維權人士迴響與國際社會聲援 
「08 憲章」的公布獲得許多中國大陸民運及維權人士之迴響，撰文支持者不

在少數（如維權律師劉路、北京作家劉荻和維權人士鄒巍在網路上發表「關於落實 08 憲章、營救劉曉波博士告全國人

民書」，獲上千人聯署支持；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民主人士張文光、任畹町、牟傳衍等人亦撰文表示

認同。獨立評論網站，2008.12.10；自由亞洲電臺網站，2008.12.11；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8.12.12）；劉曉波因

「08 憲章」遭中共拘捕，更獲得香港多個社運團體的聲援（包括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聯合會、社會民主連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信報，2008.12.12；希望之聲廣播電臺網站，

2008.12.14）。然而，在「烏有之鄉」、「祖國網」等中國大陸左傾色彩濃厚的網站中，

則出現批判「08憲章」的文章（如「揭批『零八憲章』，反對顏色革命」、「從『08憲章』看右翼的策略」、「希

臘右派政府要倒臺，中國右派精英欲上臺」等），認為「08憲章」宣揚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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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合美國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目的為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剝削體系（議

報，第 385期，2008.12）。 

除支持與批判 2種立場外，亦有其它不同的意見。如民運人士徐水良即認為，

「08 憲章」及一系列行動應是中共情報機構及其地下勢力所策劃發起，目的在引

出大量的反對派人士，並誘導漸趨激烈的反對運動轉換至溫和呼籲的改革路線（獨

立評論網站，2008.12.14）。此外，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則表示，「08 憲章」所提內容

固然正確，但卻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產物，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不僅很難達到理想

目標，甚至可能造成反彈（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12.13）。 

在國際反應方面，包括德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2008.12.10）、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麥科馬克（2008.12.11）、達賴喇嘛（2008.12.12）、歐盟（2008.12.16，輪值主席法國政府代表發布聲明）、

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2008.12.17）、前捷克總統哈維（2008.12.19）及人權觀察組

織（2008.12.11）、國際特赦組織（2008.12.22）等，皆陸續表達對「08憲章」事件之關注，

特別是劉曉波遭拘捕之情形。國際媒體評論指出，儘管「08 憲章」在中國大陸及

國際社會掀起一陣波瀾，但由中共當局的壓制行動看來，在經濟和社會的壓力下，

中共仍將不會開放政治自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8.12.23）。 

 

六、加強媒體整頓，力維政局及社會穩定 
炎黃春秋正面報導趙紫陽，險遭撤換領導班子 

2008 年 9 月，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文革後期我與四

川省委書記的交往」的文章，內容為作者孫振講述其擔任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時

與時任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的共事經歷，此係 1989年以來，中國大陸傳媒首次以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為主要描述對象的專篇正面報導（亞洲週刊，2008.11.23；自由亞洲之聲廣

播電臺網站，2008.11.15）。文章發表後，引發中共前高層人士不滿，要求當局著手處理。

中共文化部遂透過炎黃春秋主管機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以雜誌社社長、副

社長、秘書長、編委年齡過大為由，更換該刊領導班子（亞洲週刊，2008.11.23）。惟在雜

誌社極力爭取及輿論壓力下，中共當局對此一事件批示：「對內部的不同意見，無

論左右，要堅持正面引導」，「炎黃春秋」撤換領導班子風波暫時告一段落（亞洲週刊，

2008.12.21）。 

炎黃春秋創辦之時受到不少中共黨內老幹部的支持，領導班子及作者中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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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中共部門領導者（如社長杜導正即曾任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新聞出版署署長），如此的人脈

背景使得刊物內容、方向（辦刊宗旨為「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鑑，與時俱進」）能獲得中共當

局較大的包容（中央社，2008.11.27）。該雜誌曾多次觸碰中共政治、歷史敏感話題，如紀

念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等，2007 年時更曾因登載中國大陸人民大學前副校

長謝韜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而引起軒然大波。評論認為，加上此次正面報導

趙紫陽事件，總的來看，與社長杜導正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碎步前進」

不謀而合，不免加深了中共當局的警覺心；而以往所獲得的政治包容未來能否持

續，值予關注（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8.11.15；中央社，2008.11.27；亞洲週刊，2008.11.23；德國之聲

廣播電臺網站，2008.12.7）。 

 
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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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波及 

2008年 12月，海外中文網站博訊新聞網刊登報導指出，中共當局為預防 2009

年政治、經濟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危機，將對媒體展開一輪新的整頓。據報導，

此次整頓主要對象為網路媒體，包括「搜狐網」及「網易」、「雅虎」等門戶網站；

而平面媒體如南方報業、南風窗、中國新聞報導、新京報等 6 家報紙、雜誌，亦

名列整頓對象中（博訊新聞網，2008.12.4）。 

對於這一波媒體整頓行動，中國大陸媒體人李大同（原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表

示，中宣部加強媒體控制已是司空見慣，加上 2009年經濟前景不樂觀、又適逢六

四民運 20週年，中共當局在危機四伏的形勢下事先要求媒體自律乃是一貫作法（美

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8.12.5）。2008年入秋以來，除有炎黃春秋因正面報導趙紫陽而險遭

撤換領導班子的風波外，還陸續發生了數起媒體人事異動案（如南都周刊副主編長平遭免職、

南方都市報副總編江藝平被迫調職等）；12 月初，2 名長期調查貪腐事件的記者，亦遭中共當

局以受賄罪拘捕（開放雜誌，2009.1）。種種跡象顯示，未來 1 年中共對媒體的管制，力

度恐將較以往更趨強大。 

 

七、中藏舉行第8次會談，雙方意見分歧仍大 
會談未有實質進展，對「民族自治」內涵之認知差距大 

繼 2008年 7月 1-2日，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舉行 2002年來第 7次會談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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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5日，雙方又在北京展開新一輪會談（中方代表為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

維群、斯塔及西藏自治區副主席白瑪赤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為嘉日洛地、格桑堅贊）。11月 10日，中共就接

觸商談情形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於會中表示，達賴喇

嘛所提出的「中間路線」實為「西藏獨立」，中共對此絕不做出任何讓步；坦言雙

方在觀念上分歧仍大，並將會談意涵定性為「解決達賴喇嘛個人前途問題」，而非

「討論西藏問題」（新華網，2008.11.10）。  

在此次會談中，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向中共提交「為全體藏民獲得真正自治的

備忘錄」（11月 16日正式公布，定名「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該份文件全文近 8,000

字，內容分為 7部分（「介紹」、「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藏人的真實期望」、「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

「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西藏人要進行統一的管理」、「自治的本質和架構」及「未來前進辦法」）。相較於過去西

藏流亡政府所提之西藏政策文件如「中間道路簡介」（2005年 6月提出），相同點為重申

西藏不要求獨立地位、希冀在中共體制框架範圍內尋求名符其實的自主自治等理

念；而特點則是明確以中共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依據，更具體、詳細地闡述

其欲追求之自治權內涵。對此，中共仍持一貫的強硬態度，駁斥該份文件之民族

自治權主張（11月 21日，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刊載一篇題為「達賴集團『備忘錄』之我見」的署名文章予以回擊）。 

 
國際情勢轉變、中共影響力增強，未來談判形勢對中方更為有利 

2008年在「314」西藏拉薩事件和北京奧運會的催化下，西藏問題廣受國際社

會關注，中共亦受到來自各界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近期情勢發展顯然有所改

變。首先是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國外交部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10 月 29 日），

承認西藏是中國大陸領土的一部分，一改過去既不承認西藏獨立，亦不承認中共

對西藏的統治之政策口徑；此外，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自顧不暇之餘

降低了對西藏問題的關注熱度，且握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國大陸影響力增加，形

勢因而逐漸有利於中共當局（法國廣播電臺，2008.10.29；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8.11.11；太陽報，

2008.11.11）。 

達賴喇嘛曾公開表示（10 月 25 日，印度記者會），由於其「中間道路」理念長期未獲

中共重視與回應，暗示將放棄此一立場（法國廣播電臺，2008.10.29）。11月 17-22日，西藏

流亡政府首次舉行決定西藏前途的藏人代表大會（與會者為近 600 名世界各地流亡藏人代表），

多數代表仍贊成維持「中間道路」；惟亦有代表表示，如果中共繼續漠視藏人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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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不排除採取「獨立」等其他選項（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8.11.24）。隨著國際形勢

的轉變與中共經濟、外交影響力的增強，對照中共在前述 11 月 10 日新聞發布會

中對達賴喇嘛的強硬措詞，未來的中藏談判中共當局恐將不會多做讓步，亦難有

實質進展。評論指出，2009年正值西藏事件 50週年，在此敏感時期中，中藏問題

若仍未能覓得政治解決方案，不滿的情緒在缺乏出口的情況下，恐將醞釀成為下

一波危機（法國廣播電臺，2008.10.29、2008.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