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07‧10 
 
 
Ⅰ、摘要 
 
◆政治 
中共省、市、縣、鄉 4 級黨委換屆改選於今年 6 月底完成，換屆主要特色為

實現「一正二副」目標，新一屆省級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程度均有

所提升。2,217名「十七大」代表經差額選舉產生，一線黨員、女性、少數民族、

新經濟及新社會組織代表均較「十六大」時有所增加，但領導幹部代表仍逾 7成，

壓縮其他黨員代表性，亦影響差額選舉效用。國務院多個部委相應進行人事調動，

為「十七大」及明年政府換屆作準備。解放軍完成新一波高層人事調整，「年輕

化」、「交叉任職」為主要特點。「十七大」高層人事迄會前未明朗，外界揣測

不斷，第五代備位接班人選備受關注。 

胡錦濤「六二五」講話深入闡釋「科學發展觀」，強調「四個堅定不移」，

確立「十七大」政治報告基調。「十七大」將再次進行黨章修正，可能納入「科

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胡錦濤思想理論。近期中共展開各項學習、造勢活

動，宣傳力度達高峰，並啟動保安戒備措施、嚴控傳媒及網路言論，以確保「十

七大」平穩召開。 

中共黨員幹部貪腐現象由城市向農村蔓延，上海社保基金案引發後續效應，

18 個省市黨委上書要求加強反腐。民間呼籲成立公民監政組織、掀起網上舉報風

潮，官方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強調「源頭防腐」，但各種利益關係網已盤根錯

節，成效恐不容樂觀。 

 

◆經濟 
中國大陸經濟經歷了近 30年的高速增長，其成就舉世矚目。而根據國外機構

的預測，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將於 2007 年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 3。然而中共採

取的經濟改革已快 30年了，但是中國大陸中西部以及廣大農村的大部分地區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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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工人及農民的生活水準低落，大部分的人民沒有社會保障，私人企業步履

維艱，究其原因，皆在於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嚴重失衡。 

從中國大陸近 10年來的經濟發展規模可知，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來

源主要是以投資、外貿為主，而內需一直低迷不振，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

如信貸、投資增長過快、外貿順差過大、外匯儲備過多，以及外資控制了對外開

放的大部分產業，國家經濟安全遭到威脅。由於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共針對人

民的社會保障普遍匱乏，致使居民消費水準低下，經濟走上了過度依賴外貿的道

路。 

其次，中國大陸經濟分配機制的失衡日趨嚴重。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居世界

第 1，達到 13,226.3億美元，但外匯儲備越多，出口越多，對資源、環境、福利的

透支就越多，人民所得就越少。更為嚴重的是，目前的財政稅收體制、金融資本

市場、產業發展模式只會進一步地拉大貧富差距，中國大陸的經濟分配狀況還在

不斷地惡化。 

此外銀行資金大量地流向壟斷國企、房地產行業，重化工業遍地開花，重複

建設嚴重，投資房地產的資金來自銀行的比重約占 70％至80％；而資金擁入房市，

加上政府的土地壟斷供應，致使房價高漲；流動性過剩進入股市，莊家操控加上

政策面的影響，使得資本市場波動劇烈；壟斷資源的國企在海外低價上市，利潤

大量地流向境外，而內地的中小股民大部分輸得血本無歸；一方面是所謂的「流

動性繁榮」，另一方面是實實在在的「流動性蕭條」─新農村建設缺乏資金，中

小企業仍然面臨融資難題，中西部落後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環境保

護、文化產業依然缺乏資金。 

中國大陸經濟在一片金玉的背後，也隱藏著一堆敗絮，而且勢必要逐漸顯現

出來，而中共當局為了避免經濟及金融失序，勢必加大控制力道，防止經濟發展

出現失控的現象，這些都是中共當局亟需審慎面對的問題，一旦處理不慎，不但

引發經濟失控，也將聯帶使得全球經濟受到波及。 

 

◆社會 
在人口問題方面，自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2005

年中國大陸出生男女性別比為 118：88，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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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長期父權制下形成的重男輕女思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

全，超音波技術的普及和濫用，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的 3大主要原因。性別

失衡的結果可能體現在婚姻問題、拐賣兒童與強迫賣淫等社會問題。對此，中

共國務院擬立法禁止墮胎方式選擇孩子性別，避免性別失衡情況惡化。 

在食品安全方面，中國大陸國內市場消費品，從食品到從化肥和農用機械

有 19.1%（約 1/5）的產品達不到標準，其中最嚴重的仍是食品問題。當前中國大

陸食品安全監管工作面臨一些新形勢，包括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將繼續增

加，食品安全事件極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國際食品貿易技術壁壘將使中

國大陸食品安全面臨更多國際壓力；農獸藥殘留、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

以及病源微生物，將可能成為中國大陸食品安全事故和事件的主要原因。 

在環保問題方面，中國大陸在 2006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為 2,567.8億

元。但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仍十分嚴重，包括宏觀調控落實不夠、能源和

產業結構不合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市場進入和淘汰機制不健全。特

別是政府的制度無序與惡性競爭。個別地方制定「土政策」為環境違法企業「保

駕護航」的行為，成為環保死角。 

在反腐問題方面，全球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發表腐敗觀察指數年度報告。

中共得分為 3.5（最高為 10 分），在 180個被評比的國家中居第 72位。2003至 2006

年間，全中國大陸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 13.6 萬多件，涉及縣處級以

上幹部 11,557人，省部級以上幹部 32人。而瀆職侵權犯罪行為造成直接經濟

損失 439.8 億元，並造成 1 萬 4,000 多人喪失生命。中共國家預防腐敗局於 9

月 13 日掛牌成立。該局列入國務院直屬機構序列，在監察部加掛牌子，局長

由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兼任，這個新設機構並沒有直接調查具體

案例的權力，反腐效果頗受外界質疑。 

在少數民族部份，到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屬權力核心的少數民族官員，

有 9人分任中共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職務；17 人是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此外，尚有 7 大省、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或行政首長是由少數民族人士出任。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官員的特點，據中國國

家民族委員會主任李德洙表示，政治型官員多，經濟、科技型官員少。中國大

陸進行西部大開發已經 8年，美國學者（洛杉磯波莫那大學教授杜磊、科羅拉多大學副教授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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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北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史宗瀚、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庫克）認為開發經濟的同時也應兼顧少

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教育師資現狀堪憂，高中畢業的教

師已經可算是高學歷，有些甚至只有小學文化程度。 

 
◆文化 
香港高等院校赴中國大陸招生，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競奪頂尖優秀生

源。今(2007)年香港大學錄取 7 位中國大陸省區聯考狀元，人數比去年增多，顯見中

國大陸傳統名校已非學子唯一選擇。「港校熱」效應，引起中國大陸教育界關注。 

中國大陸文化體制改革報告首度公布，演藝團體「轉企改制」後離市場化目

標甚遠；今(2007)夏「穿越小說」的熱潮，將中國大陸網路寫作狂歡引發的時尚閱讀

熱推向極致。 

「十七大」召開前，中共嚴格管控大眾傳媒相關措施，包括打擊非法接收境

外衛星電視節目、限制電視「選秀」節目、以及加強管控網絡以遏止言論自由。 

 

◆軍事 
胡錦濤任命陳炳德、馬曉天為正副總參謀長，常萬全為總裝備部長，劉曉江

為總政治部副主任，許其亮為空軍司令員。張又俠、李世明為瀋陽、成都軍區司

令。這是 17大前將相關人員調整到位，尤其是大軍區正職幹部。全力推動艦艇外

交，南海、東海艦隊分派艦艇出訪俄、英、西、法、澳、紐等國，並舉行海上聯

合搜救演習。歐盟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與美國 GPS合作，歐盟與中共關係從戰略

合作轉為戰略競爭。東風 25戰略導彈及商、晉級核潛艦曝光。籌建海南濱海航天

發射基地，與內陸發射基地互補。舉行「確山-2007」、「聯合-2007」、「和平使

命-2007」演習，分為摩托化步兵師級、戰役軍團級及跨國聯合反恐演習，應與臺

灣沒有直接關連。 
 

◆外交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今（2007）年 8月 14至 18日，前往吉爾吉斯、哈薩克進行

國事訪問，出席在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並觀摩在

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舉行的「和平使命-2007」聯合反恐軍事演習。9月 3至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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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前往澳大利亞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雪梨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第 15次

非正式領袖會議。 

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希 9 月 6 日參加 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期間會晤，針對

中美關係與臺灣問題進行討論。布希重申臺灣問題立場，保證他的立場未變，提

及美國副國務卿尼格羅龐提公開反對臺灣入聯公投的聲明。 

中共官方智庫學者（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接受媒體訪問時暗示，如果美國為迫使人民幣升值而對中

國大陸採取貿易制裁，北京可能利用手中 1兆 3,3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作為政治武

器，拋售手中持有的龐大美國債券作為報復。 

中共與剛果簽署一項協議，提供剛果 50 億美元貸款，其中 30 億美元用於交

通建設，20億美元用來發展剛果的採礦業。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8月 1日通過 1769號決議，授權聯合國與非洲聯盟合組近

2萬 6,000人的部隊，前往非洲蘇丹共和國達富爾地區展開有史以來最大的維和行

動，中共投下贊同票被視為是重要關鍵。 

第 6輪六方會談第 2階段會議 9月 27至 30日在北京召開，10月 3日發表共

同文件，包括要以和平方式可驗證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北韓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解除寧邊核設施、提供 100 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及人道援助給北

韓、適時在北京舉行六方外長會。 

 

◆港澳 
香港方面：港府於 7 月間公布「政制發展綠皮書」，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

員普選辦法進行 3 個月的公眾諮詢，英國外交部及歐洲議會綠黨代表均對香港普

選進程表達關切；前港府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港府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宣布

競選香港島區立法會議員補選；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初的調查發現，有 58.4%的受

訪記者認為，香港移交後的新聞自由縮窄，並有 30%的受訪記者承認報導時有自

我審查；對於港府於 7 月初以不合理方式對待部分臺灣民眾一事，港府將我方之

抗議函退回，陸委會對港府罔顧臺灣民眾人權予以譴責；我教育部放寬港澳生就

學限制，將容許港澳學生申請就讀研究所，並放寬居留規定，由原來規定須在港

澳連續居留 8年減至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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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方面：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疑涉賭業利益衝突，有立法會議員建議修改

相關法律，促使政治人物的財產申報具透明度；澳門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關於法

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法律草案，有論者認為，該法案內容空洞，恐將引起行政

與立法間的矛盾；歐盟委員會於 8 月間發表第 7 份澳門年度報告，關注澳門政府

將於明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 2009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安排的草案，並期盼澳

門推動民主發展；「2007寶島纖果大賞」於 9月間在澳門舉辦，展銷時令佳果 44

種，相當受到歡迎；澳門媒體於 7 月底赴金門採訪第 5 屆金門海上長泳活動，有

論者建議，明年可考慮邀請港、澳選手參與，以加強金門與港、澳之間的交流和

來往。 

 

◆對臺政策 
中共近期將壓制我以臺灣名義申請入聯及入聯公投作為其對臺首要工作，意

圖進行先制預防作為。在實際操作上，中共藉由在兩岸交流活動中對我出席人員

強調我政府的危害性。加強「經外制臺」策略，藉由高層出訪、國際法、聲明宣

示，以及在國際組織中的議事操作等手法，鞏固「一中」政治框架，並積極發動

世界各地的統促會宣傳中共「反獨促統」的立場及原則，嚴厲批判我政府的作為，

企圖對當地國形成影響；刻意釋放對臺針對性演習，對我進行恫嚇。另一方面，

中共官方提升對我批判之層級。國家主席胡錦濤 9 月初在澳洲對我入聯申請及入

聯公投表態，認為是所謂的「臺獨分裂主義」，試圖藉由領導人層級的批判，凸

顯本案的嚴重性及破壞性。 

近期中共中央、若干地方政府及臺辦、臺企聯，與臺灣在野黨、工商企業界

等共同舉辦多項與臺商相關活動，並宣布推出部分與臺商相關措施。中共官方對

臺商宣示反對我入聯公投與「臺獨」，要求臺商共同維護臺海和平，並強調不改

變對臺「政經分離」政策，其拉攏臺商企圖明顯，企圖藉兩岸密切的經貿往來操

作「以商圍政」的策略，影響我入聯公投的推動。中共一方面對臺交流及釋放優

惠措施，一方面則持續以政治因素干擾兩岸協商，如聖火來臺協商的破裂，以及

推遲三項議題協商進程，其兩手策略值得我方密切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