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07‧7 
 
Ⅰ、摘要 
 
◆政治： 

中共地方黨委換屆工作已於 6 月底完成，新一任省部級官員普遍
具有高學歷，平均年齡為 59歲。多位具共青團資歷者獲晉升，顯示掌
權 4 年多的胡錦濤政權已趨穩固。此外，新任省級領導人多具經濟專
業背景及意識形態工作的經歷，胡的幹部路線和用人思路似可窺見。 

中共日前一連更換 5 位國務院部長，新任者分別為外交部長楊潔
箎、科技部長萬鋼、水利部長陳雷、國土資源部長徐紹史、衛生部長

陳竺。其中雖有新舊更替之意，但新部長在「十七大」來臨前提前到

位，並非常態。加以萬鋼與陳竺均非共黨人士，打破了非共黨人士僅

任副部級長官的常規。此或顯示胡欲藉由人事佈局以鞏固其權力，且

以晉升非共黨人士作為其「十七大」將推動的政治改革先聲。 
持續加強反腐工作，尤重商業賄賂領域，專項打擊「建設」、「金

融」兩範疇，著力解決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的腐敗問題。此外，中共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干以勝日前透露「國家預防腐敗局」即將

成立，目的是為了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推進「源頭反腐」的

工作。但中共目前現有的反腐敗機關已相當多，如不自政治改革著手

制衡權力、改善官員貪腐問題，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料將不會有

多少成效。 
 
◆經濟： 

根據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 2005年 12月 3
日至 5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談話內容，2006年所實施的宏
觀調控政策可能持續下去，惟由於 2007年秋天中共將召開「十七大」，
為了營造經濟繁榮的氣氛，預料宏觀調控政策不會更加嚴格。帶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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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成長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及出口貿易，在 2007 年的成長速度可能
較 2006 年略為趨緩，但仍將保持在高水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地
方政府在「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期間所訂定的經濟成長目標普遍

高於中央政府所訂的經濟成長目標，顯示經濟過熱的風險仍在。此

外，中共當局對產能過剩（過度投資）、國際貿易摩擦、貧富差距、能源

環保等結構性問題的因應措施，對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也是值得關注

的焦點。 
由於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國際貿易衝突有增無減，中國大陸長年

實施的出口獎勵政策可能被迫檢討。貿易順差急遽增加，不僅引發與

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之嚴重紛爭，亦加重中國大陸國內流動資金過剩

及投資熱潮等問題。預期中共當局今後將積極面對採取矯正性的政

策，例如鼓勵進口、廢除出口導向外資企業的優惠稅率、放寬人民幣

升值空間等。 
對於在中國大陸投資的企業而言，在未來 1 年儘管不必過於擔心

宏觀經濟會出現大起落，但中共當局針對結構性的經濟問題實施宏觀

調控措施，譬如對資源消耗、環境保護、土地使用等方面之新規範，

仍可能對如臺商等企業之正常經營造成影響。此外，外匯儲備持續大

幅增加，造成流動性過高問題，對中國大陸經濟運行造成的困擾有增

無減，中共當局為了避免金融失序，勢必加強控制信貸，果真如此，

則可能影響企業融資活動和財務調度。出口導向型企業還必須注意人

民幣升值的趨勢及美國經濟景氣滑落減少進口等問題。這些都是未來 1
年中共當局應審慎面對的問題。 

 
◆社會： 

中國大陸人口壓力所引發強制性的計畫生育政策，激起嚴重社會

矛盾，特別是今年 5 月，廣西省博白縣多個鄉鎮，因地方政府強制執
行計畫生育政策，包括孕婦被強迫拉往地方醫院，注射墮胎劑；用「三

光政策」(抓光、罰光、抄光)對付超生群眾，導致積怨已久的民眾爆發大規

模群眾事件。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症還包括人口老化與勞動人口供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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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將影響勞動力價格與供給。 
山西省洪洞縣的曹生村等黑磚窯廠事件，引發社會震驚。受害者

多為兒童，被人口販子賣到給黑心磚窯場。這些孩子在磚窯每天工作

14 小時以上，有的因逃跑被打殘，有的因傷病奄奄一息時竟被活埋。
黑磚廠距離廣勝寺鎮政府還不足 2 公里，政府部門卻任其開了 4 年。
這與當地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有很大關係。地方勢力和當地執法部門-
公安、政府部門相互勾結，壓制更低階層的弱勢群體，成為問題的核

心所在。 
2005年中國大陸群眾抗爭事件達 87,000件，1993年到 2005年 13

年內增加 10倍。而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
組改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 5 方面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成為當
前中共信訪工作的重點。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

幹撰文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新動向，就是「無直接利益衝

突」的矛盾越來越多，也就是指參與群體事件的當事人與事件並無直

接的利害關係，但是當中存在仇官仇富心理，也容易參與到群體性事

件中，因此群眾的不滿情緒一有誘因，就容易爆發出來，成為社會穩

定的一大隱憂。 
因貪污案被判處死刑的前中共藥品監督管理局長鄭筱萸已被槍

決，此舉被外界認為是中共高層表達反腐決心。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 5月底發出文件，要求所有「問題黨員」在 30天內「說清」自己
的腐敗行為，被視為中共中央在「十七大」召開前，向貪官發出的最

後通牒。 
國際能源諮詢組織警告說，煤炭和燃煤發電廠是中國大陸經濟發

展的主要動力。根據荷蘭環境評估署 6月 19日發表的報告指出，2006
年中國大陸二氧化碳排化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

排放國。今年一季度，在中國大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同比回落

的情況下，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投資增速卻在

加快。國內外市場需求拉動、電力供應趨於寬鬆、資源價格依然偏低

是高耗能行業投資加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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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少數民族權益團體」和「中國人權」2個國際組織發表聯合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廣泛存在少數民族受歧視和迫害的現象。中國大

陸一方面缺少有效保護少數民族的法律，另一方面又因執行現有的法

規不力，形成中國大陸境內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此外，被稱為使西部

地區少數民族受惠的大規模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卻使得蒙古族、藏

族和維吾爾族人被排斥，進一步被邊緣化，並掩蓋了中共對他們的壓

制。 
 

◆文化： 
中國大陸高校（大學）高額貸款問題嚴重，官方建議應設貸款預警措

施，防範高校因超額借貸，發生無力償還的破產窘境。 
中共要求從事影視、歌唱等文化行業人員持證照就業；自由派作

家王小波逝世 10週年，掀起中國大陸青年人對自由價值的追求與肯定。 
中國圖書商報與書生公司於 4月 23日聯合發布「2006中國電子圖

書發展趨勢報告」，顯示中國大陸電子圖書發展迅速。 
廈門市政府草擬「廈門市互聯網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處置

辦法」，擬立法實施網路實名制，引發各界關注及中國大陸網友反彈。 
 

◆軍事： 
胡錦濤晉升副總參謀長許其亮、總後勤部政委孫大發、海軍司令

吳勝利為上將，並展開新一波高級將領調動，以廣州軍區司令劉鎮武

與副總參謀長章沁生職務對調最受矚目。顯示中央軍委正打造複合型

指揮人才，適應中共軍事變革需要。為適應未來戰爭需要，解放軍正

組建新型機械化步兵師，適應高寒山地與城市作戰。中共與美國軍事

熱線可望在 9 月敲定，以預防危機與衝突。最近中共航天活動特別頻
繁，發射多枚北斗導航及遙感 2號、鑫諾 3號、中星 6B通信衛星。北
斗導航衛星將擴展成全球性系統，由 35顆衛星組成，定位精度 10公尺。
長征運載火箭完成第 101 次發射。中共與印度陸軍將 10 月舉行聯合軍
演，和平使命—2007聯合軍演 8月分 2階段在中、俄羅斯境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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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6月 6-10日，出席在德國舉行的 8國集團（G8）

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並訪問瑞典。胡錦濤先和與會的巴西、

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的領導人進行 5國領袖集體會晤，6月 8日則參加
正式的 8 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胡錦濤並分別與參加
會議的 12 個國家領導人進行雙邊會晤。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
時，安倍邀請胡錦濤訪問日本，胡錦濤表示願意在明年適當時機訪問

日本。 
中美第 2次戰略經濟對話 5月 22-23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中

共代表團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 160餘名官員與會，其中有 26位副部
級以上高官。美方代表團由財政部長鮑爾森率領，19 位財經相關部會
首長與會。中美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市場開放、能源、環保、服

務業、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議題，都是此次會議討論的焦點。 
中美第 4次戰略對話 6月 20-21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雙方主

談代表分別為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與美國常務副卿尼格羅龐提。

中美雙方討論的主題除當前重要的國際議題（如蘇丹達爾富問題、伊朗問題、北

韓核武問題等），並論及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 
中歐高級貿易對話 6月 1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主談的歐盟貿易專

員曼德爾森與中共商務部長薄熙來，對於貿易赤字問題產生嚴重分

歧，曼德爾森拒絕承認中國大陸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哥斯大黎加 6 月 7 日宣布與中共建交，陳水扁總統表示，根據中

共與哥斯大黎加建交公報內容，中共給哥斯大黎加 1 億 3 千萬美元的
贈款，並且花 3億美元購買哥國的債券。 

 
◆港澳： 
香港方面：香港泛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連續第 5 年舉辦

「七一遊行」，約有 6 萬 8 千餘名港人參加；香港今年首季的經濟成
長率為 5.6%，失業人數亦進一步下降；香港 2006 年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 0.533，創歷年新高，顯示香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香港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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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簽署 CEPA補充協議四，主要為服務業開放，除原先 27個領域
中有 17 個再進一步開放外，另新開放 11 個領域；國際關注香港民主
發展，並希望香港可在落實普選上取得進展；對於約 500 位持有港府
核發簽證的國人，遭港府入境處人員不合理的對待一事，陸委會強烈

譴責港府破壞基本人權。 
澳門方面：澳門「五一」遊行爆發警民衝突，若干參與遊行的議

員對警方在遊行過程中開槍示警認為不恰當及不能接受；澳門今年首

季經濟成長 25.6%，失業率亦持續下降；澳門今年首季整體犯罪案件增
加 17%，主要是因為扒竊、行騙等罪案有較大升幅，以及警方加強打
擊非法勞工所致；澳門與中國大陸簽署 CEPA 補充協議四，但部分澳
門企業因受限於規模，較難跨過進入市場的門檻；北韓被凍結在澳門

的資金轉移問題獲得解決，六方會談的各方將可著手落實相關協議；

近期臺澳間除加強推廣旅遊活動之外，「2007 年臺灣食品節」亦在澳
門展出，將臺灣優質食品介紹給澳門市民及廣大旅客。 
 
◆對臺政策： 
近期中共高度關注臺灣政局發展，對臺工作主要是藉由先制作為

以期主導臺海情勢、掌控兩岸關係發展，逐步加大對臺灣主權地位及

民主機制之框限，升高對臺灣憲改、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及公投等

深化民主作為的批判力度。中共並刻意設定政治框架，阻礙大陸觀光

客來臺、客貨包機、奧運聖火路線等協商進度，將兩岸協商延宕責任

推諉我方。另外，中共此段期間仍持續擴大兩岸交流，包括成立「臺

企聯」、舉行第三屆國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等，企圖拉攏臺灣民心、

對我政府施壓；同時積極強化兩岸文化交流，藉以加深「中國認同」

的影響力、遏阻其所片面界定的「文化臺獨」趨勢。在國際方面，中

共仍持續操作「經外制臺」手法，強調「一中政策」及反對「法理臺

獨」，持續打壓臺灣國際空間，包括破壞我與哥斯大黎加邦交、阻撓

封殺我首度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WHO之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