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中共召開十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五次會議，溫家寶「政

府工作報告」主要關注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強調落實科學發展觀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十七大」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 

█中共預估2007年GDP增長8%；財政赤字減為2,450億元人民幣；國

防預算為3,472.32億元，增幅達17.8％；大幅增加教育、醫療衛生

支出，增幅分別為41.7％、86.8％。 

█「全國人大」通過「物權法」確立保障私有財產，堅持社會主義

基本經濟制度；通過「企業所得稅法」統一規範內外資稅率，結

束對外資優惠稅率政策。 

█「人大」下屆首增農民工代表，力圖扭轉「官代會」形象。「政

協」甄拔非共黨人士、啟動界別改革，期強化參政議政職能。 

█中共啟動黨代表選舉工作、展開涉及6省市黨委書記人事調整、成

立籌備領導小組與工作機構，持續推進「十七大」相關工作部署。 

█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視總局禁令頻傳，收緊對傳媒、

輿論及網路管控，試圖營造「十七大」前良好思想輿論氛圍。 

 

一、 召開十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五次會議 
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五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已分別於3月

5-16日、3月3-15日在北京召開，「人大」有2,889名代表（應到2,978名，缺席89名）、「政

協」有2,043名委員（應到2,267名，缺席224名）出席。此次會議為本屆全國人大、政協5年

任期內最後一次大會，又臨近今秋中共「十七大」，格外引人關注。 

 
◆「政府工作報告」延續和諧社會理念，關注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全文約2萬餘字，分6大部分（除前1年工

作回顧、今年工作部署外，另以4專章談經濟、社會、改革開放和政府改革問題）。報告延續「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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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等施政理念，主要關注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強調為「十七

大」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在肯定整體施政成效之餘，並未完全隱晦所面臨之經

濟社會矛盾與衝突，並試圖針對最受民眾關注的「房價高、看病貴、上學難」等

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報告獲99.07％出席人大代表支持（上年為98.86％），內容重點為： 

（一）2006年工作回顧：羅列2006年5大主要工作成就，但亦坦承經濟社會發展中

仍存在4方面問題（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經濟增長方式粗放、涉及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解決得不夠好、

政府自身建設問題）尚未解決。 

（二）2007年工作部署：揭示今年政府工作基本思路和任務，提出經濟和社會發

展主要目標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不低於900萬人，城鎮登記失

業率控制在4.6%以內；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在

3%以內；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得到改善。 

（三）4篇專章部分：分別為「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如堅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政府投

資使用確保財政支農、固定資產投資及土地出讓收入用於農村之增量高於上年等）、「推進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建設」（如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比去年增加395億元；「十一五」時期

將投入100億元，實施農村初中學校改造計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範圍擴大到全國80％以上縣市區，投

入補助資金101億元；社會保障支出2,019億元，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深化改革和擴大開

放」（如深化國企改革，加快金融改革等）、「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如推進行政審批制度

改革，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 

 

◆財經規劃因應發展現況，大幅增加支農、教育、醫療支出 
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中，提出今年8項

任務和措施（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重點，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做好節能減排工作，加強環境保護和及節約集約用地；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落實區域發展總體

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深化各項改革，提高對外開放品質和水準；發展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增強經濟社會發

展的協調性；解決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報告獲95.43％支持率（上年為94.47

％）。財政部在中央和地方預算報告中，提出2007年中央財政赤字擬控制在2,450億

元（比上年減少500億元），預估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下降到1.1％；建議發行長期建

設國債500億元（比上年減少100億元）；國防預算3,472.32億元（比上年增加524.98億元），增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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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約佔全國財政支出12.63％）；增加用於「三農」各項支出為3,917億元（增長15.3％）、

教育支出為858.54億元（增長41.7％）、醫療衛生支出為312.76億元（增長86.8％）、社會保

障補助支出和就業支出2,019.27億元（增長13.9％），報告獲支持率為87.64％（上年為87.17

％）。相關規劃凸顯中共當局試圖藉由財政、稅收等方面政策傾斜，解決長期發展

失衡所導致的「三農」問題及各類經社問題。 

 

◆「兩高」報告仍獲最低支持率，凸顯法制和反腐工作待加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於工作報告中指出，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

案件3,668件（同比上升14.77％）。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案件8,105,007件（同比上升

2.07％）；其中審結一審刑事案701,379件，判處罪犯889,042人。全國法院共審結貪

污賄賂、瀆職犯罪等案件23,733件（其中公司企業人員賄賂犯罪案359件，國家工作人員賄賂犯罪案8,310

件）。判處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825人、地廳級92人、省部級9人。渠坦承目前

法院工作仍存在許多問題，2007年將全面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深入展開反腐敗

鬥爭，特別是依法處理群體性行政爭議，維護社會穩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賈春旺在工作報告中指出，2006年各級檢察機關全年共

批准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891,620人，提起公訴999,086人（同比上升分別為3.63％、5.08

％）。立案偵察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33,668件40,041人，已偵結提起公

訴29,966人（其中立案偵查職務犯罪大案18,241件，貪污、受賄百萬元以上案件623件）。立案偵查涉嫌職務

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36人，其中廳局級202人、省部級6人。渠亦自

承當前檢查工作存在若干問題，2007年將堅持「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

工作主題，加強和改進檢察工作，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保障。 

今年「兩高」報告雖宣稱過去1年在維護穩定和反腐工作均有所成就，但所獲

得票率為82.9％、83.56％（上年為78.07％、81.67％），仍遠低於其他工作報告，顯示法制

不彰及解決貪腐問題成效，仍與人民代表期待存在落差。 

 

◆通過「物權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此次「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物權法」（共5編、19章、247條），是中共立法史上

最具爭議、醞釀時間最長的法律（1993年即起草，歷經九屆、十屆人大常委會共7次審議修改始於此次「全

國人大」審議通過，共耗時13年），也是中國大陸首部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主要規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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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私人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及對物權的保護，重點包括：（一）堅持社會

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等

）；（二）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三）規範國有財產範圍、國家所

有權行使和對國有財產的保護；（四）規範集體財產（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

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等）；（五）規範私有財產；

（六）規範徵收補償等。 

「物權法」引起爭議的主因是其立法精神為保護私有制，質疑者認為與憲法

保護國有經濟的規定相矛盾、背離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原則、危及中共統治基礎

等，或為文批評，或上書中共中央表示反對（如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發表「一部違背憲法和背離社會

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公開信；3千多名退休高官將領、專家學者上書呼籲糾正國企私有化的「違憲」行為； 4

名北京法學界人士聯名發表「致中國人大、政協」公開信提出5大問題等）。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在草案說

明時，特別強調「物權法」符合憲法規定，全面體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

意在止息定紛。該法的通過雖可望暫時平息多年來圍繞該法內容意識形態、「姓

資姓社」之爭，堅定市場經濟的改革路線，惟未來恐仍需面對來自左派陣營的反

制、紛爭不斷及制定配套施行細則等諸多挑戰，如引起數百萬網民關注的「重慶

釘子戶」事件，對「物權法」第42條「公共利益」之認定爭議即為一例。 

此次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共8章、60條），主要規範（一）納稅人和納稅義務

（首次界定「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二）應納稅所得額

；（三）應納稅額；（四）稅收優惠；（五）源泉扣繳；（六）特別納稅調整；

（七）徵收管理等。中共財政部長金人慶指出，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併」改革，

有利於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將於2008年1月1日實施，屆時內資企業（包括港澳

臺企業）、外資企業25％統一稅率，高科技行業仍維持現行15％稅率，特別給予小型

微利企業20％稅率，並對外資企業設立5年緩衝期，對企業當期財務成本不會有很

大負擔，也不會影響到中國大陸投資的積極性，對臺商影響亦不大。商務部長薄

熙來則形容，內外企業所得稅改革是「花錢買公平」，並非要從外商拿好處。但

據金人慶估計，新稅法實施後內資企業所得稅減收約1,340億元、外資企業所得稅

增收約410億元，恐仍將會對外資、臺資企業造成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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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政改仍侷限基層民主和法治建設 
儘管「兩會」前中國大陸內部曾出現若干要求「政改」的聲音（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周瑞金撰文「越南改革值得關注」公開呼籲中共學習越南政改，又指「現在已到推行政改時候，而改革的對象就是共產黨

本身」；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也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文章稱「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

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等），但今年「兩會」對於外界普遍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並無銳

意革新的安排。溫家寶2月26日以個人名義發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

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文章指出，「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

路線100年不動搖」、「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要走自己的路」、「社會主義制度與

民主制度不是相背離的」；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

」，強調基層民主建設、依法行政和中央法治建設等；在人大閉幕記者會則闡述

「社會主義民主」，強調要結合自己的實際，走中國民主的道路，並迴避記者提

問有關趙紫陽曾提及中國大陸要師法臺灣民主之問題（中共官方直播文字稿刪除此部分文字）

，顯示中共現階段根本無意進行幅度較大的政治體制改革。 

 

◆「人大」下屆擬增農民工代表，力圖扭轉「官代會」形象 
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共收到議案796件（30名以上代表聯名提出794件，代表團提出2件

），較上次會議（1,006件）減少，其中有794件為法律案（屬憲法、社會、行政、民法商法類議案佔

78％）。「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強調，今年將加強社會領域立法，要貫

徹實施「監督法」進一步加強監督工作，常委會將透過網路將審議意見公開，廣

泛聽取基層群眾意見。 

根據此次會議通過「關於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下

屆全國人代會代表將於2008年1月選出，總代表名額不變（不超過3千人，大陸各省區市應選代

表名額與本屆相同，其中「臺灣省」代表仍維持13名，由3萬3千多名中國大陸的臺籍人士中產生），但代表名額略

作調整，首度規定在農民工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以及婦女比

率不得低於22％；少數民族代表名額應佔總代表名額12％。顯示「人大」力圖藉由

擴大「人代會」代表性，扭轉被外界戲稱為「官代會」、「幹部大會」的形象。 

 

◆「政協」甄拔非共黨人士、啟動界別改革，期強化參政議政職能 
此次「全國政協」會期間共收到提案4,516件，審查立案4,245件（略低於上年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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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有關經濟建設方面提案1,938件，佔45.65％；教科文衛體方面1,160件，佔27.33％；政治、法律和社會保障等方面

1,147件，佔27.02％）。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工作報告中強調今年將把握團結和民生兩大主

題，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貢獻。 

「政協」為中共統戰組織，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自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目標以來，即將促進政黨、民族、宗

教、階層和社會各界、海內外僑胞等5方面關係的和諧列為工作重點。然隨著中國

大陸各界政治參與意識日益提高，社會各方利益代表者進入體制內參政議政之趨

勢已難避免，中共中央乃於2006年成立「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政協」

年來亦逐漸強化對「新社會階層人士」（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等6方面人員。約有5

千萬人，加上相關行業人員共約1億5千萬人）的統戰工作，積極強化非共黨人士的培養。此次會

議賈慶林特別提及研究並合理設置界別，發言人吳建民也表示有關部門正在研究

推薦民主黨派人士出任正部級職務的政策。這些政治人事安排或將於明年政府換

屆落實，藉以緩解外界要求中共「政改」的壓力。 
 
二、持續推進「十七大」相關工作部署 
◆啟動「十七大」黨代表選舉工作 
即將於今秋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為胡錦濤任總書記後首次主導的黨代表

大會。中共中央於去年11月間即下發「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

對「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目前中國大陸各省市、各部門以及軍

隊各大兵種、軍區正在進行「十七大」黨代表的選舉工作（中央社，2007.2.23）。 

根據「通知」中共「十七大」黨代表名額為2,220名（比「十六大」增加100名），將由

全中國大陸38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選舉工作將在今年6月底前結束。中共要求代

表要具備先進性、廣泛性，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中，黨員領導幹部一

般不超過70%，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一般不少於30%（其中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黨

員的比例相應有所提高）；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所佔比例，應分別高於本地區黨員總數

中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所佔比例；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

黨員等。「通知」也明定「十七大」代表的產生程序分5個步驟（包括推薦提名、組織考察

、確定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名單並公示、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代表選舉），並採取若干新舉措，如擴

大差額選舉比例（代表候選人應多於應選名額15%，差額比例比「十六大」增加5％）；縣(市)和地(市)兩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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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上報的代表候選人推薦人選改由常委會提名、全委會討論決定（過去由常委會討論決

定）；對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考察對象實行考察預告；省區市在確定代表候選人預

備人選前，要向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並聽取意見等（過去無此規定）。 

去年4月越共「十大」實行總書記差額選舉，開創共產黨體制「一把手」差額

選舉先河。在輿論關注「政改」的聲浪中，中共試圖藉由提高「十七大」代表差

額選舉比例以減緩外界壓力，惟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表示，任何政黨改

革的經驗，中共都會研究借鑒，但越共改革不可照搬，也不會照搬（文匯報，2007.3.13

）。顯示中共沿用多年的幹部任命制，已對黨員形成根深蒂固影響，要推行實至名

歸黨內差額選舉困難重重，更遑論推動總書記的差額選舉。 

 

◆展開涉及6省市黨委書記人事調整 
中共「十七大」前的省、市、縣、鄉4級地方黨委換屆，已於去（2006）年上半

年啟動，在去年底完成第一波16個省級黨委書記部署後，近期中共又密集展開新

一波省級黨委書記人事調整（附表1），涉及上海、天津2大直轄市和山東、陜西、青

海、浙江等4省，異動情形如下：原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接任上海市委書記，不再

由韓正代理上海市委書記；原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接任天津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立

昌不再兼任天津市委書記，轉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

接任浙江省委書記、原青海省委書記趙樂際接陝西省委書記；原陜西省委書記

李建國任山東省委書記、原北京市委副書記強衛接任青海省委書記（新華社，

2007.3.24-26）（附表1）。 

此次涉及6大省市黨委書記人事調整，涵蓋中國大陸3個重點發展區域（上海、浙

江同屬長三角經濟區，天津、山東屬環渤海經濟區，陝西、青海是西部大開發重要省份），透露出中共當局追求

區域平衡發展的新思路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構想與布局。一般認為，習近平曾主

政浙江5年，入主上海後將有利長三角發展與整合（鳳凰網，2007.3.26）；李建國熟悉經濟

、農業大省山東和天津情況，有利推動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強衛由北京轉往青

海，亦可發揮在發達地區工作的經驗，加速青海經濟發展（澳門日報，2007.3.27）。 

這一波省級黨委調動也反映出中共加大幹部「易地交流」、拔擢官員注重協調

區域發展的資歷，使得抗拒「易地交流」的「半獨立王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信報財經新聞，2007.3.28），如被視為「根正苗紅」的太子黨成員習近平接任上海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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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打破20多年來上海市委書記由上海市幹部直升的慣例（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黃菊、

陳良宇等人，都是由上海市市長或上海市副書記升任上海市委書記），亦有助於鞏固中央權威。此次調動

的6位省級黨委書記並無「團派」人馬，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共中央通盤考量及政

治勢力平衡的結果（經濟日報，2007.3.25；星島日報，2007.3.30），顯示除「團派」勢力外，平衡

黨內各政治力量、減少派系鬥爭也是胡錦濤在「十七大」布局和第五代接班人選

上的重要考量（中央社，2007.3.26）。 
 

附表1：近期中共省級黨委書記異動情形 

省/市 黨委書記 年齡 基本背景 備註 

上海市 習近平 54 
（1953.6） 

生於北京，陝西富平人。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畢業、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1993年9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福

州市委書記。1995年10月任福建省委副書記。1999年8月任省

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2000年1月福建省長。2002年10
月任浙江省副省長、代理省長。200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

書記。為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屆中央委員。 

新任。 
原浙江省

委書記 

浙江省 趙洪祝 60 
（1947.7） 

山東蓬萊人，大學畢業。1992年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1996
年任中紀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1998年4月起任監察部副

部長。2000年6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2002年任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及常委。 

新任。 
原中組部

常務副部

長 

天津市 張高麗 61 
（1946.11） 

福建晉江人，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1998年任廣東省委副書

記、深圳市委書記。2001年任山東省副省長。2002年任山東

省委書記。 

新任。 
原山東省

委書記 

山東省 李建國 61 
（1946.4） 

山東鄄城人。山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81年4
月後歷任天津市委辦公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1989年7月後

歷任天津市委秘書長，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委副書記。1997
年8月後歷任陝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為中共第十

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九屆全國

人大代表。 

新任。 
原陜西省

委書記 

陝西省 趙樂際 50 
（1957.3） 

陝西西安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91年任青海省商業廳

廳長、黨委書記。2001年任青海省省長。2003年任青海省委

書記。 

新任。 
原青海省

委書記 

青海省 強衛 54 
（1953.3） 

江蘇無錫人，研究生學歷。1992年12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後

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1996年4月任北京市委政法委書記。

1999年3月後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北京市委副書記。為中共

第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五、十六大代表。 

新任。 
原北京市

委副書記

資料來源：新華社，2007.3.24-26。 

 
◆成立「十七大」籌備領導小組與工作機構 
隨著「十七大」會期日漸接近，中共已成立籌備領導小組（成員包括胡錦濤、溫家寶、

曾慶紅、李長春、劉雲山、賀國強、周永康、徐才厚、李源潮及劉延東等）和2個工作機構，分別負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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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由溫家寶負責）及人事安排和選舉（由曾慶紅負責）。政治報告起

草工作已啟動，若干小組分赴各地就黨建、經濟、文化、社會公平、和諧社會等

重大議題展開調研，相關人事安排和選舉工作也在進行中。 

今秋「十七大」為中共高層權力接班承先啟後的大會，將安排一批具潛力、

較年輕的政治新星進入中央政治局等權力中樞，作為承繼胡溫第四代領導集體的

第五代接班梯隊。目前躋身「十六大」政治局的地方諸侯，分別來自北京、天津

、上海、廣東、湖北、新疆，各自代表首都、環渤海地區、東部、中部、西部和

南部。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促進中部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

展等區域發展策略，中共可能會在「十七大」新增部分地方諸侯進入政治局決策

圈。如果沿襲舊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

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已率先取得進入政治局的資格；北京、廣東、湖北的省級黨

委書記，無論連任或新任也應不會出局。而新進的地方諸侯則可能來自東北、西

南地區，受益者很可能是「團派」的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重慶市委書記汪洋。 

目前被外界看好的中共政壇明日之星（包括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上海市

委書記習近平、商務部長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北京市長王岐山、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廣西自治區委書記劉奇葆

等），以李克強和李源潮兩人最被看好，有分析認為「雙李」可能在中共「十七大

」時躋身政治局，甚至有1人可望擔任政治局常委，接受成為第五代接班梯隊「核

心」的養成訓練（世界日報，20073.25）；也有分析指出，「十七大」可能選出第五代的「

備位核心」，也可能是選出幾位人選，待2012年「十八大」再做最後確認。至於中

央政治局常委改組據悉仍處於研議階段，可能方案有「取消常委制」（政治局內只設總書

記、書記處）、「5常委制」（由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總理、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組成）、「7常委制」（在

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總理、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5常委架構，加上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研判「十

七大」前中共黨內權位爭奪將更形激烈，相關部署將在「十七大」召開前的「十

六屆七中全會」前後漸趨明朗。 

 

三、收緊傳媒、輿論及網路管控，營造「和諧」氛圍 
儘管中共國務院從今年起至2008年10月北京奧運籌備及舉行期間，放寬外國

記者在中國大陸的採訪限制，刻意營造新聞自由假象。然而近期中共中宣部、新

聞出版總署、廣播電視總局卻禁令頻傳，跡象顯示為營造「十七大」前良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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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氛圍，中共已進一步收緊對傳媒、輿論及網路管控。 

 

◆查禁章詒和新作「伶人往事」等8本書 
今年1月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以「洩露國家機密」、「內容越線」等理由，

查禁作家章詒和「伶人往事」等8本書（其他7本為：胡發雲「如焉」、朱凌「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

參政傳奇」、曉劍「滄桑」、國亞「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曠晨「

年代懷舊叢書」、朱華祥「新聞界」），引發各界關注。1月19日章詒和發表「我的聲明和態度

」，強調出版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首先遵守憲法應該是政府，包括新華社前副

社長李普、清華大學教授賈西津、作家錢鋼等多位中共前高官與學者紛紛予以聲

援，要求當局要依法保障公民出版權利，並呼籲新聞出版等部門確立公開、依法

、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規範（中央社，2007.2.4）；著名異議作家劉曉波、民運人士陳子

明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研究員陳小雅也紛表支持（多維新聞網，2007.1.30）。3月13日章詒

和又向2千多名「全國人大」代表發出公開信，抨擊現行的出版評審制度，呼籲人

大代表質詢出版管理的違憲行為，並獲素有「中國法律界的良知」之稱的張思之

等多名中國大陸律師聯署支持（明報，2007.3.14）。由於禁書造成的社會矛盾，不僅有

損中共形象，亦與胡溫提倡的「和諧社會」目標背道而馳，在一片譴責和抗議的

聲浪中，中共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態度轉而趨軟，並透過媒體否認此事稱

「不存在查禁的問題，這次我們一本書都沒有查禁」（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2.1）。 

 

◆下達新聞報導禁令、設立電視劇審查制度 
繼查禁8本新書之後，中共中央宣傳部公布「新聞報導通氣會紀要」透露，中

宣部長劉雲山於今年1月初指示中央電視臺，要求在「兩會」前，新聞報導主題要

「突出成就、弘揚主旋律」，主要頻道黃金時段的報導計劃要提前1個月上報審核

。中宣部並就當前宣傳工作作出指示，詳列多達20項具體內容，包括要營造迎接

「十七大」的氛圍、軍隊題材不能過分渲染武器裝備以防迎合西方「中國威脅論

」、不能宣傳肯定私有制言論、反右題材要淡化、防止藉維權暴露司法內幕、防

止藉輿論監督名義暴露黑幕、禁止讚賞西方政治制度之言論等（中央社，2007.3.1），試

圖消弭各種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聲音。中共廣電總局隨即要求從今年2月起

至少8個月時間內，所有衛星電視頻道在黃金時段一律播出「主旋律」電視劇（即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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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主要精神），並設立4級審查制度（即所有省級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須提前

1個月報省廣電局，隨後由省廣電局送省宣傳部，再由省宣傳部審核後報送廣電總局 ，最後廣電總局報送中宣部文藝局，

審批通過後再播出）（中國時報，2007.1.23）。由於其規範期間恰與「十七大」召開時間吻合，

外界普遍認為此舉係為「十七大」做思想準備工作。 

 

◆成立「網路宣傳局」加強網路控制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38次集體學習會，由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

路局長李伍峰以「中央外宣辦網路宣傳局」負責人身分講解，胡錦濤並發表題為

「以創新精神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講話，提出加強網路文化建設管理5項要

求（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唱響網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二是要提高網路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

，提高網路文化產業的規模化、專業化水準；三是要加強網上思想輿論陣地建設，掌握網上輿論主導權；四是要宣導文明

辦網、文明上網，淨化網路環境；五是要堅持依法管理、科學管理、有效管理切實維護國家文化資訊安全），強調網

路「關係到國家文化資訊安全和國家長治久安」（人民日報，2007.1.25）。根據「中國互

聯網絡資訊中心」公布統計資料，中國大陸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網路市場，2006年

網路使用人數達1億3,700萬人，較前1年成長了23.4%。目前全中國大陸13億人口，

網路使用者佔10.5%，即每10人當中就有1人使用網路。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

在此際成立「網路宣傳局」專管互聯網資訊（規格高於國務院新聞辦的網路局），顯示中共意

識到網路影響迅速擴大，已對官方以電視為主的宣傳方式構成威脅（中國時報，2007.1.28

；多維新聞網，2007..1.28）。 

3月下旬中共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在安徽調研時再次強調，宣傳思想戰線要為黨

的「十七大」召開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氛圍（新華社合肥，2007.3.29），顯示加強傳媒及

網路輿論控制已成為中共近期工作重點，前述強化管控的系列舉措，相信只不過

是一個開端而已。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