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中共官方發布「關於建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綠色通道

的意見」，試圖吸引留學生返國就業，預計在「十一五」期間，

爭取20萬人次留學生返國服務。 

█中國大陸當代藝術品持續火熱，在國際藝術拍賣場上，新一代年

輕藝術家的畫作價格仍居高；「80後」年輕作家踴躍投身網路小

說寫作，玄幻鬼怪、都市愛情等是常見題材。 

█中共廣電總局要求電視黃金時段一律須播出「主旋律」電視劇，

外界認為應是為今年秋天舉行的「十七大」做好文化思想的準備

工作；中共國家環保總局等部門聯合公布「關於加強環境敏感區

影視拍攝等活動管理的通知」，希望有效遏止影視拍攝和大型實

景演藝活動對自然景點和生態環境的破壞。 
 

一、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已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 
中共以「拓寛留學渠道、吸引人才回國、支援創新創業、鼓勵為國服務」為

政策，來鼓勵海外留學生返國效力。但從近來的統計資料卻發現，中國大陸留學

生返國人數似乎沒有明顯提升，甚至有人才嚴重外流的現象。今（2007）年 3月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一份「2007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大

陸現已成為全世界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海外的中

國大陸留學生之中，有 2/3的人選擇不回國，自 2002年以後，中國大陸每年留學

人數超過 10萬人，但選擇學成回國的只有 2萬至 3萬人左右。北京大學有些科系

的學生竟有 76％移居美國(中國網， 2007.3.23)。 

根據中共人事部統計資料顯示，從 1978 年改革開放至 2006 年底，中國大陸

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 106.7 萬人，但留學回國人數僅有 27.5 萬人，意即有將

近 3/4的留學生滯留海外(希望之聲網，2007.4.7)，而這些由國家培養的知識菁英不能投入

國內職場發揮所長，無疑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報告同時指出，預計至 2010年，中

國大陸專業技術人才供應總量為 4,000萬人，但職場的總需求量為 6,000萬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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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缺口高達 2,000萬人，有學者提出警告，中共高層次人才流失嚴重，長期下去，

可能會威脅整體人力資源運用和經濟的發展(中國保險報，2007.4.2)。 

去(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06 年人才藍皮書」顯示，相較於世界先進

國家，中國大陸「在人才投入和人才環境方面明顯處於劣勢」，人才浪費的現象

相當嚴重：2005 年，中國大陸人才能力有效發揮程度只有 75%，浪費指數超過

15%，人才浪費總規模超過 2,500萬人，造成的經濟消耗和經濟損失超過 9,000億

元人民幣(中國保險報，2007.4.2；新京報，2006.7.15)，由此觀之，在整體人才資源運用上，中國

大陸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儘快補足龐大的人才缺口，縮減不必要的人力資源

浪費，而爭取海外留學生回國服務，似乎是最快捷的解決方案。對中共官方而言，

海外留學生多數是新一代知識菁英，其國際觀與專業素養已有相當的水準，加上

沒有語言文化的隔閡，無疑是推動國家重要發展計畫最有效率的尖兵，因此，中

共官方便視「爭取海外留學生返國工作」為「十一五」的重點項目之一。 

 

◆中共官方訂定「關於建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綠色通道的

意見」提供多項創業、貸款、子女教育優惠，吸引留學生返國   
（一）中共人事部發布「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劃」，提出3項吸引留學

生返國服務計劃 

  2007年 1月 5日，中共人事部正式公布「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

劃」(國人部發『2006』123號，2006年 11月 25日訂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根據該項「規劃」，

在「十一五」期間將採取下列 3項計劃： 

1.實施高層次留學人才集聚計劃：重點公開招聘（1）掌握核心技術、具有自主創

新能力的學術技術領軍人才；（2）熟悉國際慣例、具有國際運作能力的高級經

營管理人才；（3）具有特定專業技能，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急需的專門

人才。 

2.實施留學人才創業計劃：「十一五」期間，人事部將繼續開展與地方政府共建留

學人員創業園工作，力爭全中國大陸各級各類留學人員創業園達 150家左右，人

事部與地方政府共建留學人員創業園達 40-50家，留學人員入園企業達到 1萬家。 

3.實施智力報國計劃：鼓勵多種形式參與建設，爭取吸引留學人員為國服務達 20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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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人事部、教育部等16個部會發布「關於建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

工作綠色通道的意見」，對返國留學生提供多項就業、子女教育等優惠：  

「意見」指出，對於公派或自費出國留學，學成後在海外從事科研、教學、

工程技術、金融、管理等工作並成績優異，為國內急需的管理、技術、學術人才

等，應主動對於這類人才予以招聘引進。同時提供不受編制數額、增人指標、工

資總額限制、不受出國前戶口所在地管制、可協議工資、稅收優惠、優惠銀行貸

款、子女參加高中及大學升學考試優先錄取、提供國際旅費、安家費等補貼(中國教

育在線， 2007.3.30)。 

 
◆獨厚海外留學生的優惠措施，引起不平之鳴 
中共官方對返國就業的海外留學生釋出多項優惠，能否發揮吸引留學生返國

的效果尚無法得知，但各界對官方獨厚留學生的作法，卻立刻出現抨擊的聲浪，

他們認為，官方的作法等於是貶低本地的人才，是抱持著「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的崇洋心態，尤其是對留學生子女參加升學考試的特殊優惠，擺明了是讓其他孩

子們「輸在起跑點上」，這種受到父母親特殊身分的庇蔭，如同「世襲」而得的

特權，只會擴大社會的不公平，留學生們在成長過程中，接受國家許多教育資源

挹注，學成歸國服務，是應盡的義務，進入職場也應接受公平競爭(新京報，2007.3.31；

南方都市報，2007.4.3；河南商報，2007.3.31)。 

而從中國大陸媒體引述國際先驅導報與新浪網的調查指出，從問卷回饋的數

據顯示，有 27%的受訪留學生認為「國內論資排輩、講人情關係、社會背景等因

素，導致人才不能發揮能力」是人才外流的主因(河南商報，2007.3.31)。著名藝術家陳丹

青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表示，「在我看來，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

的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留學生

不應只有帶回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現代價值觀才能從深遠處對中國發生影響」(中

國保險報，2007.4.2)。而所謂的現代價值觀所指涉的當然含括了「社會公平」，吸引海外

留學生返國服務的誘因，似乎不在於額外的特殊優惠，大環境的公平法治、自由

民主，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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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俗文化 
◆中國大陸當代藝術拍賣熱潮仍然持續 
國際買家大舉介入，中國大陸當代藝術品價格仍居高不下 

被看作是「中國當代藝術風向標」的紐約蘇富比（Sotheby）春季拍賣已於今（2007）

年 3月 21日開拍，中國當代藝術仍受高度關注，最高價由先鋒派藝術家張曉剛「大

家庭系列：三位同志」以 211 萬元美元（約 1,700萬元人民幣）取得，另 2 位藝術家岳敏

君、曾梵志的畫作也以估價的 2 倍價格成交，一如市場專業人士的看法，中國大

陸當代藝術市場的買盤還是以西方買家為大宗，中國大陸買家對於當代藝術的看

法並不如北京市場所炒的大熱(當代藝術新聞，2007.3，p.32)。中國大陸當代藝術拍賣專家林

家如說，熱衷於中國大陸當代藝術的收藏家有 30%左右來自於歐美，但是中國大

陸當代藝術品在國際藝術市場上價格飆漲，也助長當代藝術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中新

聞，2007.4.12)。數以百計的工作室、畫廊和私人藝術博物館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湧

現，原專注於傳統水墨畫的中國大陸拍賣行也轉向當代藝術，知名美國古根漢藝

術館（Guggenheim Museum）和法國龐畢杜藝術中心（Centre Pompidou）都想在中國大陸設分館(中

國藝術新聞網，2007.1.12)。 

目前中國大陸當代藝術的市場看好，國際藝術市場普遍認為中國藝術品和西

方相比價格相對便宜，尚有增值空間，且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飛速發展，當代藝

術的市場可能會出現支撐未來的市場價格，不致立刻跌落，但是這些想法仍待觀

察，藝評家費大為認為，中國大陸當代藝術的價格雖然相對便宜，但是其品質和

西方當代藝術有很大距離，而且中國大陸藝術收藏系統未成熟，不少藝術家不遵

守市場規則(如一件作品保證只有幾個版本，實際上卻做得更多；或稍微改變一下作品尺寸，把同一類作品再投入市

場拍賣；雇用槍手代畫或以工作室名義創作等，中國藝苑網， 2007.3.27)，或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偏離市場

正常價位，以及在校園內藝術家迫不及待進入市場壟斷或炒作，這些對中國當代

藝術的發展無疑是巨大的傷害。 

 

中國大陸當代藝術發展前景未明 

中國大陸在 80年代以來的當代藝術是在完全沒有本國藝術體制支持下發生，

甚至是在與藝術體制衝突的情況下發生和發展的，從 1980年代的邊緣化、地下化

和反叛性，1990 年代的國際化，一直到 2000 年迄今逐漸的主流化和合法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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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當代藝術在這近 30 年裏創造了一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奇觀(中國藝術新聞網，

2007.2.1）。只是隨著中國大陸當代藝術品價格高漲，認真思考當代藝術發展的論述

並未蓬勃開展。當代藝術本身的特色為何？「大家庭」系列是張曉剛的代表作，

什麼原因使眾多藏家不惜天價將其收藏？這些問號對大多數以投資為目的的競拍

者而言都是茫然。 

對於國際買家而言，帶有中國特定歷史時代印記、表現某種中國式的藝術觀

念作品，仍具相當賣相：一是以王廣義、張曉剛為代表的政治波普作品，這些誕

生於 90年代的前衛藝術形式，結合美國波普藝術和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領

袖崇拜、群眾革命批判等視覺形式；二是以方力鈞、岳敏君為代表的玩世現實主

義作品，主要以小市民色彩的波普風格，關注和反映市場經濟下社會階層的騷動

情緒；三是以蔡國強、徐冰為代表的「85美術新潮」(中國現代主義美學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其突出特點是理性主義論證及造成邇後群體展覽的興起)海外的藝術家，作品不限於繪畫或傳統雕

塑，而以爆破、行為藝術、影像裝置等綜合表現形式；四是以鄭谷國、馬六明為

代表的先鋒攝影作品(中國藝苑網，2007.3.27)。今年北京將舉辦 3場大型國際藝術博覽會（藝

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北京國際藝術博覽會及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中國大陸當代藝術買賣熱潮，預

料短期內仍將持續。 

 

◆中國大陸網路文學發展與處境 
「80後」網路作家淘金熱潮 

網路文學的形式很多，不僅小說而已，若以網路文學的態樣，可區分為上網

文學、網上文學和網話文學，所謂上網文學是紙面文學作家將其文學作品出售或

免費提供給文學網站，於網上傳播的文學，如網路上王朔、蘇童的作品；網上文

學係利用電腦進行創作，在網路上發表爲目的，並以網路讀者爲假想受衆的文學

作品，如網路作家芙蓉姐姐、木子美的作品；網話文學指在文學文本中，作者利

用電腦多媒體技術，將各種圖片、聲音、動畫組合在一起，並因此而發展出特殊

的 文 字 用 語 所 形 成 一 種 新 的 文 學 表 現 形 式 ( 奇 摩 知 識 網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42200630)。一般所謂的網路文學指的是網上文學作

品，而且多數以小說方式呈現，中國大陸近年來隨著網路的普及應用，網路小說

的消費現象漸受矚目，一批新興的網路作家快速崛起，且此類小說作者的年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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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 20 至 25 歲之間，在中國大陸稱其為「80 後」(指出生於 1980年代後，在計劃生育政策

下伴隨市場經濟生長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群體，他們沒受過文革的思想禁錮及缺吃少穿的困窘，享有比較多受教育及自我發

展的機會，但也因處開放社會而帶有更多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的膨脹消費主義，人民日報，

2007.3.27），他們的寫作已超出單純的文學事件，而形成一種文化現象(據報導，唐家三少是

目前最紅的網路作家之一，年收入人民幣 150萬元以上，已經是最高級別的「白金寫手」，聯合報，2007.2.1)。 

報導指出，這些「80 後」的網路作家存在強烈傾訴欲望和表達管道缺乏的矛

盾，他們思維活躍、渴望表達自己的聲音、展現個人才華，然而社會可供傾訴的

管道並不多，主要的話語權力、媒介資源並不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玄幻鬼怪、

都市愛情等脫離現實、充滿幻想的故事是目前網路小說最常見題材(2006年，長篇小說「鬼

吹燈」在網上大受歡迎，後由起點中文網運作出版，上市之後反響很好，至今總印數已近 30萬冊，瞭望新聞週刊，2007.4.3)。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指出，「80 後」作家是伴隨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發展而

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受消費文化影響很深，而這種年輕人寫作、年輕人消費的

現實，是一種不健全的自我消化和自我循環，這樣的創作很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人

民日報，2007.01.26）。不過亦有評論家認為，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開放發達，往往要看其

是否能給年輕人提供最大程度的選擇空間，現行青春文學創作群體尚不為主流文

壇重視，相關的文學機制闕如，未來在創作、立項、評審，甚至是舉辦賽事、建

立基金等方面，應該提供年輕人有為其集體生命狀態發言的機會（評論家白燁於中國網絡

文學節上開幕演講，人民網，2007.3.27）。 

值此同時，首個「網絡作家高級研修班」在上海社會科學院開課，學員來自

知名文學網站「起點中文網」的 39名網絡作家，課程內容主要為網絡作家們「惡

補」文學基礎理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並講授文學創作的成功案例（新華社，2007.4.2）。

只是這類由官方主導的寫作班，是一種思想層次的導正或是一種寫作技巧的學

習，未來發展仍值得關注。 

 

中國大陸作家近來處境及網路作家的危險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仿效蘇聯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將服從於國家

意識形態的「作家」包養，統一支付薪水，並提供醫療和旅遊等福利，「作家協

會」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然而隨著商業機制介入寫作行業，一些暢銷

書作家已通過版稅躋身富人階層，「中國作家富豪榜」上，「80 後」作家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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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網路作家安妮寶貝、新進作家易中天、傳統作家二月河、蘇童等，身價

均相當可觀（中國作家 TOP25排行榜，余秋雨以 1400萬人民幣奪冠，新華社，2007.4.2）。中國作家協會現

有會員 7,690名，中國大陸各省市「作協」會員有數萬名，此外還有眾多沒有參加

作家協會組織的自由撰稿人，其中見諸報導的「百萬級」甚至「千萬級」作家只

是中國大陸作家金字塔的塔尖而已（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4.2）。 

現實上，大多數專業作家依然處於清貧狀態，他們知名度不高，即使著作有

幸出版，銷售量也極其有限，靠作家協會有關部門每個月人民幣 1,000元左右的生

活津貼，其餘靠稿酬維持生活。去（2006）年底先鋒派作家洪峰，因所屬部門拖欠工

資走上街頭乞討，各界對此議論紛紛，甚至引發「作家是否應該靠國家養活」，

「是否廢除專業作家體制，讓作家用完全稿費養活自己」的討論（南都周刊，2006.11.15），

種種問題突顯出現存專業作家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在網路出現之前，中國大陸作家可說沒有基本的創作自由，然而隨著網路這

一新載體，許多青年一代的寫作者已經習慣將自己的作品發表在網路上，發表的

自由帶來思想的自由和寫作的自由，各種文體的邊界被突破，許多不可涉及的題

材上的「禁忌」也被突破，只是對於言論自由，特別是政治評論部分，中共當局

仍不斷發布法規和命令進行控制。中國大陸知名網路作家力虹（本名張建紅，為獨立中文作

家筆會成員，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不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由一群處境特殊、期望「活在真實中」的寫作者組成，多數會員

以網路為發表工具。http://www.chinesepen.org/gnwt/Index.asp）是知名自由作家和詩人，也是中國大陸

最受歡迎的文學和新聞網站「愛琴海」的創始人，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被判處 6 年有期徒刑，該網站亦因張貼海外新聞，遭當局關閉，引起海內外人士

的關注和聲討 (中國新聞中心，2007.3.20)，中國大陸所謂的「網路自由」與國際社會的網

路自由顯然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大陸的網路寫作仍有國家機器的操控痕跡存在。 

 

三、大眾傳播 
◆中共廣播電視總局要求電視黃金時段一律須播出「主旋律」電視劇 

2007年1月中旬，中共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副司長王衛平於「首都廣播電視節製

作業協會組織」舉辦之「新形勢下的電視劇市場合作研討會」上透露，廣電總局

要求自2月份起的至少8個月時間內，所有衛星頻道在黃金時段一律播出「主旋律

」電視劇。為了加強管控，廣電總局因此設置4級審查制度進行層層審查，所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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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提前1個月報省廣電局，而後由省廣電局報送省宣傳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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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播出（北方網，2007.01.23）。 

儘管中共官方是以提升電視劇的質量為理由，對外表示「2007 是電視劇質量

年」，此舉主要目的是要抓緊電視劇的質量，抵制「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劇碼

（北京晨報，2007.01.22）。然從當局要求管控的時程來看，恰巧與中共今年秋天舉行「十

七大」的時間吻合，明顯是中共宣傳部門希望通過弘揚「政治正確」的主旋律作

品，在「十七大」前後淨化文化娛樂圈，為「十七大」做好文化思想的準備工作（新

加坡聯合早報，2007.01.23）。 

根據新浪網民調顯示，約有 61.25%民眾反對此一措施，有網友諷刺地說，「乾

脆回到 70 年好了，全國人民同看一臺戲，不亦樂乎！」（中國時報，2007.01.23）。對此

王衛平在受訪時不諱直言，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在中國，電視是黨和人

民的宣傳喉舌，這是它的主要使命，其次才是娛樂性」。至於群眾質疑究竟何謂

「主旋律」？雖然王衛平表示是除了以「『十六大』以來表現社會發展現實題材

為主」、「『三性統一』（藝術性、思想性、群眾性）為主」的電視劇外，凡是積極、健康、

振奮、向上、有益的題材等等都屬於主旋律（南方週末，2007.02.01），但如此空泛的說明，

恐怕審核標準仍掌握在審查部門的主觀認定。 

不過，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於電視臺來說，觀眾習慣是可以改

變的，黃金時段也並非一成不變。以往一般將晚間 7 點 30 分到 9 點 30 分稱為電

視劇的黃金時段，廣告收費價格最貴。然而，隨著民眾生活習慣的變化，黃金時

段也隨著觀眾的收視習慣發生變化，對於很多人來說，晚間 9點到 12點的時間都

可能是收視的黃金時段，電視臺可以選擇於晚間 9 點以後播出各種「熱播劇」，

打造出屬於電視臺自己的黃金時段。這也正是各電視臺對此一緊縮政策的反應平

靜的原因（今晚報，2007.01.24）。 

 

◆中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等部門聯合公布「關於加強環境敏感區影視

拍攝等活動管理的通知」 
中國大陸影星、中共全國政協委員鞏俐在今年「兩會」時提案呼籲大家重視

環保，雖因用字遣詞「過於白話」而遭中國大陸網友批評，然而此一提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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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確實值得重視。 

近年來，中國大陸投入極大資源進入影視產業，走上所謂「大片之路」。為

營造奢華的布景與打鬥場面，影視製作劇組和大型實景演藝活動紛紛進入知名景

點拍攝，結果造成了自然景點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其中又以去年的電影「無極」

和大型武俠電視劇「神雕俠侶」最受外界批評。 

電影「無極」因前往雲南香格里拉拍攝，在碧沽天池邊的禁伐區推平了一片

高山杜鵑，並用沙石和樹幹填出一條簡陋的公路，混凝土鋼架的海棠精舍聳立在

湖邊，一座破敗木橋將天池劈成了兩半，天池旁約 400 平方公尺的空地上遍地垃

圾，造成了雲南香格里拉自然景觀的嚴重破壞（楊劍龍，「電影的拍攝與文明的偏頗」，新華網，

2006.05.17）。此事不但受到民眾大加撻閥，連帶引起當局注意，而遭到中共國家環保

總局下令限期恢復植被，該片導演陳凱歌也因此被網友以「最佳負面教材」為由，

「推舉」為 2006年中國大陸十大綠色環保人物候選人（新新聞，2007.03.15，p.61）。 

無獨有偶的，享負盛名的中國大陸電視大導張紀中，因為翻拍金庸作品「神

雕俠侶」電視劇向四川九寨溝租借場地，卻在拍攝過程中，既讓馬匹在水池裡奔

馳，又大肆踐踏珍珠灘瀑布四周的青苔，甚至擅自進入百萬年才成形的神仙池裡

拍攝，在鈣化層上搭建人工景觀等等（新新聞，2007.03.15，p.60）。事後，劇組僅遭罰款人

民幣 6 萬元，然而卻對今年 3 月甫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的四川九寨溝，造成難以

彌補的損害，也因此九寨溝宣布從今年起謝絕所有影視劇組進入拍攝。 

有鑑於此，中共國家環保總局、建設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於 2007 年 2

月 27日聯合發布「關於加強涉及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文物保護單位等環境

敏感區影視拍攝和大型實景演藝活動管理的通知」文件，規定在自然保護區核心

區和緩衝區、風景名勝區核心景區內，禁止進行影視拍攝和大型實景演藝活動。

至於在自然保護實驗區、風景名勝區核心景區以外範圍、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

範圍內，倘有必要進行上述活動，則必須嚴格按照「環境影響評價法」、「自然

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和「文物法」等相關規定，履行環保、建設、

文物部門的報批和驗收手續（新華網，2007.03.1）。 

不過，即使制定了法令規章，實際關鍵仍在於如何落實。根據中共國家環保

總局副局長潘岳的說法，除了將責成地方各級環保、建設、文物等主管部門加強

監督管理外，對於造成破壞的責任單位，也將責令限期恢復原狀，無法復原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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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破壞程度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並處以罰款，嚴重者應追究有關單位和人員的責

任（中國網，2007.03.1）。此舉是否能有效遏止影視拍攝和大型實景演藝活動對自然景點

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值得後續關注。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