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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摘要 
 
◆政治： 
中共循序推進地方黨委換屆，年輕、高學歷者以及團系人馬深獲

拔擢。換屆普遍實現精簡領導班子，達到「一正二副」的目標。反腐

首重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專項領域，多位省部級高官紛紛被免職。推動

地方紀委異地調職，期打破人情關係網，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

度，扭轉地方反腐疲弱局面。自 2006年底起陸續召開系列工作會議，
部署 2007 年工作方向，和諧社會為政策主線。推行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三農」問題仍為重中之重。部署新一輪的黨政幹部教育培訓

工作，著重政治思想、幹部作風、執政能力的建設。 
 
◆經濟： 

2006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初步核算危 10.7％，從物價、消費、
投資、外貿、外資等各方面的成長速度觀之，2006年是經濟高成長的
一年。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相對也衍生許多問題，並帶

來若干衝擊，為適度紓緩高速成長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中共當局

已推行宏觀調控措施 2 年餘，惟從 2006 年的各項經濟表現看來，中
國大陸經濟過熱的現象，幾乎沒有任何方面顯示熱度有所減緩。中共

當局也承認，宏觀調控措施的成效不如預期，中國大陸內部也引發諸

多檢討的聲浪。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2006年是相當重要的一年，這是中共當局實

施「十一五規劃」的第 1年，是「十一五」的開局之年，如何「開好
局、起好步」，有其重要意義。由於 2006 年的經濟過熱問題繼續存
在，中共當局相信，只要果斷且持續推出各項宏觀調控措施，中國大

陸經濟發展才不致偏離預期軌道。在此一思維下，展望 2007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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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當局將加強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經濟、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逐步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及經濟成長方式轉變，為長期的總體經濟均

衡發展奠定基礎。 
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觀察，包括未來宏觀調控的力道如何加

大、範圍是否擴大等課題，必須持續透過各項重要經濟指標加以檢視

及探討。此外，根據中國大陸加入WTO的承諾，2006年底之後，中
國大陸服務業及金融市場必須對外開放，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趨勢及影

響、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及問題等，也是現階段整體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的重要課題。 
 

◆社會： 
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暨與預測」

社會藍皮書指出，「看病難、看病貴」、「就業失業問題」和「收入

差距過大、貧富分化」是目前最突出的 3大社會問題。中國大陸目前
約有 1億 3千 5百萬人在國際貧困線以下，每人每日支出不到 1美元，
這些貧窮的人口約占總人口 10分之 1。未來中國大陸城鄉貧富差距將
持續擴大，預計到 2020 年，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將達到 4.9：1。此
外，依據中國社科院公布經濟藍皮書預測，2007年中國大陸城鎮需要
就業的人口將超過 2,500 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也只
有 1,000 萬個。中國大陸嚴峻的就業市場主要表現在城鎮就業壓力加
大，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重疊，新成長的勞動力就

業和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從 2006年到 2010年的「十一五」期
間，中國大陸將新增勞動力 3,450 萬人，就業形勢「非常嚴峻」。未
來 5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仍將存在。 
在公共災害方面，10月份以來，中國大陸煤礦重特大事故發生頻

率加快，當月煤礦事故數量比前月上升 26%，死亡人數上升 44%。單
單 11 月 5 日至 12 日，全中國大陸共發生 4 起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
特大煤礦事故，共造成 104人遇難和失蹤。中國大陸每年礦難的遇難
者大約在 6,000 至 7,000 名，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 80%。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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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仍說明安全生產以及非法採煤問題，仍然是中國大陸煤礦業的痼

疾。而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在能源消耗不斷增大的

情況下，各煤礦、各地方普遍面臨增加供應的誘惑和壓力，這是礦難

再度回潮的階段性原因。中共並不缺乏煤礦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問

題在於這些規章制度得不到實施，使得中國大陸的煤礦被稱為世界上

最危險的行業。 
在醫療衛生方面，依據中共衛生部公布 2006年 10月全中國大陸

法定報告傳染病疫情，死亡數居前 5位的病種依次為：狂犬病、肺結
核、愛滋病、B型肝炎、新生兒破傷風，共占報告死亡總數的 91.74%。
當前中國大陸狂犬病疫情主要是因為公眾養狗增加，對狂犬病認識不

足，咬傷後處理不當造成，發病數僅次於印度，居世界第二位。此外，

愛滋病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種廣泛流行的疾病，每天中國大陸有

190 個愛滋病新病例，目前中國大陸愛滋病流行形勢呈現 3 大趨勢，
包括流行範圍廣、發病和死亡嚴重，以及疫情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

傳播。 
在維權方面，近年上訪事件中，多數情況主要是由於表達管道不

暢所致，即個別部門對群眾上訪敷衍了事，導致群眾反覆上訪，出現

「不鬧不處理，不鬧大不處理」的情況。在宗教人權方面，據不完全

統計，中國大陸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目前已超過 2千萬人。中共宗教事
務局長葉小文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提醒防止宗教被外國勢力控制。

由於目前仍有相當一部分主教和信徒沒有主動公開身份，一些宗教活

動和聚會也尚未在所屬地區登記註冊。而中共只容許基督徒在共產黨

控制的官方教堂聚會，其他不獲官方允許聚會的場所都會遭打擊，聚

會領袖則遭被拘捕。中國大陸天主教愛國教會不顧教廷的反對，再次

於 2006 年 11 月 30 日自行任命王仁雷為江蘇徐州輔理主教，並於近
期選出湖北宜昌、廣州、貴州等近 10 個教區候選主教，陸續向中國
大陸天主教主教團上報等待批覆。據統計，自 1958 年以來中國大陸
天主教愛國教會已「自選自聖」150多名主教。 
在少數民族方面，檢查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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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民族地區發展面臨 6大困難，包括經濟發展仍然滯後、扶貧任
務艱巨、發展教育困難、醫療衛生基礎脆弱、社會保障惠及面窄、維

護穩定任務繁重等。為了解決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聯合國

開發計劃署與中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商務部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

心合作的「中國少數民族扶貧項目」於 2006年 11月 7日在北京啟動，
為期 4年。 

 
◆文化： 
中共提前於 2006年達成在海外設立 100所「孔子學院」之目標，

北京當局正逐漸擴大掌握漢語教學及漢文化詮釋的主導性。 
中共「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頒布為中國大

陸文化產業確認中長期的基本發展戰略，各級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趁勢

推出一系列文化產業投資工作，文化產業發展議題成為新熱點；隨著

漢語文化走出政策，經典文學受文化界重視，經典今讀的文化通俗

化、市場化及媒體化現象，掀起另一種流行。 
中共 2006年 12月 1日公布「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

在華採訪規定」，於 2007 年 1 月 1 日至北京奧運會及籌備期間放寬
採訪限制；中國大陸博客（部落格）網發展迅速，博客數量已超過 3千萬。 

     
◆軍事： 
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長助理章沁生任副總參謀長、孫建國任總參謀

長助理，顯示解放軍晉升出現懂指揮、精專業、年輕化趨勢。中美在

南海舉行第 2階段海上搜救演習，因中國潛艦跟蹤美國航艦及涉嫌竊
取美巡航導彈技術而蒙上陰影。發表「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強調 3 步走發展戰略。武器研發以建造第 3 架 KJ-200 預警機、第 2
艘元級潛艦、892試驗艦，研發直-15直升機為主，並評估以俄國 Irbis-E
提升 Su-30 戰機雷達性能。濟南軍區舉行確山-2006 演習，為信息化
訓練提供實踐依據。上海合作組織 6 國計劃明 7、8 月在俄國烏拉爾
舉行聯合軍演，解放軍積極籌備，並實地考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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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2006年 11月 15-26日，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

第 14 次非正式領袖會議，並訪問越南、寮國、印度、巴基斯坦等 4
個亞洲國家。12天行程中，胡錦濤出席 88場活動，並與各國簽署 54
個文件，發表 5個聯合聲明。美國總統布希與胡錦濤在 APEC會議期
間進行雙邊會晤，胡錦濤希望美方能恪守承諾，不要對臺獨勢力發出

錯誤的信號（布希則表示，美國的政策沒有變化）。 
中美首次戰略經濟對話 2006年 12月 14-15日在北京舉行，由美

國財政部長鮑爾森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領

的代表團進行 2天的會議。會談期間，雙方就城鄉均衡發展、中國大
陸經濟的可持續成長、促進貿易和投資、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

5個專題、11個分議題進行討論，並在證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領
域達成實質協定。 

而在中日關係方面，雙方關係似有改善跡象，據消息指出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國防部長曹剛川可能應邀於今年 4月及稍後時間訪日。
而法國總統席哈克 2006年 10月 25-28日訪問北京期間，簽署中法聯
合聲明和涉及太空合作、核電項目開發、購買空中巴士客機等 14 項
合作協議，中共將向法國購買 150架空中巴士 A320飛機。 

2006年 11月 4-5日，中共與非洲 48個友邦舉行中非合作論壇，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加強中非合作的 8項措施，將成立總額達 50
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3年內提供 50億美元優惠信貸，擴大對非洲
援助規模 1倍，並免除邦交國 2005年到期的所有債務。 

香港前衛生署長、世界衛生組織（WHO）助理秘書長陳馮富珍，在

中共的推薦護航下，2006年 11月 8日獲得 24票支持，當選WHO新
任秘書長。她並表示將以「一國兩制」的原則來處理涉臺問題。 

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議於 2006 年 10 月 22 日閉幕，並發
表「主席聲明」指出，各方重申通過對話和平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

各方的共同目標和意志，重申認真履行 2005年 9月 19日共同聲明中
作出的承諾，同意根據「行動對行動」原則，盡快採取協調一致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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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落實共同聲明。 
 

◆港澳： 
香港方面：香港民主派可望首度成功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香港

傳媒呼籲北京及港府須體認民主派願意遵守建制內遊戲規則是件好

事，同時要對港人的民主訴求儘快回應；「十一黃金週」中國大陸赴

香港旅客人數下跌，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旅客可以「個人遊」方式

到香港，故不再集中於「黃金週」；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
關注香港民主化，可能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方向；前港府衛生署署

長陳馮富珍當選 WHO秘書長，但有港人表達不滿的聲音；我政府修
正「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增訂港澳居民來臺工作者，

其子女得準用外僑子女相關規定，進入外僑學校及其附設幼稚園就

讀。 
澳門方面：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發表 2007年的施政報告，繼續實

施多項稅務減免措施；2006年澳門經濟成長逾 12%，博彩收益亦將超
過 5百億澳門元；澳門民間團體於特區成立 7週年紀念日發起遊行，
對澳門政府的多項政策提出訴求；澳門與中國大陸簽署新的航空運輸

安排備忘錄，不僅增加中國大陸通航地點，並開放運力；美國助理國

務卿希爾聽取有關北韓在澳門資金被凍結的匯報，並順道了解澳門的

最新情況；臺澳就拉丁美洲研究進行學術交流，有助於雙方對相關情

勢的認識及了解。 
 
◆對臺政策： 
由胡錦濤、陳雲林 2007年新年賀詞與國臺辦 2007年 1月 18日本

年第一次記者會發言要點觀察：中共對臺政策仍依循「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基本方針及「江八點」、「胡四點」基調，以「反獨、遏獨」

為首要任務，在「和平發展」主調上繼續發展兩岸關係，擴大兩岸人

員往來與經濟文化交流；持續釋出對臺灣人民的「善意」，採取「軟

的更軟」的對臺策略。中共積極推動兩岸民間往來，持續為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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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溫，除既有交流管道外，並透過大規模之會展、論壇、宗教活動等，

藉以達到兩岸人員互動量的提增，並進一步以工會、青年、婦女等為

對象，深化對臺的統戰作為。此外，中共亦加強與我地方政府之交流

與互動，意圖在特定交流領域如觀光、農業等方面建立合作平臺。但

另一方面，中共仍不斷提升對我針對性的軍事威脅，近期內運用大

國、多邊外交場域，拉攏我在非洲、中南美洲邦交國，並針對陳總統

訪問尼加拉瓜過境美國一事進行干預及阻撓，對臺灣的打壓更為全面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