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中國大陸 3 大社會問題：看病貴、失業及貧富差距。人民社會經

濟地位認同普遍偏低。 

█中國大陸失業人口超過 1,300 萬。2007 年有 1,500 萬個以上就業缺

口。 

█中共免除 1 億 5 千萬名農村學童學費。 

█中國大陸每年礦難遇難者超過 6,000 人。煤炭安全生產存在 7 大漏

洞。 

█狂犬病仍居中國大陸傳染病死亡首位。 

█中國大陸男同志近 2 千萬，愛滋病毒感染率逾 3％。每日有 190 個

愛滋病新病例。 

█中國大陸天主教、基督教徒逾 2 千萬人。中共官員撰文提醒防止

宗教被外國勢力控制。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 
◆中國大陸 3大社會問題：看病貴、失業及貧富差距 
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2007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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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序是「貪污腐敗問題」、「養老保障問題」、「教

育收費問題」、「住房價格過高」、「社會治安問題」、「城鄉地區差異問題」和「環

境污染問題」。根據調查結果，城鄉家庭人均年消費總支出中，醫療支出占 11.8%，

教育支出占 10.6%，遠高於交通通訊支出（7.4%）和衣著支出（6.3%）（新華網，2006.12.25）。 

 

◆中國大陸貧富差距居世界前列 
過去 20多年，中國大陸已迅速成為貧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之一。2005

年中國大陸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達 3.22：1。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

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在內，實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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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新華網，2006.10.7）。而收入最高的 20%人口與最低收入者，實際上收入差距達

到 18倍左右（新華網，2006.1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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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06.10.27）。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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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2006.11.24）。 

自 2007年春季開始，中國大陸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將全部免繳學雜

費，估計將有近 1 億 5 千萬名農村中小學生受惠。中共教育部部長周濟表示，免

除學雜費後，平均每個小學生年減負人民幣 140 元，初中生年減負 180 元，貧困

寄宿生可減負 5 百元，預料因此將有更多因為家貧輟學的孩子可以重返校園。但

學雜費免除的對象為各縣及省轄市市區範圍內農村鄉鎮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讀的

學生，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並不在受惠範圍內，這些在城裡學校上學的孩童將劃

歸當地政府負責。觀察家認為，這是中共當局為拉近貧富鴻溝的一系列努力之一，

目的在緩和貧富和城鄉差距所造成的衝擊和隨之產生的民怨，其他措施包括取消

農業稅和降低領取政府清寒補助的門檻等（中時電子報，2006.12.14）。 

 

◆人民社會經濟地位認同普遍偏低 
收入差距擴大的效應還有一個應當引起關注，就是社會經濟地位認同普遍偏

低的情況。調查中，約有超過 50%的人民認為自己的經濟地位是屬下層或者中下

層（新華網，2006.12.25）。吳敬璉教授表示，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

們在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係上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大眾所切齒痛恨的，也正

是這種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分化。而腐敗和壟斷，就是機會不平等的主要表

現（多維新聞網，2006.10.23）。 

 

◆2007年中國大陸有 1,500萬個以上就業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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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缺口

在 1,500萬個以上。2007年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勞動力 1,2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

390 萬人；農村現有勞動力 4.97 億人，除去轉移就業的以及農村需要務農的，尚

有 1.2億的富餘勞動力（新華網，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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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失業人口超過 1,300萬 
中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坦承中國大陸就業市場形勢嚴峻，估計有

1,300萬失業大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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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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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失業人員再

就業相互交織。城鎮需要就業的人數每年仍將保持在 2,400萬人以上，但新增崗位

和補充自然減員僅有 1,100萬人，失業人口超過 1,300多萬。除了長期存在的勞動

力供過於求的尖銳矛盾以外，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壓力也很大。2005年底，

國企失業人數超過 200多萬，今後 3年還會有 360多萬國企人員、400多萬集體企

業人員進入失業大軍（星島環球網，2006.11.30）。 

 

◆今後 5年中共將面臨嚴峻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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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年，中國大陸勞動力總量將達到 8.3億人，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 5,000

萬人，而從需求情況看，勞動力就業崗位預計只能新增 4,000萬個，勞動力供求缺

口 1,000萬左右。體制轉軌時期遺留的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尚

未全部解決，國有企業重組改制和關閉破產過程中職工分流安置的任務繁重，部

分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和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仍然存在。高校畢業生等新成長勞

動力就業問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和被徵地農民就業問題凸顯出來。勞動

者整體技能水平偏低，高技能人才嚴重缺乏，與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進產

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不相適應（人民網，2006.11.9）。 

 

二、公共災害 

◆中國大陸連續發生特大礦災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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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山西同煤集團軒崗公司焦家

寨礦瓦斯爆炸、山西太原市王封鄉一非法煤礦透水事故、湖南耒陽市泗門洲鎮新

坡煤礦瓦斯爆炸，以及山西省靈石縣王禹鄉南山煤礦爆炸，共造成 104 人遇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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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新華網，2006.11.13）。 

 

◆中國大陸煤炭安全生產存在 7大漏洞 
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王顯政表示，目前中國大陸煤礦事故

出現回潮和反覆。而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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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06.11.8）。 

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大的產煤國，占世界 3分之 1。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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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難頻仍說明

缺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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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中文網，

2006.11.27）。據中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說法，當前煤炭安全生產

漏洞包括思想認識差距、整頓關閉不堅決、資源整合不規範、能力核定走過場、

擴大規模和超產衝動強烈、安全生產基礎薄弱、非法違法現象嚴重（新華網，20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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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通訊指出，關閉

小煤礦應當是中共當局在整治煤礦安全狀況中能夠採取的最嚴厲也是最後的措

施。當這項被稱為「力度最強」的措施已經被煤礦事故證明無效的情況下，中國

大陸煤礦安全狀況的整治似乎已經無計可施了（美國之音中文網，2006.11.27）。 

 

三、醫療衛生 
◆狂犬病仍居中國大陸傳染病死亡首位 

依據中共衛生部公布 2006 年 10 月法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狂犬病仍居傳染病

死亡首位。報告死亡數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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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06.11.25）。 

中國大陸屬於狂犬病嚴重流行的國家之一，發病數僅次於印度，居世界第二

位。2006年 1至 9月，累計報告狂犬病的發病數為 2,254例，與 2005年同期相比

上升 29.69%。9月份中國大陸狂犬病病例 393例，比 2005年同期增加 36.93% （星

島環球網，2006.10.10）。據衛生部的通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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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0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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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狂犬病例居中國大陸之首 
據廣東省衛生廳通報，2006年 1至 9月共報告狂犬病病例 265例，比 2005年

同期上升了 25%，廣東省已成為中國大陸狂犬病病例最高省份。衛生部門指出，

廣東省狂犬病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犬飼養量大、免疫率低是狂犬病發病暴

發流行的直接原因，也是近年來狂犬病疫情快速回升的主要原因（中央社，2006.10.28）。 

 
◆愛滋病在中國大陸成為一種廣泛流行疾病 
中共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郝陽表示，現在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傳播

變得「像非洲一樣」，愛滋病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種廣泛流行的疾病，每天有 190

個新病例，在所有的懷孕婦女當中有 1%感染愛滋病。以 2006年為例，截至 10月，

中國大陸累計有 18萬 3,733人感染愛滋病，而且感染者和病人人數雙雙增加；愛

滋病疫情進一步蔓延的危險因素仍然嚴重（BBC中文網，200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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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06.12.1）。目前愛滋病有 3種傳

播途徑並存，吸毒和性傳播是主要途徑，分別占 37%和 28%，經既往採供血途徑

傳播的占 5.1%，母嬰傳染占 1.4%，已達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界定的高流行水平（中

央社，2006.11.22）。  

 

◆上海愛滋病毒感染者 1年增加近 7成 
2006以來，上海愛滋病毒感染的個案較 2005年增加近 7成，新發現的愛滋病

患增加 1倍。截至 2006年 11月 20日，上海市新發現 621例愛滋病毒感染者，較

2005年同期增加67.8%；新發現46例愛滋病患，較同期增加100%（BBC中文網，2006.11.29）。 

 

◆中國大陸男同志近 2千萬，愛滋病毒感染率逾 3％ 
依據北京公布「男同性戀者生存狀態及染愛風險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同性

戀人數正逐步擴大，約有 3 千萬名同性戀者，其中近 2 千萬人是男性。其中僅 2

成左右堅持性行為時使用保險套等保護性措施，男同志群體的愛滋病毒感染率因

而超過 3%，早已突破 1%的臨界線，成為感染愛滋病的高危險群體（中央社，2006.11.30）。

依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愛滋病疫情評估顯示，中國大陸現存 65萬愛滋病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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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過男男性接觸感染的比率占 7.3%，約 4.7 萬，而全中國大陸存在同性性接

觸的男性，約 500-1000萬（新京報網，2006.11.30）。 

 

◆中國大陸性工作者約 1千萬 
據香港媒體評論，中國大陸性工作者約有 1 千萬，中共當局宜重視所衍生的

愛滋病問題。雖然衛生部門有必要擔負預防愛滋病的行政職責，但公安對賣淫嫖

娼的打擊卻日趨軟化，使得中共對防止愛滋病和掃黃的關係，一直處於各說各話

的爭論狀態，至今沒有定論（中央社，2006.10.17）。 

 

◆中共願加強與國際組織交流合作遏制愛滋病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指出，中國大陸愛滋病實際受感染人數可能遠遠多於官方

數據。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聯合國秘書長亞太地區愛滋病問題特使時表

示，中國政府將本著負責任、開放和透明的態度，加強與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作，

遏制愛滋病的流行蔓延。吳儀表示，中共最近發布「愛滋病防治條例」，制訂「中

國遏制與防治愛滋病行動計劃（2006到 2010年）」，致力於到 2010年，控制愛滋病感染

者不超過 150萬人（新華網，2006.12.6）。 

 

四、人權與維權 
◆社會矛盾激化，中國大陸暴力抗爭增多 

近年來，中國大陸上訪請願、罷工罷市、遊行示威、堵塞交通、圍堵衝擊黨

政部門等群發性事件增多；不少群體性事件動輒數十人、逾百人、甚至上千人參

與，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據德國媒體報導，面對國內日益增多的群

眾抗爭活動，中共中央最近發表文件，指出這些抗爭活動構成了對社會安定的最

大挑戰，各級黨的領導要防患於未然。這是黨第一次公開承認暴力抗爭活動明顯

增加，但是黨並沒有更為精確地說明暴力的含義。黨的術語稱之為「群眾性事件」

的一些大型抗爭活動現在已從經濟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並指責所謂的國內外「敵

對勢力」利用這些抗爭活動煽起動亂（多維新聞網，2006.12.12）。 

依據廣東省一項調查發現，由於民意表達機制不完善，管道不夠暢通，從而

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調查顯示，近年上訪事件中，雖然不排除個別蠻不講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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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多數情況主要是由於表達渠道不暢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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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網，2006.10.23）。 

 

◆中國大陸天主教、基督教徒逾 2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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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的天主教有「一會一團」的組織，「一會」指的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半官方協

會；「一團」指的是中國大陸天主教主教團，是中國大陸天主教的最高權力機構，

由中國大陸 1 百多個教區的主教組成。基督教則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

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組織，堅持「自養、自治、自傳」的方針。由於

中共目前與教廷沒有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自行任命主教，並不接受教廷

的領導（中央社，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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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不獲官方允許的聚會都會遭打擊，而聚會領袖會被拘捕。如內蒙古多倫縣一

個家庭教會在舉行聖誕慶祝活動時，警方衝入舉行這場聚會的民房，並逮捕 3 名

教會領袖（BBC中文網，2007.1.3）。新疆基督教傳道人婁元啟在聖誕前夕被抓走至今未放；

安徽銅陵一個有 53年歷史的家庭教會因聚會點未登記遭到取締（多維新聞網，2006.12.29）。 

上千名浙江省蕭山基督徒抗議當地政府拆除一座教堂，其中 7 男 1 女被逮捕。法

院以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分別判處 1 年至 3 年徒刑。國際人權組織普遍認

為這是中共打擊基督教獨立性的手段（中央社，200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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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要注意保持清醒頭腦，堅決抵禦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華進行滲透。

並提出 6 大抵禦方法，包括必須拿出新辦法，解決新問題；緊密團結愛國宗教界

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在抓好落實中抵禦滲透，不能只是空喊口號；加強依法管

理來抵禦滲透，包括動用法律之網，過濾之網，使有害的被攔住，無害的通行；

加強宗教工作部門的人力和資源等。葉小文還提出，要加大培養力度，努力形成

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學識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的宗教教職人員隊伍（星島環球網，

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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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數民族 
◆中國大陸民族地區發展面臨 6大困難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艾買提 2006年 12月 27日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報告民族區域自治法執法檢查情況，總結出目前中國大陸民族地區發展面

臨的 6大困難： 

（一）經濟發展仍然滯後：主要表現為，經濟總量小，經濟結構比較單一，特色

經濟尚未形成規模，缺乏骨幹企業和龍頭企業的支撐，基礎設施薄弱，生

態環境脆弱，已成為長期制約加快發展的瓶頸。農牧區「行路難、用電難、

飲水難」等問題仍然大量存在。截至 2005年底，5個自治區及雲、貴、青、

川 4省還有約 1.6萬個行政村不通公路，不少地區人畜飲水十分困難。 

（二）扶貧任務艱巨：民族地區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返貧率高。截至 2005年

底，中國大陸民族地區農牧區絕對貧困人口仍有 1,170.4萬，占中國大陸農

村絕對貧困人口的 49.5％。 

（三）發展教育困難：民族地區教育經費不足、設施簡陋、師資缺乏、「兩免一補」

（免除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中的一補政策不到位情況普

遍，已成為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 

（四）醫療衛生基礎脆弱：民族地區醫療衛生條件雖然有了改善，但與全中國大

陸相比，還處於較低水準，特別是許多邊遠山區和牧區，醫務人員嚴重不

足，醫療設備十分短缺，「看病難」問題仍然突出。 

（五）社會保障惠及面窄：中國大陸 155 個民族自治地方的 699 個縣中，尚未建

立農村低保制度的還有 323個縣，佔總數的 46.2％。 

（六）維護穩定任務繁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經濟利益調整引起的矛盾增多，

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所引發的事件也有發生，影響民族團

結的因素依然存在。 

檢查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指出，中國大陸 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生

產總值僅為中國大陸生產總值的 8％，人均生產總值只相當於中國大陸人均水平的

29.4％。經濟發展滯後直接導致了民族地區財政自給率低，「保吃飯」與「保建設」

的矛盾十分突出（新華社，20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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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人口較少民族不但多處於貧困狀態還受困於飲水問題 
以雲南為例，中國大陸 55個少數民族中，有 22個少數民族人口在 10萬以下，

統稱為人口較少民族，雲南有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獨龍族、基諾族、普米

族和怒族等 7個人口較少民族，總人口 22.6萬人，主要分布在雲南省貧困人口最

集中、貧困程度最深的少數民族地區。雲南的 7 個人口較少民族不但多處於貧困

狀態，數據顯示，7.4萬多人還受困於飲水問題。據介紹，雲南省人均庫塘蓄水量

僅相當於中國大陸平均水平的一半，5分之 2以上的農村人口都不同程度存在飲水

困難和飲水安全問題（新華社，2006.11.07）。 

 

◆「中國少數民族扶貧項目」11月 7日在北京啟動，能否解決少數民
旅扶貧問題有待觀察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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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日在北京啟動。 

  「中國少數民族扶貧項目」為期4 年，資金為 700 萬美元。該項目包括在雲

南、青海和新疆 3 省區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幹部領導能力建設和在省級社區發展民

族工業和文化旅遊。此外，將在 5 個較小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 8 個村實行整村推

進式扶貧，使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村民能夠根據自己需要參與村務規劃和決策，

找到適合本地特色的脫貧方式。該項目以市場為導向，發揮上述地區獨一無二的

文化及自然資源優勢，促進旅遊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增加貧困的少數民族群體

的收入和推進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馬和勵在項目啟動會上表示：此項目旨在支持中

共消除貧困，而中國大陸目前的絕對貧困人口中的 46%來自少數民族群體，因此

為少數民族減貧作出努力，將對中國大陸整體減貧有所幫助（人民網，2006.11.9）。 

 

（本篇「社會不穩定因素」、「公共災害」、「醫療衛生」及「人權與維權」部分由

張執中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