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年增加的示威抗爭事件 

                             銘傳大學助理教授許志嘉主稿 

2003年發生群體性事件5萬8千起，平均每天發生近160起，82萬人走上街

頭。抗爭事件主要原因包括政府貪污腐敗、拆遷補償不足、下崗失業、賦稅

過重、少數民族衝突等。顯示大陸社會不穩定因素日益惡化。 

 

四川漢源數十萬群眾抗爭 

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農民因為不滿政府興建大渡河瀑布溝電站，

強制拆遷居民，補償金過少，集體上訪尋求協助未果。後來電站決定

提前截流動工，5、6萬名農民衝破武警警戒線，前往大壩水電站抗議，

阻止截流，工程緊急停工。隨後上萬名武警及防暴警察陸續抵達現場，

與抗爭群眾發生衝突，一名男性村民因而被武警打死，消息傳出後，

大批當地民眾及周邊鄉鎮民眾和學生趕來聲援抗議，抗爭群眾人數激

增，總人數最多時達到20、30萬人，警民對峙多日，群眾才漸漸散去。 

    漢源抗爭事件爆發前，重慶市萬州區發生一場4、5萬民群眾參

與的抗爭事件，起因僅是一名自稱政府官員的民眾毆打一名搬運工

人，小小私人衝突，卻造成數萬名群眾上街頭抗爭，形成大規模警民

對峙場面，直到警方動用催淚彈才驅散群眾。安徽省蚌埠市也發生上

萬名工人上行頭抗議請願事件，萬名退休老工人因不滿退休工資未隨

物價調整，導致生活異常艱難，因而佔據市區道路要求當局增加退休

工資。 

大規模示威抗爭近六萬件 

事實上，大陸地區大規模抗爭事件逐年增加（參閱表一），美國「蘭德

公司」學者塔納引述大陸公安部門資料指出，大陸示威活動從 1993

年的8千700件，增加到1999年的3萬2000件，增幅達268％。2003

年大陸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達到5萬8千起，涉及人數為300萬人，

比前一年上升15％，平均每天發生近160件群眾抗爭事件，每天有82

萬人走上街頭抗爭。 

官方資料顯示，大陸大規模抗爭的「群體性事件」確實呈現逐年

成長的現象，且成長幅度相當快速。有些媒體報導甚至認為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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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事件遠比官方內部資料還多，一份報導指出，1999年大陸各地農

村共發生示威、集會、抗議等活動達11萬2500多起，參與抗爭人數

達802萬人。 

除了抗爭事件逐年增加之外，抗爭的參與人數也不斷增加，僅以

2004年中以來香港媒體報導的資料顯示，2004年5月份，大陸除西藏

外，其他地區都發生了遊行、示威、請願活動，參加示威抗議請願活

動的人數，統計達154萬8千多人次。2004年6-7月，僅大陸15個

省市便發生124次警方與農民衝突傷亡事件，參與抗爭的農民總數高

達 300多萬人。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內部通報資料顯

示，2004年 9月份全大陸城鎮和農村地區共有 310多萬人次參加遊

行、示威、集會和上訪等抗爭活動。 

大中城市進入危機頻發期 

大陸地區群眾示威抗爭活動，在爆發的件數、參與的人數和參與

的階層方面，都呈現逐年增加的現象，僅2003-2004年海外媒體報導

的上萬群眾示威抗爭活動便有10餘起，參加的階層有工人、農民、市

民和學生，抗爭活動遍及大陸城鄉地區（參閱表二），這些大規模抗爭活動

正不斷衝擊大陸當局的統治基礎。 

事實上，除了這些大規模群眾抗爭活之外，河南省鄭州市也爆發

漢回衝突，數千名漢族和回族民眾，因撞車衝突引起大規模民族衝突，

造成數十人死亡，近百人受傷。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學也因為大陸學

生與韓國、台灣學生之間的衝突，引爆2千多名學生遊行抗議事件。 

層出不窮的示威抗爭事件已成為大陸社會不穩定的重大因素，這

些抗爭事件的起因包括政府貪污腐敗、拆遷補償不足、下崗失業、退

休金不足、賦稅過重、細故衝突、少數民族衝突等因素。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施政不當引爆民怨最為嚴重，多

數的示威抗爭事件或多或少都與政府施政貪腐無能有關，地方政府和

企業幹部正在考驗大陸當局的執政能力。 

大陸社會潛藏不穩定因素 

此外，許多意外小衝突事件，往往釀成大規模衝突，也顯示大陸

社會潛藏的不滿因素已蓄積相當大的能量，以致民眾的擦撞事件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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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假冒官員，也會引起群眾的不滿，不同民族民眾的意外擦撞事件，

也會爆發大規模民族衝突。 

群眾抗爭事件的好發、多發、頻發，顯示大陸社會潛藏的不穩定

因素已深積在大陸各地、各階層。大陸學者研究警告，許多人均所得

達到3千美金的大陸大中小型城市將邁入「非穩定狀態」危機頻發期。

從已爆發的抗爭事件來看，這樣的警告並非過度誇大，且事實上，不

穩定的狀態還存在農村地區。 

對強調提高執政能力的大陸當局而言，這些示威抗爭事件正考驗

著胡錦濤與溫家寶的執政能力，如何具體有效整頓貪污腐敗的幹部系

統是解決群眾抗爭的首要之務，如何化解社會中不斷擴大的不公平現

象則是大陸當局必須進一步思考解決抗爭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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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陸地區重大示威抗爭事件發展 

2004.12製表 

時    間 抗爭件數 資料來源 

1993 年 8 千 700 件 大紀元，2004.6.4 

1999 年 3 萬 2千件 大紀元，2004.6.4 

2003 年 5 萬 8千件 多維新聞網，2004.6.9

 

表二  2003-2004年大陸地區上萬群眾抗爭活動 

2004.12製表 

時  間 抗爭人數、方式 抗爭地點 成員階層 資料來源 

2003.1.7 2 萬多名安徽省合肥大學學生示威抗議學生被貨車撞

死，媒體處置不當 

省政府、媒體 學生 中國時報，2003.1.10，11 版

2003.6.27 陝西省上萬名投資民營油田群眾抗議政府強制無償

收回油田 

省政府 農民 中國時報，2003.7.2，A11版

2003.11-12 月 黑龍江省伊春及鶴崗二市林區民眾，抗議當局侵害職

工權益，60 萬人上街頭請願 

市政府 工人 爭鳴，2004 年 1 月號，14-15
頁 

2004.2.14-17 江西省萍鄉煤礦 2萬多名工人和家屬包圍黨政機構，

要求享有工作權、保障權、生存權， 

黨政機構 工人 爭鳴，2004 年 3 月號，18 頁

2004.9 陝西省咸陽市 2、3 萬名工人及退休工人生活無著罷

工抗議 

工廠 工人 大 紀 元 時 報 ，

2004.9.30-10.6，6 版 

2004.9. 3-10 安徽省準南煤礦 10 萬工人要求改組領導班子，進行

罷工、集會、遊行 

市政府 工人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4 頁 

2004.9.17 江蘇省徐州市 2萬多名市民上街抗議當局腐敗、濫權 市委、市政府 市民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4 頁 

2004.9.15-18 河北省保定市、唐山市近 5 萬多下崗失業工人及家

屬，上街頭示威抗議 

市政府 工人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4-15 頁 

2004.9 湖北省隨州市數萬市民聲援下崗工人，抗議政府腐

敗、濫權 

市政府 工人、市民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5 頁 

2004.9 河南省安陽、濮陽、鶴壁、開封四地近 20 萬農民、

民工抗議賦稅過重 

縣政府 農民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5 頁 

2004.9 江西省宜春、新餘、吉安三地區 17 萬多農民，抗議

賦稅過重 

市委、市政府 農民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5 頁 

2004.9 雲南省曲靖、玉溪二地區近 10 萬煙農，抗議政府強

行收購煙葉 

省政府 農民 動向雜誌，2004 年 10 月號，

15 頁 

2004.10.12 齊齊哈爾市 3萬多市民、工人、青年遊行抗議，要求

解決拖欠生活費 

市政府 工人 爭鳴，2004 年 11 月號，10
頁 

2004.10.16-18 內蒙古包頭市 1萬多名下崗工人家屬，抗議失業 工廠、市政府 工人 爭鳴，2004 年 11 月號，10
頁 

2004.10.18 四川省攀枝花市近萬名工人、市民，抗議公安人員腐

敗 

市委 市民 爭鳴，2004 年 11 月號，10
頁 

2004.10.18 重慶市萬州區發生 5萬人街頭騷動事件 區政府 市民 中國時報，2004.10.21，A11

版 

2004.10.22 安徽省蚌埠市上萬名退休工人，不滿退休金過低，上

街抗議 

市區 工人 中國時報，2004.10.21，A11

版 

2004.10.27-11

.6 

四川省漢源縣發生 2、30 萬民眾包圍電站，抗議政府

興建水壩工程補償金不足 

水電站 民眾 大紀元，20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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