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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建政 70周年慶祝活動觀察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嘉辰主稿 

 

習近平強調當前成就，對香港問題提及「一國兩制」與繁榮穩定，

對兩岸關係未提「習五條」相關內涵，或鄰近臺灣總統大選，相關

談話顯得保守。 

閱兵活動首次亮相多款新型武器裝備，藉此對內展現習近平個人權

威，對解放軍的絕對領導，對外震懾敵對勢力。 

習近平面對中美貿易衝突、內部經濟衰退壓力、香港持續抗爭等內

外問題交迫之際，藉慶祝活動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內部團結。 

 

（一）前言 

    今年 10月 1日，中共舉行建政 70周年慶祝活動，舉辦期間正值

中美貿易衝突、香港抗議活動持續升溫的內外交迫之際，慶祝活動備

受外界關注。這場活動共有二項觀察重點，其一是習近平的演講內容，

其二是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儀式與群眾遊行。前者的觀察重點在於習近

平是否會在演說中釋放香港問題未來如何處理的訊息，後者則是習近

平如何利用史無前例的閱兵規模展現其個人權威。以下將從此二方面，

觀察與分析中共此次建政 70周年的慶祝活動。 

 

（二）習近平慶祝活動演講內容的觀察與分析 

    10 月 1 日前，習近平即於兩場相關慶祝活動發表演講。中共國

家勳章與國家榮譽稱號 9月 29日舉行頒獎儀式，習近平接見獲獎者，

強調忠誠、執著的精神，重提實現「兩個一百年」與中國夢的目標。

9 月 30 日以習近平名義舉辦建政慶祝招待會，習近平將中共建政的

70年歷程稱為「史詩般的進步」，將當前的發展成就稱為「人類發展

史上的偉大傳奇」，並提及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在兩岸關係方面則繼續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10月 1日的慶祝大會演講，習近平繼續強調自豪感，「沒有任何力量

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

華民族的前進步伐」，香港問題與兩岸關係亦被習近平列入在「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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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上」，但相關說法沒有任何新意。 

    首先，在香港問題方面，習近平提及需堅持「『一國兩制』，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言內容與 2017年 10月「十九大」報

告無異，惟省略報告提及「高度自治的方針」，而強調「繁榮穩定」，

顯示維持香港穩定與經濟發展是目前最重要的原則。然這些說法僅為

原則宣示，尤其今年 9月 3日習近平於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

班式，提及港澳臺工作是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鬥爭」之一後，這次

談話可謂相當保守。其次，在兩岸關係方面，習近平提到要「推動海

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而奮鬥」，這些文字與「十九大」報告更是無任何差別。尤其，習近

平未提及今年 1月 2日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週年紀念會中所

指要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一般認為，儘管 2018年臺灣「九合

一」選舉藍營獲勝，惟近期民調顯示，2020 年臺灣總統大選可能出

現北京不欲見到的結果，因此中共當局在選前的公開發言傾向保守。 

    除香港問題與兩岸關係以外，中共官媒新華社 10月 2日以「自

豪、致敬、奮鬥」三個關鍵詞總結習近平這三篇演講內容。所謂「自

豪」，顯現於對中共當前成就的眾多描述，儘管當日中美貿易談判尚

未有任何協議，且香港的示威活動仍然相當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

這些自豪的描述顯示習近平持續希望以民族主義式的情緒加強共識。

另一方面，所謂「致敬」的重點則在於，推崇曾經參與中共建政的革

命老戰士等的貢獻，這與習近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相

互呼應。事實上，中央電視台自今年初開始，即以「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為題拍攝「我們的 70年」紀錄片，10月 1日當天更開播「第

一日」這部與 1949 年中共建政初始相關的紀錄片，這些作法顯示習

近平所念茲在茲的初心與使命，聚焦於中共建政初期，而非改革開放

以後的革命精神。最後，關於「奮鬥」，其目的在於重申「堅持中國

共產黨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等文

字，讓中國大陸民眾相信「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三）閱兵活動目的係強化個人權威與形塑團結 

    10 月 1 日當日登上天安門主席臺者，除習近平外，尚包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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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及前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

李瑞環、吳邦國、溫家寶與賈慶林。前任領導人登臺係延續過往作法，

王岐山的加入則再次肯定其地位。閱兵在習近平演講後開始，根據中

共官媒報導，參與閱兵的軍官與士兵人數接近 1.5萬人，接受檢閱的

裝備 580套、各型飛機超過 160架。根據閱兵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蔡志軍所言，本次閱兵比 10年前胡錦濤時期慶祝中共建政 60周年的

閱兵，以及 2015年 9月紀念抗戰勝利 70周年的閱兵規模還要大。這

場活動被人民日報稱為「新時代的首次國慶閱兵」，是「武裝力量全

面重塑後的首次整體亮相」，「見證改革強軍新時代」，再次強調「十

九大」後確立的「習近平新時代」說法，突出習近平個人領導的權威。 

    本次閱兵是習近平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閱兵，也是習近平第三次

的大型陸上閱兵，再加上之前已經進行二次分別於南海與青島的海上

閱兵，可見習近平相當相信閱兵可鞏固內部團結並展現個人威望。本

次閱兵亦創造多項「最多」與「首次」，除規模最大、演奏曲目最多

以外，最重要的是首次亮相的新型武器裝備比重較多。同時，維和部

隊亦首次參閱，顯示中共希望讓外界解讀其積極參與國際和平事務。

由於中美衝突與香港抗議活動在閱兵時仍在繼續，為讓外界不做相關

解讀，中共在慶祝活動前的新聞發布會中強調「這場閱兵不針對任何

國家地區或特定事態」、「中國沒有意圖更沒有必要通過閱兵來秀肌

肉」。但是，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解決外界的疑慮，事實上，多數的

評論家仍認為，閱兵所展現的大陣仗與新型武器裝備，主要目的是對

內向黨內其他勢力展現習近平個人權威，尤其是習近平對解放軍有絕

對的掌控，對外則向國際社會彰顯其軍事成就，震攝敵人。 

    閱兵後緊接著進行群眾遊行，共有 36個方陣，約 10萬名群眾、

70 組彩車參與。在「中華兒女」的方陣中，延續過往作法，每一省

市區加上港澳臺共有 34 個彩車，其中臺灣彩車通過時，轉播鏡頭刻

意顯示習近平對此彩車揮手致意。這些精心設計的遊行需要密集的訓

練與安排，為了此次慶祝活動，北京許多大學生從數月前即開始彩排，

更有數次大規模封路。此外，為加強保安與維穩，中共推出多項措施，

包括遊行區的住宅區均由守衛員站崗，居民需要登記並使用身份證才

可以出入等。中國大陸民眾對於這些限制不是沒有抱怨，但是這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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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很快就被中共的網路審查消滅。這場群眾遊行的目的是希望振奮民

心，儘管一定程度達到效果，但實質內涵僅是使民眾暫時忘記當前的

內外問題。 

 

（四）結論 

    整體而言，中共建政 70 週年慶祝活動規模龐大，前所未有，是

習近平在面對中美貿易衝突與香港抗爭等棘手執政問題之際，強化個

人極大權威，塑造民族主義情緒與凝聚國內共識的具體展現。然而，

極端的個人權威正是香港抗議活動的對象，極端的個人權威亦無法解

決中美貿易衝突。民族主義可否轉移人們的不滿，緩解因中美貿易衝

突而更加嚴峻的經濟問題，值得繼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