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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中國大陸推動「雙一流」高教政策，促使部分大學調整學科專業。 

中國大陸發布「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

、「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加大力度推

展文化發展工作。 

中國大陸因應中共「十九大」，加緊整頓網站內容，整治網路「三

俗」（庸俗、低俗、媚俗），規範網路表演市場秩序。 

 

一、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推動「雙一流」政策，使部分大學大幅度調整學科專業，

引發熱議 

    今（2017）年 1 月 24 日，中國大陸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聯合印發「統

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此後雙一流（一流大學和一

流學科）即成為中國大陸高教改革重點政策。中國大陸教育部長陳寶生表示，將於今

年上半年公布第一批建設學校和學科名單，雖名單目前仍未公布，但近日中國大

陸教育部直屬大學之廣州中山大學，於 5 月 7 日高考前夕，宣布將開辦 16年之久

的社會工作學科專業等 18個本科學科專業，進行調整或暫停招生，包含該校熱門

的財政學、應用統計學、經濟學等，變動情形涵蓋數學、化學、工學、地理、材

料、金融、醫學等 12個學院，引起中國大陸學界、業界和社會熱議（時代周報 2017.6.6；

人民日報，2017.5.23）。 

    廣州中山大學稱部分本科專業存在結構上不符社會需求、課程規劃之區別不

高、特色不鮮明等問題。在此波調整下，該校 2年內已有 39個本科學科專業被調

整或暫停招生（中國新聞網 2017.5.8；中國青年報，2017.5.15）。有學者認為，廣州中山大學事件

是中國大陸新一輪大學改革背景下的縮影。校方在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單一

思維下，片面主導學科專業改革，將激化學校與師生間的矛盾（鳳凰網，2017.6.15）。2017

年 6月 8日，中國大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發布「關於 201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學校

本科專業設置工作的通知」，陸續由陸方各省教育廳下發，雲南大學擬增設材料

科學與工程、地理科學、印地語、數據科學與大數據等 4 個本科學科專業，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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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 12個學科專業，涉及物理、化學、材料工程、自然及人文地理、國際政治

等（雲南網，2017.7.18），另中國科學院大學、南開大學等校，也皆主導學科專業改革，

擬增設網路安全與資訊及人工智能醫學等學科專業（中國科學院大學，2017.6.15；南開大學，

2017.6.23）。 

 

中國大陸高教調整學科專業成效仍待觀察 

    中國大陸大學過度擴招和迎合某種社會潮流而設置新學科專業，曾遭遇其學

界批評。急速擴張的學科專業，未能具備成熟的人才培養條件，若未妥善控制培

養素質，畢業生也無法通過人才市場的考驗。此外，部分學科專業亦被認為專業

性不清，重複性高，因此，這波中國大陸大學學科專業調整趨勢，確實得到許多

改革人士贊同，認為或有助改善以往因高估市場前景，而盲目設置學科專業的亂

象（澎湃新聞，2017.5.9；新浪網，2017.5.24；人民日報，2017.5.23）。 

  然而，部分意見認為，只要有分工需求，似乎就不能說這些學科專業毫無設

置必要。另外，雖然大學學科專業設置是大學的自主權，中國大陸高教改革致力

推動落實這項自主權，然而大學自我監督與約束機制並未有效建立，過去跟隨政

策，大肆建置各種學科專業，如今大幅調整學科專業，是否亦落入另一種高教困

境。故中國大陸大學調整學科專業成效，仍待觀察（新浪網，2017.5.24；澎湃新聞，2017.5.9；中

國青年報，2017.5.24）。 

 

二、通俗文化 

中國大陸發布「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

「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加大推展中華傳

統文化發展工作 

    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於今年 1月 25日印發「關於實施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中國大陸各地區各部門

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新華社，2017.1.25）。一週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接受記者提問表示，

「意見」係自 2016年以來，中宣部會同有關部委調研起草，吸收專家學者的研究

成果及意見建議（包含文化名家、「兩院」院士、學部委員及教育、文化、文物、城鄉建設、旅遊、體育工作者等）。

「意見」序文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為建設社會主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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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主要內容分為四大

重點共 18條，從理論和實踐層面說明為何傳承發展、傳承發展什麼、怎樣傳承發

展的問題，包括：第一，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

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第二，概括傳承發展的主要內容，目的是明確精華要義，

深入挖掘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

文精神；第三、闡述傳承發展的基本途徑、主要措施、7項重點工作，部署相關重

點任務；第四、從組織領導、政策保障、法治環境、社會參與角度提出傳承發展

工程的實施方式和條件（中評社，2017.2.6）。 

    今年 5月 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十三五』

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下稱《綱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

神家園，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撐。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推動物質文明

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黨和國家的戰略方針。「綱

要」強調，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推動中華文化現代

化，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擁有更多的傳承載體、傳播管道和傳習人群，增強做中

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為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應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

育，加強中華文化基因校園傳承；普及中華詩詞、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舉辦

經典誦讀、國學講堂、文化講壇、專題展覽等活動。 

    今年 6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聯合制定新規，要求在中國大

陸接受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必須參加漢語必修課，學習中國大陸的國情和文化，

學校應教授國際學生有關中國法律法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內容（環

球時報，2017.6.7）。另外，今年 6 月 23 日，山東省教育廳宣布，從今年秋季學期起，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列為一門地方必修課程，全面進入山東省小學、初中、

普通高中 3 個學段，未來課程將以儒家文化經典為主要教學內容（新華社，2017.6.23）。 

 

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工程頗為浩大，諸多複雜問題尚待克服 

    中國大陸官媒報導指出，「意見」指向 8年後的 2025年。它描繪這樣一幅藍

圖：屆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研究闡發、教育普及、保護

傳承、創新發展、傳播交流等方面協同推進並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產品更加豐富，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顯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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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更為堅實，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人民日報，

2017.2.8）。但環球時報卻幾乎同時轉載外媒評論文章稱，幾十年來，「中國」城市

的老城區慢慢被摩天大樓所取代，然而現在，這個國家又發現被拆除的老建築物

的價值，在「意見」中，北京發出警告：「中國」城市應該避免千篇一律、千城

一面。但這項警告似乎來得太晚了，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大陸已完成建設熱潮（環

球時報，2017.2.6）。今年 6月，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公園在建設施工過程，文物遭到嚴

重破壞，工人們用電鑽把舊磚挖掉，換上仿古新磚的影像透過網路廣為傳播；後

續類似情形反覆出現在上海等地（中國文化傳媒網，2017.6.22）。此外，智慧財產權也已成

為中國大陸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源和文化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但中國大陸現有

法律制度下，文化領域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舉證和維權難度大，被侵權現象突

出。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單位的著作權、名稱權和商標權使

用與保護，館藏衍生品創意設計的版權保護，文藝院團和藝術創作單位創作作品

的權利歸屬及署名權、改編權、表演權等的行使，動漫遊戲、IP 開發等數位網路

時代新興文化產業知識產權保護等，都是文化系統知識產權保護的難點、焦點，

近年糾紛訴訟案件也逐年遞增（中國文化傳媒網，2017.5.23）。 

    中宣部被記者問到怎樣理解「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簡稱「兩創」）這一基

本方針時，解釋「兩創」是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

現代社會相協調，關鍵是把握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係，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當今

時代的關係，主要看能否解決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能否回應時代的需求和挑戰，

能否轉化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財富（中評社，2017.2.6）。歷史

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終究依賴於人們的認知和認同，唯有具備健康的歷史觀、經

濟觀和文化觀，提高對多元價值的尊重，才能長久地傳承歷史文化資源（中國文化傳媒

網，2017.6.12）。 

 

三、大眾傳播 

◆中共今年將舉辦「十九大」，官方加緊整頓網路內容 

    中國大陸官方從去（2016）年底陸續公布並實施許多新的網路安全法規，如：廣

電總局發布「關於加強微博、微信等網絡社交平臺傳播視聽節目管理的通知」、

「關於進一步加強網絡視聽節目創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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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網信辦）發布「網絡安全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文化部則發布

「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這 3 個監管部門在今年 6 月更大規模整頓網路

言論內容。首先，北京市網信辦於 6 月 7 日約談騰訊、百度等 7 個網站，要求加

強用戶帳號管理，並希望採取措施遏止娛樂圈緋聞低俗等問題（東方日報，2017.06.08），

隨後 60多個經常報導名人緋聞的社交媒體帳號，被以「傳播低俗內容」及「造成

負面社會影響」為由，遭到查封關停（中央社，2017.06.19）。 

    廣電總局於 6 月 22 日通報，新浪微博、ACFUN 和鳳凰網等網站，在不具備

「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的情況下提供視聽節目服務，並大量播放不符

合政府規定的時政類視聽節目及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節目，必須關停網站上

的視聽節目服務（香港經濟日報，2017.06.23）。其實早在去年底到今年 4 月，廣電總局已

四度約談騰訊公司，並在今年 5 月通報，針對騰訊公司違反「互聯網視聽節目服

務管理規定」，自行編製時政社會類視聽節目、直播新聞節目，並播放低俗節目，

且騰訊的微信公眾帳號、客戶行動帳號涉嫌播放未經許可視聽節目，要求騰訊所

在地省級廣電行政部門對騰訊網進行全面整改（新華網，2017.6.23）。 

    中國大陸文化部則在 6 月 29 日通報，針對 50 家主要網路表演經營單位進行

執法檢查，並查處 30家內容違規的網路表演平臺，關停 12家手機網路表演平臺（信

報財經新聞，2017.6.29）。中國大陸文化部官員表示，這是為加強監管網路表演內容，整

治網路「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並嚴查內容違規的網路表演，進一步規範網路表演

市場秩序（中國新聞社，2017.6.30）。儘管中國大陸官方表示一連串網路整頓行動，都是

為「營造更清朗的網絡空間」，惟有學者指出這些監管行動最大的關鍵是中共「十

九大」會議，中國大陸當局希望確保會議前社會秩序穩定（香港經濟日報，2017.6.23）。 

 

◆中國大陸網民對網路整治行動意見分歧，學者則認為中共「十九大」

結束後，才可能逐步放鬆管制 

    部分中國大陸學者直指許多娛樂新聞到最後還是與社會議題連結，甚至牽連

到政府部門，為防患未然，所以北京當局決定嚴加管控這些八卦娛樂社群帳號（大

紀元，2017.6.19）。而北京市網信辦查封關停八卦娛樂社群帳號的舉措也引發網民們熱

議，因為在中國大陸有限度的言論自由環境下，網民們早已瞭解時政新聞碰不得，

但沒想到現在連娛樂資訊也面臨查禁命運（中央社，20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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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廣電總局要求新浪微博等網站關停視聽節目服務，以及後來文化部查處

關停網路表演平臺的措施，網民們也是看法分歧：有網民認為，部分網路視聽節

目確實品質低劣，甚至影響未成年人，贊成加強規範（北京商報，2017.6.26）；卻也有網

民認為這種監管是出自政治考量，政府實際上是與民間自媒體爭奪網路空間的影

響力（聯合早報，2017.7.4）。部分研究新媒體的中國大陸學者認為，此次查處對象都是

具影響力的平臺，已經產生警示作用（中國經營報，2017.7.3）；也有學者認為在「十九大」

結束，人事布局底定後，才可能逐步放鬆管制（聯合新聞網，2017.6.9）。 

    中國大陸長久以來嚴格監控廣播電視等媒體，但在網路社群日益普及的今

天，人人都能是傳播資訊的自媒體（風傳媒，2017.6.24），民眾在官方強力監控的廣電媒

體無法滿足資訊需求時，轉而寄望網路空間討論現實世界不能談的，收視現實世

界不能看的資訊（端傳媒，2017.6.9）。然而這些未經審查的資訊在網路蔓延讓北京當局

產生警覺，加上今年底即將舉行「十九大」會議有「維穩」壓力，終於讓中國大

陸當局決定出手整治這些網路自媒體（愛讀網，2017.7.13）。中國大陸當局應體認到網際

網路是擁有多元與包容特質的媒體，設置管制措施的同時，應尊重網路空間的活

力和創造力（明鏡網，2017.7.11），而非透過層層監管壓抑網路民意，扼殺民間創作活力。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