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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為加快中國大陸教育現代化，中共發布「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

並預計在2035年邁入「教育強國」行列，惟其所秉持之原則為「堅

持黨的領導」，首要任務為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 

 科技發展改變文化樣貌，電子競技正從文創、體育及教育面影響中

國大陸社會環境。 

 中共官媒列5罪狀禁播宮鬥劇，強調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此為強化並升級中共「黨管一切」之訊號。中共並加強電影意識形

態監管，張藝謀導演新片「一秒鐘」疑以文革為故事背景，被迫於

2019柏林影展退賽。 

 

一、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於 2019 年 2 月陸續發布「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加

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 年)」等文件，以「黨的

領導」為基本原則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教育現代化為主題的中長期戰

略規劃，提出「八大基本理念」、「十大戰略任務」，並以「加快推進教育現代

化實施方案（2018－2022年）」作為具體的實施方式，目的在讓中國大陸於2035

年邁入「教育強國」行列。 

根據陸方教育部的說法，「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所提出的指導思想、基本

理念和基本原則，都是來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教育的重要論述精神」，「其中黨的堅強領導是辦好我國教育的根本保證；

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

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是不可偏離的根本方向」（新華社，2019.2.23）。

所以，無論所提出的目標多麼遠大，所論述的願景多麼美好，最強調的關鍵詞還

是「黨的領導」。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發布的前一天，教育部長陳寶生發表署名文章「把

高校建設成為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強調中國大陸的高等學校是「黨領導

下的高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肩負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重大職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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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新時代黨

的建設總要求，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使高校成為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

（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2.22），所揭櫫的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基調，與習近平2016年

12月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談話一脈相承，部分媒體解讀是為「中

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公布先行造勢（美國之音，2019.2.25）。 

「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意在落實中共對教育工作的領導，以加

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嚴密管控校園意識形態 

近年中共持續強化校園意識形態之管控，陸續發布「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

情況的通報」（2013）、「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

（2013）、「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2015）、

「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2017）、「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2017）等政策文件。此外，習近平也利用各項教育

會議，宣達「全面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

示，例如前揭「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2016），以及「全國教育大會」（2018），

2019年3月習近平更於「中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強調，中國大陸需培

養世世代代都擁護中共領導的人才，要求「從學校抓起、從娃娃抓起」（自由時報，

2019.3.19）。 

中共除以發布政策文件與領導人發表談話的方式，引導師生樹立正確的政治

方向，牢牢掌握校園意識形態外，亦採取實質控管行為，如2018年陸續撤換北京

大學、南京大學等30所知名大學黨委與大學校長，又以廣設監視器監控教師教

學、開除批評政治之教師等做法打壓與監控授課教師與行政人員，如今更發布「中

國教育現代化2035」，其將校園意識形態控管置於發展教育之正當框架下的企圖

昭然若揭。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將「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

為首要戰略，「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教育戰線，推動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融入中小學教育，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快推進教育

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年）」則提及「提升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

所採取的方式為：「將思想政治工作體系貫穿於學科體系、教學體系、教材體系、

管理體系當中，深入構建一體化育人體系」。 

陸方教育部曾對外表示，編製「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除要為新時代開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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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現代化建設指明方向，也是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履行對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承諾，「為世界教育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經驗、

中國方案的實際行動」。然而，觀諸「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與「加快推進教育

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年）」的內涵，其欲透過思想政治理論課所培育的，

其實就是「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部分媒體評論即

認為無異「洗腦」（自由時報，2019.3.20；蘋果日報，2019.3.23），與尊重學生自由發展的歐美

教育理念更是背道而馳，是否能使中國大陸成為真正的教育強國，不無疑問。 

 

二、通俗文化 

科技發展改變文化樣貌，電子競技從文創及體育角度影響中國大陸

社會環境 

科技與文化不是兩條單行線，應用新科技，可以推動數字文化的發展，並且

助力傳統文化的創新傳承（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2.16）。「當大家在物質上得到滿足之

後，更多人一定會追求精神上的愉悅，而在音樂、電影、電視、文學和遊戲中，

遊戲是和科技接軌最多的門類。長遠來看，科技在不斷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遊

戲是這些內容當中最有生命力、成長速度最快的（世紀經濟，2019.3.27）」。國金證券

消費升級與娛樂研究中心近期研究報告指出，電競、二次元和長短視頻則將成為

1985~1995年出生的未婚人群精神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華網，2019.3.13）。「京臺

青年創新創業大賽」自2016年首屆大賽以來，有超過2000隊選手報名，共17個項

目獲得1.2億人民幣融資，而今年第四屆大賽的「文創企業組」，就包含「遊戲

電競」項目（旺報，2019.3.28）。 

電競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運動器械進行的人與人之間的智力對抗運動，是體

育、科技、傳媒融合發展的新興業態（東北網，2019.2.26）。電競產業的發展，隨著電

子競技比賽逐漸規模化，明確的賽制體系形成，電競生態加速形成（新華社

2019.01.10）。過去一年，中國大陸電競的邊界在加速擴大，傳播上真正出圈觸及更

多非核心粉絲的大眾人群，更多的行業、資本、品牌參與到電競行業的共建中（世

紀經濟，2019.3.27）。2019年3月，北京24H•齒輪場文創園的演播廳內，觀眾歡呼尖叫

聲連連，和京城最熱門的籃球足球賽一樣，電競比賽同樣不缺乏粉絲捧場，他們

也會花錢買票來到現場，為喜愛的電競選手加油（北京日報，2019.3.15）。電子競技進

入亞運會和可能進入奧運會，是近兩年的輿論熱點，也是電子競技進行形象革新

的有力抓手，但是電子遊戲的所謂競技化本身也存有若干爭議（中國青年報20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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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競的反對主要與擔心年輕人長期待在電腦螢幕前、缺乏運動有關。在這方

面，中國大陸尤其謹慎，自2018年開始暫時放緩審批新遊戲並限制兒童每天玩電

子遊戲的時間。這種轉變與中國大陸學生的視力情況有關，預估2020年時，中國

大陸近視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一半，約7億人，但《英雄聯盟》開發商的商業開

發負責人菲利普•索表示，中國大陸的體育管理部門是電競的支持者（多維新聞網，

2019.1.7、環球時報，2019.3.13）。 

2019年3月2日，中國大陸互聯網協會電子競技工作委員會籌備組成立會議暨

「數字電競與智慧經濟」電子競技行業峰會。未來將協助主管部門加強電子競技

行業規範管理，推進電子競技教育產業與國家教育戰略結合，引導中國大陸電子

競技行業良性且可持續發展。該會議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業和資訊化部、文

化和旅遊部、國家體育總局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和支持（新華社，2019.3.2）。此外，

北京、上海、重慶、杭州等在內的許多城市早已推出針對當地電競產業的扶持政

策，例如《上海市電子競技運動員註冊管理辦法(試行)》、《黑龍江省發展電競

產業三年專項行動計畫(2018-2020年)》。江蘇省電子競技運動協會聯合中國數碼

文化集團也正式組建江蘇省電子競技隊（東北網，2019.2.26、第一財經，2019.3.29）。 

 

 電競人才需求上升，相關教育產業隨之興起 

2019年1月，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電子競技運營師」、「電

子競技員」列為新職業。據不完全統計，電競行業目前從業者為5萬人，崗位空

缺達26萬人，到2020年，人才缺口將擴大至50萬人（鳳凰網，2019.3.18）。另有資料顯

示，中國大陸電競市場規模將在2019年達到1300億元人民幣（環球網，2019.3.20）。 

「任何一個新興行業想要獲得健康長足的發展，都需要教育作為基礎支撐。」

上海體育學院傳媒與藝術學院院長杜友君說。自2016年9月中國大陸教育部增補

「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科系）以來，已有51所高職院校申報電競專業，

大量本科、中職院校已先後開設電競方向或課程，有近萬名學生在讀（中國經濟網，

2019.1.23）。央視記者在多所高職高專和職業教育院校訪問時發現，2019年電競專

業的報名相當踴躍，在北京某職業學校的報名諮詢處，僅僅一上午就有10多個學

生家長前來諮詢電競專業相關情況。北京新華電腦學校教務主任曹永軍表示，電

競專業招生從2017年秋季開始，當時只招收22人，2018年全年已突破230人，2019

年開學不足20天，報名就讀人數已超過50多名（央視財經，2019.3.21）。18歲的學生陸

戴蒙是濟南一所技術學院招收的首批電競專業學生之一（多維新聞網，2019.1.7），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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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6天在校學習電競課程，並領有校方提供獎學金，顯示中國大陸當局對電子競

技人才培養及教育資源投入之重視。 

然而，電競教育引發討論也值得人們思考。一是電競教育能否精準匹配到現

行的電競產業中，即電競教育能否促進就業；二是從電競教育所獲得的職業技能

與文憑能否得到社會上的廣泛認可？隨著電競行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很多新崗位

應運而生，教學應當更重視專業素質的培養。電競不是玩遊戲，電競教育也不是

「教人玩遊戲」，電競教育者應將教學重點從「打遊戲」，轉向針對數據分析、

管理、策劃、內容製作、賽事運營等全產業鏈複合型人才的培養上，加強學生自

身的專業性，才能獲得更多的認同，同時還要加強產學結合與校企聯動，新興領

域的教育發展才能走上正確的方向，更好地引導行業良性且可持續地發展（中國經

濟網，2019.1.23、廣州日報，2019.3.7）。 

電子競技與電子遊戲的進入門檻雖具有差異，但都是以電子遊戲為載體，有

些孩子只看到媒體在爆炒電子競技，有了一個抗拒父母限制自己玩遊戲的強硬理

由，但是又有多少孩子能從一個網癮少年成為世界冠軍（中國青年報，2019.2.18）？再者，

電競選手的運動壽命並不長，退役後的職業選擇成為一大難題，從相對封閉的行

業環境抽身、跨入業界以外的挑戰不小（北京日報，2019.3.15）。未來中國大陸電競教

育培養的人才是否能跟上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此一新興產業又將對現有教育、

文化環境造成哪些衝擊及負面影響，值予持續關注。 

 

三、大眾傳播 

 中共官媒列 5 罪狀禁播宮鬥劇，強化升級「黨管一切」之訊號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 1 月 25 日在官方微博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宮

鬥劇 5 大「罪狀」，包括「熱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使之成為流行時尚」、「精

心演繹宮鬥情節，惡化當下社交生態」、「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朝英模光

輝」、「宣揚奢華享樂之風，衝擊克勤克儉美德」、「片面追逐商業利益，弱化

正面精神引導」。最後更表示，希望相關影視文藝作品和媒體宣傳應把握好「量

與度」，以與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向而行（中央社，108.1.28）。 

中國大陸網友們紛紛證實宮鬥劇無預警停播，例如山東衛視「延禧攻略」尚

未播完卻臨時改播時裝劇（風傳媒，108.1.27）。中國大陸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及東方

衛視陸續從節目表上撤下宮鬥劇，並表示所有的衛視都已接到禁播宮鬥劇的通知

（香港 01，108.02.11）。宮廷劇在中國大陸由來已久，並且在影視界長盛不衰，因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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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距離遙遠，電視台認為在政治上相對安全，市場收益也好（美國之音，108.2.11）。

惟習近平上任後，對文藝方面管制越來越嚴厲並呈現進攻姿態（美國之音，108.2.11）。 

獨立時評人、歷史學者章立言指出，2018 年 3 月出台「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重組國家廣電總局就是為了控制娛樂圈及影視之播出（美國之音，

108.2.11）。2018 年 4 月 4 日，新組建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召開首次全國電視劇創

作規畫會，中宣部副部長、國家廣電總局局長聶辰席指出，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

義、隨意戲說曲解歷史、貶損褻瀆經典傳統、竄改已形成共識和定論的重要歷史

事件及人物等（今周刊，108.1.29）。 

除了禁「宮鬥劇」外，一度傳出廣電總局已下達命令一直到 6 月都不准播出

「古裝劇」，稱之為史上最嚴「限古令」（自由時報，108.3.22），且新禁令一併涵蓋視

頻網站（香港蘋果日報 108.3.25）。不過，2019 年 3 月 26 日傳出「限古令」有望解除，

廣電總局已分別召集 3 家網路平台簽訂保證書，解禁條件包括：每月 15 日前網

路平台要通過地方廣電局上報廣電總局每個月度播出上線計畫、控制古裝劇比

例，現實題材佔年度 60%、未拿到上線許可者不得提前排播等（聯合報，108.3.26）。 

中共全面控制並收緊全民娛樂，顯示中共政權對前景的悲觀（大紀元，108.1.30）。

美國好萊塢獲獎音樂人陳東表示，中共禁播宮鬥劇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劇中影射

中共官員的腐敗與權力鬥爭（新唐人，108.1.31）。「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也表示，

中共以「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理由禁播宮鬥劇，強化並升級了「黨管一

切」的信號（美國之音，108.2.11）。 

事實上，中國大陸政府介入干預影視產業早有先例，2015 年廣電總局公布

「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禁止可能危害社會穩定、破壞人民團結、對未成年少年

造成不良影響等劇情；2016 年廣電總局下令網路劇比照「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

進行審查，嚴禁播出輪迴轉世、同性戀及婚外情等內容；2018 年廣電總局則瞄

準嘻哈文化及刺青藝人（關鍵評論，108.1.29）。總之，只要與中共價值觀不合的影視作

品一律禁止，目前已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風傳媒，108.1.27）。 

 中共加強電影意識形態監管，張藝謀新片「一秒鐘」被迫於 2019

柏林影展退賽 

2019 年柏林影展中國大陸電影共有 13 部入圍，包括張藝謀導演新片「一秒

鐘」（風傳媒，108.1.27）。該片原定於 2 月 15 日於柏林舉行全球首映並計畫一連放映

兩天，中共官媒人民網更報導張藝謀及其他幾位中國大陸導演的亮相，是本屆柏

林電影節的一大亮點。但片方在 12 日於官方微博公布，該片「因技術問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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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柏林影展放映並宣布退出柏林影展競賽（大紀元，108.2.14）。退出影展之後，張

藝謀謝絕採訪請求並透漏他改變計畫，且人並不在柏林（德國之聲，108.2.19）。外界認

為影片退展背後原因並不簡單。 

「一秒鐘」劇本係由張藝謀與鄒靜之一起撰寫，自傳色彩濃厚，以「文革」

時期為背景，故事描述勞改營囚犯溜出農場看電影，與一名孤兒結下不解之緣（風

傳媒，108.1.27）。張藝謀早前曾提及該片講述的是「文革」往事，但並不直接觸及「文

革」，只是意在表現物質與精神皆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電影產生的好奇與熱情。

惟外界猜測由於電影涉及「文革」敏感內容，公開討論「文革」被中共視為禁區，

因此並未能獲得中共廣電總局審查通過（大紀元，108.2.14）。另有分析人士則認為，

「一秒鐘」雖然只是以「文革」為背景，但人們會從電影裡的「勞改營」聯想到

新疆的「再教育營」，無疑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大紀元，108.2.14）。 

從去年電影行業的監管歸中共宣傳部管理後，電影官僚機構經歷了重大轉

變，中共收緊對媒體和互聯網的控制（中央廣播電台，2018.2.17）。中國大陸何姓獨立電

影導演表示，「一秒鐘」退出柏林影展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中國大陸整個國家在

意識形態方面倒退，回復到文革的一種狀態，審查非常嚴格，最近幾年倒退的很

嚴重，以前可以拍的題材，現在已成為禁忌（大紀元，108.2.14)。中國獨立電影人張獻

民也表示，監管變嚴了，獨立電影的空間正在被壓縮（中央廣播電台，2018.2.17）。 

張藝謀「一秒鐘」無法參加柏林電影節，在中國大陸引起極大不滿，在 2008

年中國大陸相對開放時期時，張藝謀和其他中國藝術家寄希望於自由空間進一步

擴大，然而習近平執政以來，希望變成壓抑，追求自由變成近乎極權的監控。知

識界、媒體和藝術創意界進入了一個受到全面控制的新時期（德國之聲，108.2.19）。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