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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籌辦建政 70 週年慶祝活動之觀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黃信豪 

 

 相較年初「高規格」慶祝的宣示，近幾個月中共建政 70週年慶祝

活動的規劃轉為「低調」，或與美中貿易戰未落幕、香港抗爭聲浪

遲未平熄有關。 

 以慶祝國慶為名的宣傳活動與因應的社會控制並未暫緩，9 月起

北京維穩維安的嚴密程度前所未有。 

 在習近平即將發表的談話中，對黨、政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要求

的相關內容應佔一定比重。 

 

（一）前言 

今年（2019）為中共建政 70 週年。按照逢 5、10 紀念的慣例，加

上正處習近平第二任期間，中共定會高規格舉辦國慶活動。然而，整

個 2019 年對中共來說卻是極不安定的一年。就內部情勢來說，美中

貿易戰遲遲未落幕，中共國內仍處於經濟下滑的風險；就外部來看，

香港因「反送中修例」引發的民間抗議聲浪短期看來無法平息，西方

社會也紛紛表達對香港民主派的支持。建政 70 週年的慶典，對中共

來說將注定將會不光彩的度過。 

 

（二）從「高規格」宣告慶祝到「低調」進行 

去年 12月底，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曾表示，「2019年，我們將隆

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70週年華誕」；年初的政治局會議也提到，將

要以「優異成績」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然而，隨著美

中貿易戰在 4 月底未如預期落幕（川普稱為中方毀約），美方祭出 2000 億

美元中國商品的懲罰性關稅（由 10%增加至 25%）；加上港府因欲修改逃犯

引渡中國大陸的條例，引發香港爆發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活動。

在這些內外事件影響下，中共建政 70 週年的慶祝活動，不得不轉為

低調進行。直到 8月底左右，中宣部才由常務副部長王曉暉宣布今年

將舉行慶祝建政 70週年的閱兵式與群眾遊行。此外，原訂 10月 1日

晚間在香港維多利亞港舉行的煙火慶祝表演活動，也將取消（2014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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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雨傘運動取消十一煙火彙演活動）。顯示因應外在情勢變化，中央似乎不願

外界太過關注慶祝活動，更不希望在典禮的進行中，有任何突發事件

影響、模糊焦點。 

 

（三）建政宣傳活動與因應的社會控制 

儘管中共慶祝建政 70 週年的態度似乎有所轉變，但以慶祝「國

慶」為名的宣傳活動與因應的社會控制並未暫緩。在宣傳方面，早在

3月廣電總局便發出「限古令」，擔心民眾以古裝劇借古諷今，聯想到

政府官員無能和貪腐。自 8月開始，廣電總局更進一步要求各省級電

視臺停播古裝、偶像等影視節目，改播出由官方推出的「紅色劇碼」，

並要求各省廣電局加強電視劇播出工作指導。外界注意官方試圖以

「紅色」電視劇加強對民眾的宣傳力度，在建政 70週年前夕比 50周

年、60周年慶祝活動時力度加大許多。此外，電影界也製播「我和我

的祖國」，預計在 9月底上片，欲凸顯藝文界對建政 70週年的熱烈慶

祝。 

在此同時，以「國慶」活動為名的社會控制可說空前嚴密。據報

導，為即將到來的閱兵式，9月共有 3次閱兵預演（7至 8日、14至 15日、

21至 22日），且每次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酒店、辦公樓與公寓皆等同宵禁：

晚上 5點至早上 5點不得出入。此外，北京市政府也發佈通告，自 9

月 15日至 10月 1日晚，北京 16個區中的東城、西城、朝陽、海澱、

豐台、石景山、通州等 7個區禁止放飛、升放任何影響飛行安全的鳥

類動物和其他物體；郵政局則發佈嚴禁在這段期間內將低空慢速小型

航空器及零件，「遙控地雷」和「炸彈鬧鐘」玩具等物品寄往北京；各

地對寄往北京的郵件快遞需經過 X光機安檢，粘貼安檢標識，且北京

的企業也需進行二次安檢。更有報導指出，多家北京醫院所有非緊急

大型手術已叫停，只許出院不准入院。這些事例顯示 9月起，北京已

進入最高安保狀態，維穩維安的嚴密程度前所未有。也有時政研究人

員指出，全國各省市區已就「十一」維穩立下軍令狀，必須充分確保

「精精益求精、萬萬無一失」（此為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8月 31日在北京市籌備和服務

保障工作動員大會的發言，列在北京青年報的頭條，被網路戲稱為結巴體）。 

 



大陸委員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9.9 

32 

（四）習近平的可能談話：「鬥爭」如何作為主旋律？ 

除閱兵與遊行活動，按往例習近平也將在會上發表談話。由於香

港「反送中」抗爭氛圍未有平息跡象，習即將發表的談話內容也備受

關注。自條例爭議爆發至今，習近平與香港問題相關的發言仍不出「貫

徹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基調，與 5年

前正值佔領中環、雨傘運動之際，習在建政 65 週年晚會上的談話如

出一轍。這表示中共早已為香港問題定調：有問題的不是中央的路線

方針，是辦事部門與執行官員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習在中共黨校的談話曾將港澳臺工作與外

交、黨建等工作並列，並用「堅決鬥爭、必須取得鬥爭勝利」一詞來

形容。這或許表示面對日益複雜的執政環境，更多指向黨內、政府官

僚系統的批評、要求未來將浮現。當然，可以預期的是「鬥爭」這麼

強烈的用詞應不會出現在「國慶」談話，但對黨、政治理體系與治理

能力要求的相關內容或將無法避免。 

 

（五）結語 

2016年，中共藉由紀念孫中山誕辰為名，邀請我方退休將領與黨

政人士出席，其中，紀念會高唱中共國歌一事，引發臺灣社會熱議。

今年正值建政 70 週年，又有哪些臺灣人士受邀出席中共國慶？據報

導，由於臺灣總統大選在即，加上在我方政府提出欲修正「中共代理

人法」的氣氛下，今年邀請參加國慶與臺灣有關的來賓，以華僑、資

深臺商、臺協會長、臺青等民間人士為主。另一方面，近期我兩邦交

國（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遭挖牆角事件，也被認為與中共建政 70週年前

夕的「政績」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