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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四川學生霸凌案看中國大陸維穩政策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教授兼社科院副院長洪敬富主稿 

 

■ 四川學生霸凌案反映中共地方政府一貫的壓制心態與維穩作為，即便

事態最終緩解，惟已擴大官民矛盾及不信任感。 

■ 由下而上、草根群眾所倡議的公民維權、司法維權行動正挑動中共政

權敏感神經；中共官方傳統高壓專制手段或將面臨更大的政治與經

濟、社會代價。 

 

（一）前言  

  2017年 4月 1日，四川省瀘洲縣太伏鎮太伏中學的一名國二生趙鑫，

被發現陳屍於該校男生宿舍後方，全身傷痕累累。警方於第一時間宣稱趙

男係墜樓身亡且排除他殺或加工自殺之可能；當日夜間，地方警方和學校

即試圖火化屍體，此舉引起家屬與民眾的強烈不滿，因為家屬強烈質疑死

因不單純，從該日起，大批群眾對此事表達強烈抗議，並與警方爆發數次

衝突。 

  此事件經由網路與社交媒體的傳播，進一步引發廣大大陸網民關注與

強烈不滿，一些家屬和群眾遊行抗議的照片、影片，以及攸關此案更多的

影像、評論，不管是事實或造謠、誇大等，皆在網路上轉載和傳播，使得

案情的關注度持續擴大。特別是關於警方對死者家屬報案被勒索一事不加

理睬的言論在微信中快速轉發，案情如滾雪球般上升，官媒新華社也以

「拿出澄清謠言的事實需要多久」為題，對案情提出質疑（新華網，

2017.4.4）。 

  4 月 2 日，瀘州官方微博公眾號「瀘州發布」發出聲明，指出該學生

屍體外傷符合高墜傷特徵，且現有證據也排除他人加害而導致死亡，其具

體死亡原因待家屬同意後屍體檢驗予以確認；與此同時，地方縣教育局也

對學校的管理情況展開調查（自由亞洲電臺，2017.4.3）。4 月 3 日官方微博陸續

發出警告，指一些網民編造發佈諸如「五名學生打死同學，其中一人已自

殺」、「孩子已經離開，全身被打得淤清死血，手腳被打斷」等謠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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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這些人企圖造謠、傳謠生事，並煽動群眾聚集滋事。官方也再度表明，

無證據證明死者是他殺，且死者損傷符合「高墜傷」特徵。 

 隨後，瀘縣政府於 4月 6日在網民高度圍觀的輿論壓力下，召開說明

會，並在徵得家屬同意後進行驗屍，過程中死者家屬也請第三方專家和律

師在現場見證。而瀘州警方在案發後幾天強制帶離數名與警方發生衝突的

民眾，大部分人也「經過教育承認錯誤」後釋放，僅三人被拘留。可以

說，瀘縣政府自案發以來，以不到兩天就排除他殺的可能，且多次發佈消

息直指死者係自殺而亡。與此同時，網路上對政府說法不利的影片與言

論，一概被斥為不符實情，然政府所公布之理由與證據卻又疑點重重，難

以服眾。 

   最終，瀘州市政府於 4月 7日針對此案舉行對外說明記者會，席間以

大量關於死者生前的行為、言語及其對該生自殺原因進行分析，強調校園

內絕對沒有外傳學生間收取保護費的行為，並排除網路上諸多不實的謠

言；官方除對此案表達悲痛外，且要求加強校園安全與遏止謠言，為迎接

「十九大」勝利召開營造安定和諧的環境和氛圍（新京報，2017.4.7）。大陸官

方媒體的報導也幾乎口徑一致，轉載官方的立場與說明。例如「環球時

報」以大量圖片為佐證，發表近似論點，強調「境外那些別有用心者」與

「敵對勢力」利用意外死去中學生來造謠、生事、且煽動群眾以實現各種

不得人心的目的（環球時報，2017.4.7）。 

 

（二）維穩政治的迴圈：治標、治本，或標本難治？ 

事實上，大陸官方曾於 2015 年 2 月公布「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其目的在藉由公安行政管理改

革以促進公平正義、在維護社會和諧過程中增進依法治國，並防範各類現

行司法案件中常出現的冤假錯案。諷刺的是，在相關改革意見與方案發佈

後一年，發生於 2016 年 5 月間的「雷洋案」，也一樣引起大陸網民熱

議，因為此事件被廣泛認為地方公安在執法過程中，存在可能執法不當的

情況，且公安亦無法對雷洋身上多處瘀青腫脹做詳細、合理的解釋。固然

大陸諸多領域的菁英，特別是雷洋畢業的中國人大校友會發出幾份公開聲

明，咸認雷洋之死並非一場「單純」的意外，然而 2016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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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最終仍以「犯罪情節輕微，能夠認罪悔罪」為

由，對五名涉案警務人員玩忽職守案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許多大陸的司法案件，人民普遍要求的是司法程序正義的落實，官方

一再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言猶在耳，然而一個能真正「依法治國」

的國家必須是要謹守法律程序正義所載明之透明、公開、公正的機制手

段，而非一眛地掩蓋、拖延、甚至包庇。在四川瀘州市瀘縣政府所指控的

謠言，其實存在著一種官方壓制式的譴責與民間無奈的抗拒，更凸顯當地

政府的一種畸形維穩。在廣大網民的圍觀、聲援之下，當中真真假假的消

息甚囂塵上，而事件持續惡化正折射出有關當局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維穩

作為；社會大眾普遍要求的是該事件的完整真相，但地方政府官員一開始

想全面封鎖事件，進而導致越想將消息壓制，家屬及民眾的憤恨情緒就越

難撫平，終究導致事件演變成失序、惡化的地步。對於霸凌事件，正如同

一位老師所言：「瀘州民眾抗議，不是因為死者，而是你們對待校園刑事

案件的態度，聯合學校遮蓋案件…所有的造謠都是你們封鎖消息的情況下

逼出來的。暫且不說死因，就警方鎮壓我也是佩服...為什麼人民不相信你

們，因為你們一開始就沒打算讓我們知道校園死人了這事」（世界之聲，

2017.4.4）。這種司法與社會事件正是一種制度性的惡性迴圈：發生事件後，

地方領導試圖先掩蓋真相，後導致群眾不滿與陳抗，衝突抗爭一旦無法獲

得平息，事態持續擴大後，引起更上一層領導重視、甚至介入，方使事態

獲得緩解，或許事件真相得到公開，司法正義得到彰顯，但官民間所累積

的矛盾、不信任感卻可能日益增大、增強。 

隨著過去卅多年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大陸的許多問題與社會矛盾不

斷浮出、不斷尖銳，然而中共也發展出一套相應的維穩模式，其根本目的

在塑造宇內清明、天下太平的氛圍。這套模式的機制之一是在宣揚政府認

可的說法與阻斷不利的言論，並擺出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態勢，其重點不在

事實真相能否真正呈現，抑或司法正義與公平能否得到彰顯，而在於總體

的經濟、社會、政治能否持續穩定。 

在習近平 2012年 11月上臺後，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宣稱要全面

從嚴治黨，且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喚回人民對政府的公信力，取得繼

續執政的正當性，所以大陸官媒在面對全國性事件的作為上，大抵表現出

為民發聲、為民服務、主持並伸張正義的政治姿態，然而，當今大陸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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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信力、公權力普遍低落，在面對公共危機或突發公共事件、群體性事

件時，群眾普遍不相信地方政府，歸根究底，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深層制度

問題。往往中共的維穩機制通過上至中央、下達地方的相互指責與批評、

檢討與讚揚，將案件個別化、單一化，使個案間互不相連，從而將個別事

件各個擊破，使民眾關注力限於局部，對問題的核心（如權力的有效監督與制

衡）儘量避免觸及，僅就事件本身外部的基本問題、官員貪腐、甚至宣傳

不力予以究責。這不僅難以治標，遑論治本。 

  在缺乏西方民主意義下的「選舉」和「政治、公眾參與」機制下，正

不斷衝擊並挑戰黨國體制存在的正當性，形成對其治理的根本危機。傳統

上高壓、專制手段來解決問題的「硬」途徑所付出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乃

至於政治代價，是越來越高，亦越來越大。當黨國政府無法「有效」且依

法「適當」處理此等上升中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時，大陸公民，特別是知識

份子與專業人士開始尋求運用網路科技來進行訊息溝通與議政；網路作為

廣泛集結社會力量的中介平臺，公民和網民對各級政府提出行使法律所賦

予公民權利的請求，這種不斷由下而上、草根群眾所倡議的公民維權、司

法維權行動正挑動包括北京政府在內的各級黨政機關，亦觸及中共政權的

敏感神經。習近平曾言：「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確有道理。這種空

談更應是少談「宣傳」，多落實「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的實幹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