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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法治相關問題之研究」 

摘要 

一、 中共治國與民主國家所循法治國原則有相當大的差異 

(一) 中共自建政以來，在 1999年對「八二憲法」進行第三次

修憲，於中國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一款，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準此，持續開展出憲法位階之治國原則及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之建設。期間先著重於法制的建構，再到現

階段發展為全面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國之建設。 

(二) 中國大陸迄今雖已建構相當程度的法律制度，然習近平

在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的道路，強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

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且必須具體體現

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因

此，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下之治國原則，與民主

國家的法治國原則差異甚大。 

(三) 中國共產黨形塑「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觀」，在十九

大後的「四個全面」仍可見，所有目標在鞏固共產黨領

政。再來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

法治國」，形成獨特的中共威權治理的法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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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習近平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法治

道路」，並透過監察機制法制化，從嚴治黨 

(一) 不同於西方法治國原則強調「權力分立」及「憲法機關

與政黨之分立」，習近平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法治道

路」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之領導。因應習近平新時代而

來之修憲，在憲法本文之第 1 條新增第 3 款，強調共產

黨領導的憲法地位，使八二憲法在第五次修憲後，與共

產黨領導緊密結合，而形成與西方憲法中強調「憲法機

關與政黨之分立」正相反，此乃所謂之「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之憲法」。另外，習近平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

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

力量，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此等正是與西方憲法

上之法治國原則講究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干預，需符合法

律保留原則及重視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與救濟，大不相

同。 

(二) 另有關中國大陸監察體系，於十九大前在社會主義的法

律體系中，檢察機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構，人民檢察

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然中共黨員的違紀行為過

去均透過共黨黨內中央紀律委員會，以雙規方式加以處

理懲治，原本並未涵蓋在「行政監察法」內。習近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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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後主張打擊貪腐，強化黨紀，並於十九大報告中再次

指出「依規治黨」、「以德治國」等主張。爰中共 2018年

修憲後，增列國家監察委，為國家監察機關，並公布國

家監察法，將黨員與之前適用行政監察法的公務人員，

及國營事業的從業人員，皆納入其範圍，形成全面覆蓋

的國家監察法體系。 

三、 中共將反獨促統列為首要任務，並結合經貿、軍事等策略，

升高對臺壓迫 

(一) 習近平在十九大有關兩岸關係談話上，中國大陸主張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等，

認為臺灣為其不可分割之一部分；解決兩岸的政治協商

上，策略上也採取軟硬兩手、內外兼施的作為。在政治

軍事上，自 2016年新政府執政以來，中共採取拉光搶光

我外交盟邦，隨即與巴拿馬、布吉納法索、多明尼加等

國建交，並且在國際航空識別區壓縮我空域，軍機軍艦

繞臺常態化，以軍事外交壓力對臺施壓，遂行其政策目

標。 

(二) 對於民間人士，則透過「以法制敵」的手段，在「反分

裂法」、「國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及「國家情報法」等國家安全法網的嚴密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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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中共所喜的境外民主派人士、NGO 團體等都可能遭

到鎖定而有受人身自由被侵害之虞。 

四、 未來可能完成「同等待遇」相關立法，並持續透過惠臺措施

拉攏我方民眾 

(一) 中共於對臺 31項措施中推動臺商「同等待遇」以及對臺

青提供創業優惠；以經濟吸納，享受「同等待遇」的便利

措施拉攏友中親中民間人士勢力；近期再對臺灣人民實

行單邊之國民待遇推出臺灣居民居住證。依前所述，推測

陸方將「臺灣同胞權益法」立法有其可能性。 

(二) 又陸方制定對臺 31項政策後，各地方紛提出相應之具體

辦法來執行，在臺商投資重要地方，如深圳市提出之「深

圳貫徹 31條措施政策彙編」、廈門市提出之「廈門 60項

惠臺措施」、上海市提出之「上海惠臺 55項措施」、湖北

省提出之「湖北省惠臺 62條」與江蘇省提出之「關於深

化蘇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實施意見」等，顯見陸

方後續亦將持續透過惠臺措施拉攏我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