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大陸教育部發布「㆗國留㈻回國就業藍皮書」，大陸留㈻生返陸就

業待遇不如預期。 

隨著㈳會發展及外來文化衝擊，大陸許多民間藝術面臨消亡。大陸

官方政策鼓勵傳承民間文藝，大陸相關文藝㈿會亦聯合編纂「㆗

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 

大陸當局為管控網路言論，陸續推出「行動裝置應用軟體管理」、

「微信㈩條」、「跟帖評論㉂律管理承諾書」等措施，嚴管網路

即時通信工具，管控範圍並延伸㉃新聞及視頻網站。 

 
一、高層文化 
大陸教育部發布「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大陸留學生返陸就業

待遇不如預期 
  大陸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發布「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

書」，針對 280 萬大陸留學返陸人員資料進行分析，提出留學國家、學科分布及

返陸就業狀況等統計數據（中新網，2014.11.26）。 

  據大陸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自 1978 年至 2013 年底，大陸各類赴外留學人

數達 305.86萬人，為世界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其中有 144.42萬人學成返陸（約占 47.22%）

（新華社，2014.12.20）。2013 年大陸赴外留學人數為 41.39 萬人，包含自費留學 38.43 萬

人，與 2012 年相較增加 1.43 萬人，約增加 3.58%；2013 年大陸赴外留學返陸人數

達 35.35 萬人，是同期赴外留學人數的 85.41%。大陸學生已成為美國、英國、澳

洲及加拿大等國最大的留學生群體（南都網，2014.11.26）。「藍皮書」報告顯示，大陸

留學生分布在全球 80 個國家或地區，主要集中在英國、美國、澳洲、韓國、日本、

法國、俄羅斯、加拿大、德國、紐西蘭和新加坡，其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前往英

國者最多，碩士畢業生前往美國者最多。就讀學科集中於商科類和社會科學類，

以工商管理、應用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外國語言文學、藝術學、計算機科學與

技術、管理學與工程、教育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等 10 個學科人數最多。47.31%

的大陸留學生為大學畢業後赴外留學、33.48%為高中畢業後赴外留學，碩士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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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赴外留學者僅占 5.59%。留學返回者 63%具碩士學位、30%具學士學位，具博士

學位者僅占 6%（中新網，2014.11.26）。 

  此外，超過半數留學生（57.94%）期望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謀職，最

受歡迎的行業是金融業，其次是教育、資訊和軟體服務等行業。約有半數留學回

國就業者希望月薪為人民幣（以下同）5 千至 1 萬元，23.32%的人希望月薪為 1 萬至 2

萬元；具博士學位者有 3 成希望月薪為 1 萬至 2 萬元。然實際薪酬上，約有 8 成

留學返陸者月薪低於 1 萬元，包括 73.5%的博士生、86.6%的碩士生、88%的大學

本科生及 88.6%的專科生；另有 32.8%的博士生、40.86%的碩士生、47.74%的大學

本科生及 51.14%的專科生月薪低於 5 千元（新華網，2014.12.23）。 

  由於目前大陸就業市場上，大陸留學返陸人士與大陸本土大學畢業生之薪酬

差異不大，有關「海歸」成「海待」、花費不菲的留學究竟值不值得等話題成為

社會關注焦點（僑報網，2014.11.27）。留學成本高，收益卻不如預期有實質提升，大陸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為，此可能與留學生實習機會不多、以及與大陸就業單位

聯繫不多等因素有關，未來將建立留學返回工作與創業指導部門，並為留學生設

立「實習基地」（光明日報，2014.11.27）。此外，隨著當前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推進，

大陸本土畢業生亦多有海外大學學習交流經歷，具有較高英語程度和國際視野，

相對而言，留學返陸人士在人才市場的競爭優勢漸趨縮小，高薪不再已成為大陸

留學返回者必須面對的現實（聯合新聞網，2014.12.25）。 
 
二、通俗文化 
◆許多民間藝術面臨消亡，大陸官方政策鼓勵傳承民間文藝 

民間藝術是民眾長期生活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從 3 千多年前西周時期的采

詩、采風制度，先秦時代文化典籍中的民俗及口頭文學的記載起，見諸歷代典籍

中的民間文化記載，為中華文明的延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構成了中華民族深

厚的文化底蘊，成為傳承歷史的重要載體（中國文化報，2014.3.10）。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及外來文化的衝擊，大陸許多民間藝術所生存的文化

土壤和社會環境迅速流失，傳統文化正面臨著消失、遺忘、割裂的困境（廈門文明網

2014.11.10；中國江西網，2014.12.17）。一些來自民間的口頭說唱，或是口頭說唱與形體表演

相結合的藝術形式，例如鄉土劇種、民間舞蹈、民間歌曲等，由於現代娛樂的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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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生存空間越來越小，面臨繼承人斷層、受眾群體流失等問題，許多民間文藝

僅存名稱，甚至連名稱都不復存在，拯救及保護民間文藝，爰成重要議題（深圳新聞

網，2014.10.20）。 

為傳承民間文藝，大陸地方政府紛紛推出相關政策。例如連雲港市成立的民

間文藝家協會將啟動為期 5 年的「連雲港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以民間老藝

人普查為龍頭，建立一套完整的檔案，形成立足田野調查、科學分析研究等一整

套學術性普查方案，並以此為基礎，分批分類陸續推進搶救，同時進一步加強學

術平臺建設，注重學術指導與推廣（連雲港日報，2015.1.6）。貴州省教育廳亦與相關單位

聯合發布「貴州省推進職業院校民族民間文化傳承創新工作實施辦法」，旨在培

養民族民間文化職業教育傳承隊伍，建立職業教育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才培

養、優秀民族民間文化教育保護與非教育保護相結合的有效機制，並從建立聯席

會議制度、加強專項經費、在政策上給予放寬支持、鼓勵聘用文化傳承人、搭建

團隊創新平臺及完善考核評估體系等 6 個方面有序推進，讓民間文藝的傳承從教

育開始打基礎（人民網，2014.12.5；貴州省民宗委網站，2014.12.30）。 

  早在1979年起，大陸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委）即先後與中國

文聯有關協會聯合發布關於編纂「中國民間舞蹈集成」（1981年）、「中國歌謠集成」（1984

年）、「中國曲藝志」（1986年）等通知。至1986年，大陸文化部「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

導小組」在大陸文化部、財政部、國家民委等部委的指導下，收集整理大陸民族

民間文化，展開全面普查、規範體例、逐級審定、統一出版及資料保存，歷時30

年，編纂成「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每部叢書按行政區劃分省立卷，每省

10卷，共計298卷，約4.5億字。以民間文學為例，隸屬於大陸文化部的事業單位「民

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在「基礎資源數據庫」中對2012年的統計，就有以數位化

保存的民間故事44萬則、諺語36萬條、歌謠10萬餘首，可謂洋洋大觀（大陸文化部網站，

2014.12.18；中國文化報，2014.3.10）。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指大陸自

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創作產生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但同時在創作方面，也

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的現象，過量的經濟效益指標以及把文藝生產作為 GDP 新

增長點的期待，造成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因此，不能讓文藝在市場

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否則文藝就沒有了生命力（華夏經緯網 2014.12.2；中國青年報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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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傳統民間文化正面臨後繼無人的尷尬以及瀕臨滅亡的困境，在科技高速

發展的今天，如何拯救被「遺忘」的民間文化，除了需要大陸政府致力推動相關

政策，更是其民眾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中國江西網，2014.12.17；燕趙都市報，2014.10.20）。 
 
三、大眾傳播 
◆大陸整頓網路即時通信工具及社群媒體，採取多項管控措施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4年7月發布之「第34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6月底，大陸的網路用戶人數已達6.32億，手機上網

人數達5.27億。大陸兩大網路即時通信工具－微博及微信，使用者人數分別為3億

及6億（蘋果日報，2014.8.8；旺報，2015.1.9）；微信的6億使用者當中，還包括超過1億的海外

註冊用戶（阿波羅新聞網，2014.8.17）。這些網路即時通信工具及社群媒體所形成的網路輿

論，其影響力已超越傳統媒體，讓大陸當局不得不重視，除了透過官方媒體批評

即時通訊軟體帶來的亂象，更針對網路即時通信工具及社群媒體採取一連串管控

措施（聯合報，2014.8.12）。 

    2014年7月，大陸工業及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公布「關於深入開展整治移動

智慧型終端機應用傳播淫穢色情資訊工作的通知」，要求行動裝置應用軟體（APP）

開發者必須採實名制，以建立APP黑名單資料庫，工信部並將定期下架不適宜之

APP（文匯報，2014.7.24）。而大陸國家互聯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國信辦）主任魯煒在2014年

10月30日一場記者會上，證實大陸將推出APP管理辦法；他表示APP是應用軟體，

有些軟體損害網民權益，要加強管理，這也是網路空間法治化的重要表現（聯合報，

2014.10.31）。 

    2014年8月，大陸國信辦針對微信、LINE等即時通信工具軟體APP，發布了「即

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由於主要影響到高達6億用戶使用

的微信，大陸媒體稱其為「微信十條」（蘋果日報，2014.8.8）。該規定要求微信、LINE

等即時通信APP提供廠商要實施「後臺實名、前臺自願」的措施，也就是使用者必

須以真實身分註冊，但在線上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公開個人身分，且使用者必須與

即時通訊服務商簽訂協議，承諾遵守「法律、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利益、資訊真

實性、公共秩序」等7條「底線」；並強調非經官方允許的公眾帳號，不得發布、

轉載時政類新聞，如果違反規定，該使用者將被限制發布、暫停更新、甚至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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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 

    2014年11月，大陸國信辦召開「跟帖評論管理專題會」，會上包括新浪、搜狐、

網易、騰訊等29家網站簽署了「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明確承諾使用者「以

真實身分資訊註冊帳號、使用跟帖評論服務」。根據承諾書，各網站將請使用者在

跟帖評論時，務必遵守「自覺遵守不得逾越法律法規、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利益、

公民合法權益、社會公共秩序、道德風尚和資訊真實性等七條底線」；還要請使用

者不發表包括「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危害國家安全，洩露國家秘密，顛覆

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等18類資訊。若違反上述規定，

依據承諾書，各網站將視情況採警告、刪文或關閉帳號等措施；對違反規定的留

言，網站還會留底，做為日後調查的證據（聯合報，2014.11.8）。 

    大陸新聞網站（如新浪、網易等網站）瀏覽人數越來越多，影響力日增。大陸國信辦

與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以下簡稱廣電總局）於2014年10月29日聯合發布「關於在新聞網站

核發新聞記者證的通知」，要求大陸新聞網站採編人員正式納入統一管理。國信辦

新聞發言人姜軍表示，在新聞網站發放的新聞記者證與傳統媒體的新聞記者證一

致，以確保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同一標準、統一管理（旺報，2014.10.30）。大陸也對視

頻網站進行控管，廣電總局於2014年9月重申，要求網路播放的境外影視劇，必須

依法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或「電視劇發行許可證」，未取得前述許可證的境

外影視劇，自2015年4月1日起一律不得上網播放（蘋果日報，2014.9.7）。大陸廣電總局

並限制單一網站年度引進播出境外影視劇的總量，不得超過該網站上一年度購買

播出大陸産製影視劇總量的30%（南洋商報，2014.9.7）。大陸廣電總局網路視聽節目管理

司司長羅建輝在2014年12月4日「第六屆中國網路視聽產業論壇」中宣示，傳統媒

體不允許播出的內容，新媒體一樣不允許播出（新民晚報，2014.12.6）。種種跡象顯示習

近平相當重視網路新媒體的發展，並多次強調「需確保網際網路可管可控」（國際日

報，2015.1.9）。 

    由於許多APP含有即時社交通訊、發布新聞等功能，部分專家懷疑，這些APP

的管控措施是大陸當局收緊行動網路平臺言論的手段（世界新聞網，2014.7.24）；此外也

有專家認為「微信十條」在執行上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如何界定用戶所發出的信

息是「新聞」？因此實際的影響程度，要視大陸當局執行的力度而定（香港經濟日報，

2014.8.8）。「微信十條」等一連串APP的管控措施也引發大陸網民不同的看法，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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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網民認為大陸政府此舉能打擊日益猖獗的網路詐騙和網路色情，但更多人批

評這是歷史倒退的「封喉行動」，微信的網路公眾平臺恐怕淪為「微信版的新聞

聯播」（信報財經新聞，2014.8.8）。 

  至於2014年11月，29家網站所簽署的「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網友也是

看法不ㄧ。大陸國信辦副主任任賢良表示，網站對於跟帖者的評論必須要負責，

國外不少知名網站都制定了詳細的評論規則，並以醒目方式告知用戶發表評論的

注意事項及網站對不當言論有權採取的管理措施，媒體自律應為網路管理重要的

一環（深圳特區報，2014.11.7）。然而批評人士都認為，這項措施是大陸當局為了加強清

理對執政當局不利的網路資訊的最新行動，其結果將會進一步限制大陸的言論自

由（香港經濟日報，2014.11.8）。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