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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喪子母親遭網暴輕生，代表在維穩至上時代，有苦也只能迎合；官方呼籲

青年上山下鄉，解決糧食仰賴進口問題。 

 中共加強管控自媒體，《愛國主義教育法》明文規定「愛國」的實際作法

，繼城管、農管和網管後建置「文管」，進一步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宗教政策聚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伊斯蘭教中國化、培養「雙通」

人才和從嚴治教。 

 治疆政策著重油氣、風力和太陽能等能源和糧食生產，未放鬆反恐維穩和

文化潤疆；中共對外宣傳蒙藏發展，惟習赴內蒙古考察要求民族工作強化

共同性，外界憂蒙藏文化存續危機升高。 

 

一、 維穩、青年上山下鄉與愛國主義 

(一）武漢小學生在校園遭老師撞死，母遭網暴釀二次悲劇 

2023年5月23日，武漢漢陽區弘橋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在校內遭老師開車二次輾

壓致死。身著工作制服的母親聞此噩耗趕赴學校，要求肇事老師、學校公開道歉

與賠償。慘案發生後，有人將相關影片上傳至網路上，很快在社交媒體上引起廣

泛關注。遇害學生母親多次向校方表達訴求，大量警察在涉事學校周邊進行維穩

工作。 

雖有人同情並關懷喪子家屬，也有人同情與理解肇事老師的無心意外，但還

是有不少網路圍觀者質疑孩子的母親當天到校時妝容精緻，頭髮梳理整齊，衣服

時尚，感覺是在全程擺拍、訛詐學校。這些來自網路的暴力（網暴），對受害者家屬

不僅是在傷口灑鹽，更是幸災樂禍。特別是來自網路五毛與小粉紅的謾罵羞辱，

認為家屬是在帶輿論風向，過度質疑校園安全、地方政府監管不力，將破壞社會

秩序與穩定。喪子的母親因不堪數日被網暴，遭網民質疑其故意把事情鬧大，在

輿論氛圍愈加導向成家屬要求更多的賠款，不斷地尋釁滋事，甚至還有網路聲音

指背後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最終導致該母親選擇跳樓自殺。在更強調「穩定壓

倒一切」的習近平新時代，越來越瀰漫著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悲觀論調。網路上

甚至有極其嘲諷的聲音出現：這是一個有苦不能說，有淚不能流的年代，是一個

即使你經歷了再大的苦難，也只能去迎合光鮮亮麗並與之共振的偉大時代。別無

他途，這是普通人的悲哀，是你我的悲哀。這或許不是個案，而是底層百姓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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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甚至是悲哀。 

(二）習近平新時代下響起青年上山下鄉的號角 

自疫情解封以來，中國經濟的復甦力道並不如外界預期來得快、來得好，特

別是青年人（16～24歲）的失業率，屢創新高、突破20％，對當前社會穩定造成相當

影響。隨著6月畢業潮，更有逾1千1百萬的大專畢業生投入職場。在此形勢下，為

舒緩失業壓力，中共鼓勵青年人下鄉、返鄉、興鄉，讓青年人到農村奉獻，要到

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因為在廣闊農村天地將更有所作為。在今年5月4日中國青

年節時，官媒報導習近平特意藉由一封給中國農業大學科技小院的學生回信，強

調青年學生要在鄉村振興的大舞臺上建功立業，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青春力量。7月10日《人民日報》也發表題為「樹

立正確的職業觀」評論文章提及，新時代中國青年人就要有「自找苦吃」的精氣

神，要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發揮光和熱。簡言之，要青年人下鄉去振興農

業，去協助解決中國糧食依賴進口的問題，亦即響應習近平於近幾年在不同場合

提及，在面對西方國家在貿易與科技上不斷的圍堵、制裁時，要走一條自力更生

的道路。這種官方號召青年下鄉的指導思想，有如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自力

更生，大幹社會主義」的現代翻版，也有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前車之鑒

。當前，許多地方政府也出臺相關的政策與資源來扶持，積極配合中央的指令與

指標的要求。 

(三）新一輪加強對自媒體的清洗 

自2022年9月2日中國國家網信辦為確保順利召開中共「二十大」，宣布啟動為

期三個月的「清朗‧打擊網路謠言和虛假信息」的專項行動以來，繼之以2023年

農曆過年前的1月18日至2月底，展開了逾一個月的「清朗・2023年春節網絡環境

整治」之專項行動。3月10日起，新一輪的「清朗‧從嚴整治自媒體亂象」的專項

行動也長達二個月。一輪又一輪的網路清朗行動，似乎未能讓中國網路高牆內的

各種違反網路法律法規、官方宣傳主旋律或正能量的雜音消失。畢竟自媒體的傳

播力量與效果在「黨管媒體」的根本前提下，是一股不容小覷的虛擬網路力量。

於是當前中共為進一步維護社會穩定的現實需要，針對這些具私人化、平民化、

自主化的自媒體傳播者（博主），中共網信辦於7月10日發布《關於加強「自媒體」管

理的通知》，旨在常態化管理好中國自媒體生態，形成良好黨國網絡輿論環境，從

而要求各地網信部門要切實履行屬地管理責任。該《通知》出臺有關註冊自媒體



23 

 

帳號需注意事項、如何保障內容真實性、如何規範自媒體帳號運營管理及自媒體

出現違規行為時的規範等四大面向，共計十三條的指示管控內容。既希望消除自

媒體對於社會穩定、黨國公信力和權威減損的破壞力量，如：集納負面信息、翻

炒舊聞舊事、蹭炒社會熱點事件、消費災難事故，也讓自媒體平臺能為黨國服務

，能成為大黨媒、小黨媒外的去個人化的「微黨媒」；自媒體姓黨且為黨的「微」

喉舌。 

(四）愛國主義教育寫進中共法規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6月26日提出《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首次以法律明

文規定對於「愛國」的實際作法。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自1989年「六四」

事件以來，以一系列作為教育學生和人民群眾對於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

義、民族驕傲與自信等。中共自1994年8月23日頒布《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三

十年後，當前正以「立法」的形式，推出《愛國主義教育法》。將愛國主義教育正

式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特別凸出學校和家庭對青少年和兒童的教育，要求各級各

類學校應當將愛國主義教育貫穿學校教育全過程，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並將愛

國主義教育內容融入各類學科中。因此，舉凡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

會主義先進文化，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和國防、英雄烈士和先進模範

人物的事跡及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等，積極主動辦好愛國主義教育。而該法正是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

把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作為著力點，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

鮮明主題。可以說，當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大陸正朝向「愛黨、愛國主義、愛社

會主義、愛習近平（思想）」之四位統一的結合體，對中國大陸社會全面的管控，可

以上升至愛國與否的法律層次了。 

(五）「四大管」（城管、農管、網管、文管）全面建置 

中國大陸社會普遍存在民眾熟知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隊，他們的

職責多是優化城市的市容與秩序，而執法對象多為一般普通百姓，尤其是城市中

的農民工、下崗失業者或擺攤商販，以強制、粗暴、蠻橫等手段驅趕這些社會底

層的弱勢群體，所以城管幾乎和暴力與濫用公權力劃上等號。而「網管」則指稱

網路管理，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領導下，由中央網信辦/國家網信辦（網

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二者屬「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指揮省市和地方各級

網信辦部門對網路進行監控與審查。在當前中共網路嚴密監控下，網路已淪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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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科技威權主義或數位獨裁的工具。近幾個月，中共出現了「農管」，即農業綜合

行政執法隊伍。官方農業農村部指稱「農管」的主要職責是打擊假冒偽劣種子、

農藥、獸藥等侵農害農違法行為，藉由打擊坑農害農行為進而保護農民、保護農

業生產，並聲稱不會干擾農民正常生産生活。但實際上，農管被批評為對農村的

事什麼都管，橫生如損毁農民莊稼等諸多暴力執法、流氓執法情事，更有「農管

出征，寸草不生」的「村霸」諷刺比喻。近期，中共也對文化、娛樂等領域，出

現了「文化市場綜合執法隊」的「文管」。由中共文化和旅遊部指導的文管，其主

要職責是對文化、文物、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旅遊市場，進行行政執法，可

以說是針對文化與旅遊市場進行全面管理與整頓，這是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的意

識形態領域整頓改革。雖然文管的建置可以追溯至2004年，中共國務院就要求整

合文化、廣電、新聞出版三個部門，成立「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但由於中共

統治內外在危機加劇，為鞏固專制政權的存續，最近「文管」部門重新整合，藉

由文管執法隊伍統一著裝儀式，進一步加強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和文化安全。 

二、 少數民族 

今年是「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舉辦紀念活動，但是對待

伊斯蘭教仍採取赤裸裸的思想清洗、行動控制與拆除象徵等高壓政策，順帶查找

兩岸之間的伊斯蘭教／穆斯林的交流似已沉寂。至於新疆當局的「治疆方略」已

有明顯變化，多增加了「打造維護國家地緣安全的戰略屏障」的要求，包括「全

國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三基地一通道建設）與「全國優質農牧產品重要供給基地」

兩項功能。 

(一）宗教政策主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伊斯蘭教中國化、培

養「雙通」人才、從嚴治教 

5月19日，紀念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7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陳瑞峰應邀出席並講話，其會

議主調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毫不動搖地堅持黨

的領導，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推進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堅持全

面從嚴治教，培養伊斯蘭教『雙通』人才，促進我國伊斯蘭教健康傳承，團結引

領伊斯蘭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眾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而團結奮鬥」（人民政協報，

2023.5.22；中國民族報，2023.5.23）。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會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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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班子成員時表示：「增進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深入推進我國伊斯蘭教中

國化，加強經學思想建設，對教義教規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培養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

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教職人員隊伍。要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

理，堅持全面從嚴治教，加強伊斯蘭教協會自身建設」（新華網，2023.5.19）。 

從上述會議與會見來看，現階段的中共宗教政策，是繼續強化鑄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伊斯蘭教中國化、培養「雙通」人才與全面從嚴治教。此處所謂「

雙通人才」指的是精通伊斯蘭教經典教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其意旨是要

用中華傳統文化來扭曲伊斯蘭教經典教義，以達成「思想漢化」的文化清洗目的

。 

另據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說明，2023年2月20至25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

楊發明、副會長穆可發，中國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從恩霖分別帶隊赴新疆、雲南

、河南、寧夏、甘肅和青海等省、區，圍繞堅持中共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伊斯

蘭教「雙通」人才培養和全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統編教材修訂編寫等專題深入開展

實地調研（中國伊協，2023.2.28）。 

這個實地調研把中共宗教政策的目的講得更清楚：「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

伊斯蘭教，大力弘揚伊斯蘭教愛國、和平、中道、寬容、仁愛等理念，不斷夯實

中國伊斯蘭教經學思想建設基礎……全面從嚴治教，認真貫徹《宗教事務條例》，

不斷完善教規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財、管活動」（中國伊協，2023.2.28）。 

其中亦提到國際交流為「2023年，會長楊發明接待了應邀來華進行國事訪問

的伊朗總統萊希和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為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彙聚人心、凝聚力量。近年來，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創新開展對外文化交

流，承辦了『2010中國—印尼伊斯蘭文化展演』、『2012中國—土耳其伊斯蘭文化

展演』、『2014中國‧馬來西亞伊斯蘭文化交流會暨中國伊斯蘭文化展』等，向世

界講好中國伊斯蘭教故事，展現絢爛多彩的中國伊斯蘭文化」（新華網，2023.5.19）。 

上述交流案例很少，中共似不鼓勵伊斯蘭教的國際交流。順帶查找兩岸的伊

斯蘭教／穆斯林交流，發現臺灣7座清真寺，據內政部的資料統計，在臺灣的常住

穆斯林人口約6萬人，臺灣有超過30萬名的穆斯林移工。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官

方網站上，把臺灣的「中國回教協會」列為其分支機構，而僅有3筆資料：（1）2005

年臺灣回教協會應邀訪問中國大陸；（2）2010年陳廣元會長會見臺灣回教協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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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團一行；（3）2010年中國伊協會長陳廣元大阿訇率團訪問臺灣。 

另外查找公開資料，較具體的有2筆資料： 

一、 2015年3月31日，臺中清真寺副教長保孝廉受訪，兩岸攜手推動哈拉認證

，造福產品業者，現在連臺中清真寺都變成陸客團來臺「宗教朝聖之旅」

必遊景點。他常代表中國回教協會到中國大陸參訪，也常常以中國回教協

會的名義接待中國大陸來的伊斯蘭參訪團，要來臺中清真寺交流。除了參

訪團外，從2008年之後來拜訪臺中清真寺的大陸朋友，還多了「陸客團」

，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新疆、寧夏、青海、雲南及內蒙古等地的教徒，

陸客來寺後做禮拜，花幾分鐘瞭解臺灣的狀況、捐個款就離開。兩岸推廣

穆斯林文化，最成功的例子是在2014年，兩岸一起攜手推動哈拉認證（清真

認證。臺灣中評網，2015.3.31）。 

二、 2010年9月18日首屆海峽兩岸宗教出版物聯展開啟，時任國家宗教局局長

王作安首次來臺，其拜訪對象包括臺灣「中國佛教會」、「慈濟基金會」、「

道教指南宮」、「中國回教協會」、「天主教臺北教區」、「中臺禪寺」等各重

要宗教組織和機構（明報，2010.9.17；中國臺灣網，2010.9.19）。 

上述紀錄顯示，中共國家宗教局局長與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都曾來臺接觸

過臺灣的「中國回教協會」，早期尚有臺灣「中國回教協會」訪問中國大陸的紀錄

，但2010年之後就沒有。此外，臺中清真寺亦有陸客來寺後做禮拜與捐款紀錄。

今年疫情結束後中共開啟兩岸大交流活動，但公開資料沒看到中共邀請臺灣伊斯

蘭教相關團體赴陸，其原因可能是臺灣伊斯蘭教人口太少，以及臺灣伊斯蘭教相

關團體對大陸也相對冷淡。 

(二）新疆聚焦於能源與糧食增長及儲備 

新疆自治區政府，在黨委書記馬興瑞的主導下有一明顯特色，即緊跟著習近

平思想執政施政，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會約三至五天就召開一次會議，馬興瑞主

持，每次會議名稱都是「傳達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精神」，表現出緊跟習近

平的態度，其中較重要的有2023年5月27日所召開的「自治區黨委十屆八次全會召

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

的治疆方略，奮發有為推動新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據該會議所提出來的「

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本文摘整重點如下（天山網，2023.5.27）： 

一、 當前新疆正處於高質量發展關鍵期，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二、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定不移推進依法治疆，紮實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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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統籌防範化解各領域風險隱患，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動。 

三、 著眼從根本上解決政治認同、人心向背問題，深入推進文化潤疆，穩步推

進新疆伊斯蘭教中國化，促進各族群眾逐步實現在空間、文化、經濟、社

會、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有形有感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 著力釋放優勢能源資源潛力，高質量建設「八大產業集群」，圍繞重點產

業深入推進延鏈補鏈強鏈，加快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深

化創新驅動發展，圍繞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創新高地，更好發揮科技

創新引領作用，加快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五、 立足區位優勢，高質量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推動「一港、兩區、

五大中心、口岸經濟帶」建設取得新突破，深化與周邊國家特別是中亞五

國多領域交流合作，打造亞歐黃金通道和向西開放的橋頭堡。 

六、 著力破解南疆發展瓶頸制約。 

隔4天之後，2023年6月1日所召開的「自治區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舉行專題學

習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新疆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奮力譜寫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疆篇章」，此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疆篇章」

要點如下（人民網、新疆日報，2023.6.2）： 

一、 積極打造維護國家地緣安全的戰略屏障。堅持依法治疆，強化黨政同責，

紮實推進反恐維穩法治化常態化，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為國家安全和

西北邊境穩定提供堅強保障。 

二、 積極打造亞歐黃金通道和向西開放橋頭堡。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

設。 

三、 積極打造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加快建設以「八大產業集群」為支

撐的新疆特色現代化產業體系。 

四、 積極打造全國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全面推進新時代國家「三基地一通

道」建設，加大油氣、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力度，釋放優質煤炭產能

，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更好服務保障國家能源資源安全。 

五、 積極打造全國優質農牧產品重要供給基地。穩步提高糧油產能，鞏固棉花

生產優勢，大力推進果蔬提質增效，深入實施畜牧業振興行動，提高新疆

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貢獻度。 

從上述2場會議摘要來看，首先，新疆當局仍沒有放鬆反恐維穩、文化潤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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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嵌入的方式，以改造政治認同來獲得根本解決的策略。其次，所謂「八大

產業集群」與「一港、兩區、五大中心、口岸經濟帶」的建設，已經喊了超過一

年，但似無重大突破，資金與技術很難到位。例如2023年5月31日所召開的「2023

民營企業助推南疆發展大會」，是由全國工商聯、國家鄉村振興局、中國光彩事業

促進會、自治區人民政府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同主辦，而召集了安徽、山東、

江西等省、對口支援南疆省市前方指揮部、有關企業家代表等一次盛大的招商會

議，但其公布的成果竟然只有「南疆五地州和部分民營企業簽訂了64個招商引資

項目，簽約總額441億元」（人民網、新疆日報，2023.6.1），這指的是協議金額，按以往中共

的習慣，協議金額都是千億起跳的畫大餅，實際到位金額是另一回事。這次協議

金額只有441億元，顯現新疆招商不易。 

再者，這2場會議僅隔4天，但其「治疆方略」已有明顯變化，多增加了「打

造維護國家地緣安全的戰略屏障」的要求，這包括「全國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

」（三基地一通道建設）與「全國優質農牧產品重要供給基地」兩項功能。而根據國網新

疆電力有限公司電力調度控制中心對外發布：今年1至6月，新疆新增新能源裝機

容量達到701.7萬千瓦，是2022年同期新增新能源裝機規模的10.5倍，其中風電裝

機363.5萬千瓦，光伏（太陽能）裝機338.2萬千瓦，新增新能源裝機規模創歷史新高。

上半年，新疆僅新能源電源和電網帶來的投資就達到362億元，直接拉動新疆GDP

增長約1.76個百分點，減少燃燒標準煤約221萬噸。另外，截至6月30日，中國石油

新疆油田公司完成原油產量751萬噸、同比增長24.5萬噸，天然氣產量21億立方公

尺、同比增長1.8億立方公尺，分别完成年計畫50.9%、52.5%（新疆日報，2023.7.3、2023.7.9

）。 

三、 蒙藏情勢 

(一）中共對外宣傳蒙藏發展，惟國際仍關切宗教打壓及人權惡化等問

題 

為回應外界對中共壓迫蒙藏文化、自由人權及生態發展之質疑與批評，本季

中共展開多項宣傳工作。包括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西藏自治區政府5月23日在

北京舉辦「2023中國西藏發展論壇」，邀請36個國家和地區約150人與會，闡述西

藏發展故事，以型塑中共在西藏經濟發展、文化傳承、生態保護、人權保障等方

面之正面形象。5月29日，邀請彭博社等19家外國媒體赴內蒙古，參訪當地生態保

護及經濟發展重點區域（中新社，2023.5.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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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最新報告直指中國大陸宗教自由持續惡化

，對西藏的監控和打壓加劇；加拿大眾議院外委會發布涉藏報告，關切西藏人權

受損問題，顯示中共的形象工程無法使外界信服（自由亞洲電臺，2023.5.2；中新網，2023.6.20）

。 

(二）習近平要求民族工作須強化共同性，外界擔憂蒙藏文化存續危機

升高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6月5至8日赴內蒙古考察，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是新時代中共民族工作主線，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

面工作，無論是法律法規抑或政策措施，皆必須著眼於強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

不能偏離（新華網，2023.6.8、9）。 

然由此政策方針衍生的治理措施，例如海外媒體傳中國大陸部分藏傳佛教學

院以「服從中共執政、反對分裂西藏」為入學條件，又如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宣布

全市中小學自今年9月1日起全面實施漢語授課，未來內蒙古地區的入學考試將全

面以漢語進行等，引發外界更加擔憂西藏、內蒙古的語言及文化，恐面臨愈益嚴

峻的邊緣化危機（美國之音，2023.4.11；自由亞洲電臺，2023.4.28）。 

 

（本章第一節由洪敬富撰稿；少數民族由董立文撰稿； 

蒙藏情勢由港澳蒙藏處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