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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對中共威權領導影響觀察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嘉辰主稿 

 

面對嚴峻疫情，中共定位為危機處理的挑戰，與政治體制或領導結

構無關。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後，中共持續宣揚制度優越，未來外宣作為及

衛生外交，值續密切觀察。 

 

（一）前言 

2020年 1月 23日凌晨 2點，武漢市為因應肺炎疫情，宣布 8小

時以後即早上 10 點封城，限制公共交通的出入，正式開始中國式的

抗疫策略。這場疫情從爆發，乃至於政府處理模式，以及民間對政府

處理方式的回應等，無不挑戰當前中國大陸的治理結構。本文從中共

的網路管理，以及治理體制內的責任歸屬 2個角度，探究本次疫情對

中共威權體制的影響。 

 

（二）嚴格的網路管控導致中央訊息蒐集困難 

早在 2019 年 12 月，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即知悉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12月 31日其首次對外證實已發

現 27個病例，但又表示無明顯人傳人現象，疫情「可防可控」。直到

1 月 20 日，人民日報報導習近平指示要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同日中

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對媒體表示，武漢疫情可以人傳人，中國大陸民

眾終於知道已經發生至少 1個月的嚴重公共衛生事件。 

訊息的延遲公布引發民眾憤怒，尤其當時正值農曆新年假期（1

月 24 日為除夕），1 月 18 日武漢市政府在知曉疫情情況下，並未阻止百

步亭社區管委會舉辦農曆新年慶祝活動「萬家宴」，更是造成封城後

民眾極大恐慌。1 月 27 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新聞採訪時承認

最初並未即時披露疫情，但為何如此則與未獲得上級授權有關。周先

旺更表示在 1 月 20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落實屬地責任後，武漢市

的防疫工作才可以更加主動。這番言論被認為是要將責任「甩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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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遭受許多網民批評。事實上，周先旺的說法並非完全違背事實，

根據中國大陸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時，向社會公

布訊息的機構是國務院衛生部門，或由國務院衛生部門授權省級政府

衛生部門公布。對於中央而言，武漢市政府隱匿疫情的錯誤之處並不

在於未向社會發佈訊息，而是向上瞞報疫情，也就是沒有如實將武漢

市情況告知中央。這個現象顯示中共政體內「條條」統治的問題。儘

管在習近平時代，垂直領導不斷透過反腐運動、中央巡視等各類活動

加強，但仍無法徹底解決中央資訊蒐集的困難。 

更重要的，正因為中央的管控持續加強，地方官員為免受到懲

罰，更可能報喜不報憂，使得更嚴格的條條控管反而帶來中央治理的

更大問題。許多關於威權主義的研究告訴我們，威權體制的中央政府

只有一條途徑可以獲得真實的地方訊息，那就是容許一定程度的民間

言論自由，讓民間人士揭露真實訊息，而不是依賴地方官員的上報，

因為後者絕對有動機進行掩瞞。但是，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網路言論自由已受到無限打壓，地方政府為執行中央網路審查的政

策，更是收緊言論。在此次疫情中，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

在 12月 30日於微信轉發疫情消息，卻於 1月 3日被派出所指責在網

際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更被要求簽署訓誡書，顯示在嚴格控管言論

自由的體制內，資訊的缺失將使危機難以在早期獲得處理。 

 

（三）疫情後轉移焦點：讓領導體制不會成為被咎責的對象 

中共中央發現此次疫情嚴重性之後，「中共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

小組」成立，由李克強擔任組長。1 月 27 日李克強身穿全套防護衣進

入武漢視察醫院，習近平則於 1月 28日在北京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譚德塞見面，強調對於疫情工作，自己「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2 月 10 日，習近平第一次公開戴上口罩，視察北京防疫。新華網同日

報導習近平指導疫情防控，為打敗病魔注入強大信心。2月 15日，「「求

是」」雜誌第 4期刊登習近平在 2月 3日政治局常委會議的講話，內容

包括習近平早在 1月 7日即對疫情防控提出要求，之後多次召開相關會

議，主導疫情工作的部署。儘管有些海外媒體認為，「求是」的說法可

能會讓習近平直接面臨外界的質疑（紐約時報，2月 17日），但事實上，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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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的更在於鞏固領導核心，展示習近平對疫情的全方面瞭解。尤其

提及中國大陸面對疫情時行動迅速，具有制度優勢，因此，「求是」的

說法反而是在疫情仍然嚴峻的早期，即已出現的吹捧中國模式的宣傳文

章。鞏固習近平領導的作法尚包括 2月 23日中共破天荒舉辦的統籌推

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電視電話會議，號稱 17 萬人參

加，地方政府包括各地級市、以及各縣以上單位均設有分會場，凝聚從

中央到縣級的向心力。 

在強化領導同時，中共也將此次疫情定位為對其治理體系的挑戰，

而與政治體制或領導結構無關。2月 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及，

這次疫情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未來應健全公共衛生應

急管理體系。2月 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 12次會議召開，

同樣聚焦於危機處理。這些作法顯示中共意在轉移焦點，也就是淡化疫

情爆發與其體制缺陷之間的關連，而將宣傳重點放在疫情出現之後的處

理模式，包括快速複製 2003 年北京的小湯山醫院，武漢新建火神山、

雷神山、與方艙醫院，強調政府在面對危機發生後的應對能力，以降低

疫情爆發對其政權的影響。 

除將焦點從疫情爆發轉移至政府應對疫情的處理效率之外，在網路

審查制度之下，目前網路上可見民眾對政府的批評聲音也僅止於地方政

府。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口罩哥」發佈視頻控訴武漢市政府，質疑中

國體制不如官方學者所吹捧般強大；之前在香港反送中事件成名的律師

陳秋實在武漢封城期間，進入武漢市直撥醫院的混亂情況；武漢市民方

斌拍攝醫院處理屍體的影片，甚至呼籲全民反抗，這些聲音均先後於 2

月初消失。 

中國大陸民眾對於疫情的憤怒於 2月 7日達到高峰。由於李文亮醫

師病逝，「我們要言論自由」一度成為微博的話題標籤，但又迅速消失。

根據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的研究，李文亮去世時，

微信屏蔽了 19組涉及「李文亮」的詞彙，包括「疫情+顏色革命+李文

亮」等。為了平息此一事件的影響，2月 7日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調查

組至武漢，就涉及李文亮醫師的問題進行調查，同時微博也出現只咎責

地方政府但擁護中央的聲音，例如「不要把基層官員的不作為怪罪中央」

等言論。3月 4日衛健委發佈決定，追授李文亮等醫務工作者為「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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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3 月 19 日，監察委

公布調查結果，僅指責中南路派出所訓誡不當，建議湖北省公安機關追

究相關責任，等於將問題推低至地方政府，甚至推低至一個派出所，使

得中央不會成為被咎責對象。 

 

（四）結語 

總結言之，面對嚴峻疫情，中共一方面將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在

2 月 13 日免職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與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又

加強網路審查，避免捲進責任歸屬的漩渦，另方面則大力宣傳其面對危

機時的處理能力，展示其制度優勢。3 月 10 日，在習近平首度前往武

漢，視察火神山醫院指揮中心之後，12 日衛健委宣布全國疫情流行高

峰已經過去。在此同時，疫情已經成為全球大流行，中共宣傳系統開始

向外宣揚中國的應對方式，強調其體制的優越與效能，儘管最初疫情爆

發與其體制的不透明密切相關。不僅如此，中共更開始派送醫療人員至

他國協助，同時習近平頻繁與外賓聯繫，推廣其戰疫經驗。未來中共如

何利用此次疫情宣傳其全球衛生外交，需要繼續密切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