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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 
 

 中國大陸老年人口迅速增加，但老年健康問題也逐漸凸顯，老年民

眾平均有8年以上處於帶病狀態；中共官方全面放寬民營養老機構

設置門檻，恐提高養老服務安全風險。 

 中國大陸6月以來多省洪水災情嚴重，但地方政府救災經費遠無法

因應災後重建需求，凸顯應急救災體制的治理能力不足。 

 中國大陸主要城市民眾家戶負債程度持續升高，不但呈現入不敷出

的情況，增長速度也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冠，主要原因為房價持續

上漲，長期將抑制居民生活消費能力，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動能。 

 北京市推動醫療耗材加成改革，惟醫療服務費用仍上升，凸顯醫療

改革治標不治本的困境。 

 中共舉辦少數民族運動會，營造民族團結氛圍，惟仍持續擴大對少

數民族之打壓力度。 

 習近平赴內蒙古調研，要求民族團結及鞏固邊疆；汪洋赴西藏強調

把握反分裂鬥爭主動權。 

 中共稱達賴喇嘛轉世須由北京認證，搶占藏傳佛教轉世制度話語權

；美參眾兩院提「2019年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側重達賴轉世議

題，另英國會議員提議訂定「西藏旅行互惠法」。 

 

一、 健康權：老人群體健康堪慮 

 中國大陸當前醫療體制，更凸顯老年化與醫療健康問題，未來或

成為社會隱憂 

中國大陸正在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除了各種養老問題外，健康問題也成為

龐大老年群體維持合理生活的重要隱憂。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18年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末中國大陸60周歲及以上人數24,949萬，占

總人口比重17.9%；2000年到2018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從1.26億增加到2.49

億，幾乎增加一倍。隨著老年人口增加，老年群體的健康問題也逐漸凸顯。根據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7月29日公布資料，中國大陸去年人均預期壽命為77歲

，健康預期壽命僅為68.7歲，說明民眾有逾8年時間是在帶病狀態，並且呈現進

入老年後患病時間早、帶病時間長並且影響生活品質的情況（新浪網，2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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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國家衞健委老齡健康司公布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社會有超過1.8

億老人患有慢性病，其中患有一種以上慢性病的老人佔75%，另約有4,000萬老人

處於失能或半失能狀態（香港01，2019.7.30）。前述現象反映老年化問題與醫療健康問

題的結合，並且凸顯老年人口在當前中國大陸醫療體制下無法得到良好的醫療服

務服務，因而無法擁有健康而合宜的老年生活水準的問題。同時，這也將導致整

個社會必須投入大量資源在老人照護工作上，將逐漸成為影響中國大陸社會持續

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 大幅放寬民營養老機構經營限制，可能導致養老服務風

險提高 

 養老服務市場化改革缺乏完整配套措施，不僅影響老年族群基本

社會權利，亦凸顯政府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卸責態度 

中共「十三五規劃」，訂定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35張到45張的養老政策

目標，亦即在2020年養老床位數量應在800萬張以上，不過目前中國大陸每千名

老年人口擁有養老床位約29.9張，離前述目標仍有相當差距。為實現政策承諾，

中共近年大幅放寬甚至取消設置養老機構管制，嘗試透過推動養老服務市場化改

革、鼓勵民間企業投入養老服務的提供，來解決官方推動養老服務能力不足的困

境。今年及至8月初為止，已有包括江蘇、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湖北、甘

肅、新疆、山西、廣東和廣西等11個省區市在省級層面宣布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

可。此外，河南南陽市、河北遷西縣、貴州盤州市、寧夏石嘴山市等城市，也在

縣、市級層面宣布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可（介面新聞，2019.8.10）。 

然而，養老服務市場化改革仍存在許多重要問題。首先，目前民營養老機構

的收費過高，大部分老年人無法負擔，導致公營養老院一位難求、而民營養老院

門可羅雀現象。未來仍需要降低養老服務企業的建設運營成本及獲得補貼的條件

，讓養老機構為老年人提供能消費得起的服務，養老產業才能形成良性循環。否

則收費過高的養老服務將形成老年人口照護上的社會不平等。其次，在急於放寬

民營養老機構管制規範的同時，其實也代表中共官方對於養老機構在消防安全、

環境衛生、照護能力等營運條件上降低監管力度，使許多條件不足的業者僅需在

民政部門備案後，就能夠開設養老機構，由此導致養老服務在品質與安全上的許

多疑慮與風險。前述問題也反映出大幅度推動養老服務的市場化，其實是中共對

於國家提供合理養老保障的卸責作法，而在缺乏完整配套措施的情況下，開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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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力量進入養老服務雖然可能在短期內達到中共官方設定的政策目標，但卻未必

能夠提供足夠而完整的養老服務，反而可能導致缺乏規範的市場化侵蝕老人群體

維繫生活品質的基本社會權利。 

 

三、 洪災頻傳，地方政府應急援助治理能力不足 

 中國大陸南方多省洪災，官方救災經費未能因應災後重建需求，

地方政府救災應急體系失靈問題再次顯現 

6月以來，中國大陸10多個省市發生洪災，湖南湘江多處出現險情。7月15

日湖南省應急管理廳消息宣稱，截至7月14日8點，2次暴雨洪澇災害共造成湖南

省14個市州、90個縣市區393萬多人受災，因災死亡、失踪17人，緊急轉移安置

人口47.1萬人，需緊急生活救助人口17.9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293千公頃，絕收

面積67千公頃；倒塌房屋3,250戶、7087間等，直接經濟損失103億元。不過，當

地政府為受災者下撥的救災款僅有120萬元人民幣，等同人均3毛錢。中共政府對

救災援助的投入相對於災民重建的需求可以是杯水車薪，突顯出救災應急體系的

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政府對於災民需求無動於衷的態度。此外，相較於中國政府

動輒對非洲國家提供數百億美元的大手筆援助，也形成極為諷刺的對比。評論指

出，即便應急管理機制歷經改革，但在重大自然災害發生時，中共官方仍然沒有

能夠為災民提供有效幫助的應急預案，災後也不會積極為老百姓進行重建（新唐人

，2019.7.21）。 

另一方面，7月廣東省河源市也遭受嚴重洪災，受災人口11萬多人（香港01，

2019.6.12）。然而，在受災最嚴重的連平縣上坪鎮，卻出現當地民眾指控地方政府利

用水災，將當地沒有受到淹沒且狀況良好的房舍視為危樓並強制拆除，並藉著將

居民轉移安置的理由騰空土地（新唐人，2019.7.21）。相較於前述救災應急體系整體失

靈的情況，此一案例更突顯出部分地方政府「趁火打劫」，利用天災強制遷移民

眾以取得土地的荒謬作為。 

 

四、 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家庭債務總額持續攀升 

 中國大陸家庭債務及資金槓桿率上升，長期將抑制居民生活消費

能力，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動能 

根據中共官方近期公布數據，中國大陸2018年家庭債務總額占收入總額的比

例達到53%，亦即每100元的家庭收入中，就有53元必須用來償還債務，該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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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08年金融海嘯時高出34%，而在扣除固定支出後，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比

率更達到120%（香港東網，2019.7.29）。在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

2018）」則指稱，2008年住戶部門槓桿率（住戶貸款餘額/GDP）為17.9%，到2017年末已

達到49%，且南方城市的槓桿率普遍高於北方城市，此一數據不僅反映中國大陸

民眾家戶收入呈現入不敷出情況，其增長速度也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冠，已經和

198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時期相當類似。 

進一步來看，2018年在29座城市中（包括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杭州、廈門、成都等主要二線

城市，保定、中山、威海等部分三線城市），多項與居民資金槓桿率相關指標顯示，有11個城

市超過國際平均水平的62.1%，有5個城市超過80%，屬於高槓桿行列。其中，杭

州達到103.2%，廈門以96.3%位居第二，溫州以91.1%位居第三，海口和深圳也

都超過80%（大紀元，2019.7.30）。而就反映居民負債情況的居民資金槓桿率（住戶貸款/住

戶存款）而言，有8座城市超過了100%，廈門的居民資金槓桿率高達172.2%，深圳

以144.4%位居第二，杭州以136.7%位居第三（大紀元，2019.7.30）。 

居高不下的房價是中國大陸家庭債務及資金槓桿率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據

統計，中國大陸城市房價持續上揚，7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按年升9.7%，連續上

升已達46個月；按月比則連漲51個月（聯合新聞網，2019.8.15）。而資金投入房市後，也

直接抑制居民將收入使用在生活消費上的能力，以深圳為例，2012年深圳的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次於北京、上海、廣州，位居全國第四，但2018年，深圳僅位

居全國第七，落後於重慶、武漢和成都。其中，深圳居民將更多資金用於購房投

資是一大因素。統計顯示，2018年深圳平均房價，高達中國大陸家庭平均每年收

入34倍，而深圳住戶貸款餘額達19,942.95億元人民幣。評論認為，居民槓桿率的

過快上升將帶來銀行資產惡化、金融風險積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費增長等不良影響

，長期而言將限制經濟發展的動能（大紀元，2019.7.30）。 

 

五、 北京推動醫療耗材改革，醫療成本明降暗升 

 中共宣稱「以耗養醫」改革，減輕民眾醫療負擔，惟醫療服務費

用仍呈上升趨勢，倘醫療市場制度本質未改變，改革困境仍存 

北京市作為為中共推動醫療改革的重要試點城市，在取消「以藥養醫」後，

再次嘗試推動「以耗養醫」的改革，官方並稱這將「減輕群眾的醫療負擔」。北

京市醫耗聯動綜合改革於6月15日正式實施，全市近3,700所醫療機構將按醫用耗

材進價收費（新華網，2019.6.15）。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指出取消醫用耗材加成將能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1%85%e6%b0%91%e6%a7%93%e6%a1%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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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患者在醫用耗材上的花費。但據醫療機構的知情人士披露，雖然藥費、

耗材費用下降，醫療服務費卻大幅上漲，患者治療的總費用呈現上升趨勢。然而

，北京市多家三甲醫院醫護人員指出，北京市推動耗材加成改革後，雖然降低了

紗布等部分耗材費用，但其它一些手術相關費用增長較大，以心臟手術為例，手

術費用漲幅達到五倍（大紀元，2019.7.10）。 

評論認為，不論以藥養醫或是以耗養醫，都是醫療市場在制度扭曲下以不當

方式牟取利潤的模式。由於中國大陸沒有真正的藥品市場，藥品交易僅僅是「權

力與金錢苟合」下被用於盤剝民眾財富的媒介，並且促使官員、醫院、醫生更喜

歡採購「高價藥」。而透過醫用耗材獲取利潤，其基本邏輯與藥品推銷完全一致

。而當前「取消醫用耗材加價」的作為也只是障眼法，終止耗材加成只是阻斷了

一種最為直接的醫院依靠產品獲利的模式，但各類其他模式仍將繼續蓬勃發展。

只有從根本上改變醫院的經濟動力和運營模式，再加上組合監管工具的使用，才

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目標（新浪網，2019.6.20；大紀元，2019.7.10）。 

 

六、 少數民族 

 中共舉辦少數民族運動會，營造民族團結氛圍，卻持續擴大對少

數民族之打壓力度 

中共近期於河南省鄭州市舉行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2019年9月8日），廣邀中

國大陸境內56個少數民族參加，該活動旨在弘揚各民族體育文化，藉此加強各少

數民族之民族團結，增進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幕式並以「中華民族

一家親 攜手奮進新時代」為主題（新華網，2019.9.9）。在運動會開幕前，活動舉辦地

點鄭州市大街小巷大量張貼「中華民族一家親」、「中華民族大團結」等宣傳海報

，試圖營造民族團結之氛圍，形塑中國大陸各少數民族一家親的和諧官方圖像，

惟對於當地回族等少數民族而言，這些宣傳海報顯的格外諷刺，因為中共早在運

動會召開之前，中共便加大對當地少數民族之管控與打壓（大紀元，2019.9.10），刻意

漠視對當地回族等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與人權之限制與剝奪問題。 

在籌備少數民族運動會期間，鄭州市多處清真寺中具民族特徵和宗教意味的

標誌遭到強拆（6月22日至7月1日期間，僅鄭州市賈峪鎮就有至少4座清真寺的圓頂及新月標誌被拆，有的是被砸

成碎片，有的則是被封蓋建築，自由時報電子報，2019.9.10）。據當地回族民眾表示，伊斯蘭教風格

的圓頂等標誌必須去掉,這是一項殘酷的政策，你不順從也不行，在籌備少數民

族運動會這段時間，政府說要拆，你不能不拆，甚至車輛、飯店和酒店內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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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標誌、文字也都被強令拆除（寒冬，2019.9.10）。中共要求宗教場所必須「中國

化」，所有清真寺的伊斯蘭標誌都要拆除，並更換為國家規定的標誌（平頂式建築風格

），如果不改建就取締宗教活動場所（多維新聞網，2019.8.2），儘管當地回族人民不滿，

但因不敢出言阻止，只能在微信群組表達心聲，反引起中共當局人員關切，並竊

得穆斯林信徒在微信群組裡發表的言論，質問抗議者的真實身分與強行封鎖微信

群組（自由時報電子報，2019.9.15），可見中共對少數民族之管控與打壓力度持續加大，並

有逐漸擴大範圍之趨勢。 

過去兩年來，北京當局加強漢族與少數族裔同化與宗教打壓，近期逐漸擴大

對穆斯林少數族裔之打壓範圍，除上述民族運動會舉辦地河南省鄭州市外，在內

蒙古、寧夏、雲南等穆斯林少數民族聚居地（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9.23），都受到中共嚴

厲管制與打壓，雖然回族人說的是中文，近來也不曾發動任何分離或極端主義暴

行，但仍被中共嚴格管制與打壓，儘管不像新疆維吾爾族般遭大規模拘留或數位

監視設備隨處可見，惟北京當局整治回族等少數民族的方式是無聲滲透到生活各

個層面，從觀念、象徵、文化與產品上進行大清洗（華盛頓郵報，2019.9.20），試圖剝奪

伊斯蘭信仰的表達方式，拆毀清真寺上方的圓頂和宣禮塔，甚至部分清真寺也遭

到拆毀（官方還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阿拉伯文字，禁止清真寺或其他私人伊斯蘭團體組織幼稚園或課外活動，禁止

阿拉伯語學校傳授宗教或送學生出國留學等，自由亞洲電臺，2019.9.23）。顯示民族運動會僅為中共官方

同化少數民族之宣傳樣板，對少數民族之壓迫與打壓，並未如民族運動會所呈現

的民族團結氛圍而停歇，反而是加大力度對境內少數民族加強宗教文化與思想管

制，進而引發國際社會之關注與撻伐（如近期美國美參議院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要求中國停

止迫害少數民族，並考慮對鎮壓政策負有責任的官員，特別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施予制裁，2019.9.13）

。 

中共當局對於少數民族之治理，經常以舉辦少數民族運動會或其它類此文化

節慶活動，營造「中華民族一家親」等民族團結假象，並突顯與誇飾中共對少數

民族之重視與治理成效，惟實際上中共當局打著「民族一家親」的旗號，卻持續

擴大對少數民族進行強行漢化與打壓，嚴格限制當地少數民族之宗教文化與生活

習慣、自主權利，進行「伊斯蘭教中國化」，要求所有信仰均應服從中國大陸文

化和中共當局（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9.23），「民族一家親」等宣傳活動實則為中共打壓

，同化少數族裔的一種手段。未來中共如持續以柔性文化活動粉飾對少數民族高

壓統治之事實，是否能有效緩解回族等少數民族對其強制漢化政策之反彈與批評

，以及後續回族等少數民族之反應與作為，是否加大國際社會之關注與反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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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持續觀察。 

 

七、 蒙藏情勢 

 習近平調研內蒙古要求民族團結及鞏固邊疆，汪洋赴西藏強調把

握反分裂鬥爭主動權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今（2019）年7月15至16日赴內蒙古自治區調研，為其自

「十八大」上任以來第2次考察內蒙（前次為2014年1月16日）。習此行主要訪問當地基層

、內蒙古大學及駐內蒙解放軍等，相關談話要求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促進民族團結融合，並指內蒙古地處北疆，發展潛力巨大，戰略地位重要，應堅

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築牢北方生態安全屏障（新華社，2019.7.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於8月19日至21日調研西藏，訪

視扶貧搬遷安置點、扶貧產業園、貧困戶、村委會及宗教活動場所等。其表示西

藏處在對「達賴集團」鬥爭的最前沿，要統籌兼顧脫貧攻堅、宗教工作、反分裂

鬥爭，並全面貫徹中共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完善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引導群眾理

性信仰宗教，深入排查化解各種風險隱患，牢牢把握反分裂鬥爭主動權（新華網，

2019.8.22）。 

 中共稱達賴喇嘛轉世須由北京認證，積極搶占藏傳佛教轉世制度

話語權 

達賴喇嘛於7月初84歲生日之際受訪時指出，這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或重生

決定權，絕對不會落入中國大陸手中。達賴喇嘛辦公室並於7月15日表示，達賴

喇嘛將在90歲時決定是否轉世，此一權力為其個人權力，重申中共無權置喙，但

目前不確定轉世制度是否將延續（美國之音，2019.7.16）。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王能生7月中旬會見印度傳媒時則表

示，依照兩百多年來的歷史，達賴喇嘛的轉世必須得到中共認可，且必須在中國

大陸境內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是一個具歷史性、宗教性與政治性的問題，不該

按照達賴本人意願，或由一些生活在其他國家的群體來決定，而應該透過金瓶掣

籤方式並由北京認證（多維新聞，2019.7.15；美國之音，2019.7.16）。 

中共於8月23至29日在拉薩舉辦西藏自治區第一期宗教界代表人士活佛轉世

管理專題培訓班，召集自治區內73座寺廟的97名宗教界代表人士，進行統一培訓

。西藏統戰部部長旦科於該培訓班專題報告指，應堅決防範「達賴集團」利用轉

世問題進行分裂破壞活動；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杰之結業式致辭則強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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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做好活佛轉世管理和培養工作（中新社，2019.8.24；西藏日報，2019.8.29、2019.8.30）。外界

認為，北京將更積極搶占藏傳佛教轉世制度話語權，以強化對藏人之控制（世界日

報，2019.8.25；風傳媒，2019.8.28）。 

 美參眾兩院提「2019年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側重達賴轉世議題

，另英國會議員提議仿效美國訂定「西藏旅行互惠法」 

繼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問題委員會（CECC）主席麥考文（Jim McGovern）9月13

日在眾議院提出「2019年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之後

，CECC之共同主席盧比歐（Marco Rubio）亦於9月24日與另外5名參議員於參議院提

出相同法案。該法案在參眾兩院的版本雖略有不同，但都是在「2002年西藏政策

法案」的基礎上，加強對藏人的支持，尤其是針對達賴喇嘛轉世問題。重點包括

：1.達賴喇嘛或其他藏傳佛教領袖的轉世及繼任問題完全是宗教事務，只有西藏

佛教徒群體才有權決定，任何試圖干預的中共官員將面臨美國制裁（如凍結資產、限

制入境等）。2.在中共允許美國於拉薩設立領事機構前，不得批准中共在美任何新的

領事機構。3.加強國務院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作用，促進西藏領袖與中共對話（

多維新聞網，2019.9.19；自由亞洲電臺，2019.9.26）。 

另英國12名下議院議員7月23日提出「西藏旅行互惠法」，呼籲英國政府效仿

美國，爭取該國外交官、記者，以及公民不受限制訪問西藏之權利，並要求英外

交部每年提交相關報告，促中共停止封鎖、打壓西藏。該議案發起人之一勞頓（

Tim Loughton）議員強調，應透過此法向中共當局表明，英國不會再無視西藏的惡劣

人權狀況，也不會再容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西藏之聲，2019.7.24；中央廣播電臺，2019.7.25）

。 

 

（老人養老問題、洪水災情、家庭債務及醫材改革等由王占壐主稿；少數民

族由文教處主稿；蒙藏情勢由港澳蒙藏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