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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各地放鬆疫情管制後官方維穩及民情觀
察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主稿 

 

 中共對白紙抗議採取安撫、抓捕、軟硬兼施，以特權身份區別對待稀缺特

效藥 Paxlovid的發放和銷售，持續監控具組織能力的維權群體。 

 中共依訴求採取壓制與回應，對於政治層面訴求仍舊強勢回應，非政治層

面訴求則做出形式或實質上的讓步，並針對不同階級、身份區別有不平等

的回應方式。 

 

（一）動態清零與白紙抗議 

2022年 12月上旬，習近平決定結束動態清零，主要是因為既有的社區

網格化管理、全民 PCR 等措施難以阻止新冠疫情的流行。根據微信公眾號

「城市數據團」一篇已被審查的文章顯示，在臺灣、香港、新加坡和日本

等地，發燒、fever等關鍵詞的 Google搜尋指數，都與確診人數高度相關甚

至有領先趨勢。在 11月 26日白紙抗議爆發前一週，在北京與周邊的保定、

石家莊等城市，「發燒」關鍵詞的百度搜尋指數亦呈現上升趨勢；12 月 3

日，這三個城市的搜尋指數更超越 2022年 4月的上海和 10月的烏魯木齊。

以搜尋指數的標準差作為判斷依據，11 月底在河北、北京、重慶、湖北、

雲南、四川、山東、甘肅等省級行政區中，其中 26 個城市的關鍵詞搜尋指

度都已經超過了兩個標準差，足見達到了群體感染且無法通過動態清零措

施得以壓制下來。 

北京大學國發院的研究報告也證實，在 12月 7日「新十條」推出後 13

天，即 12月 20日，全大陸多地疫情就已達到高峰。截至今年 1月 11日，

全中國大陸新冠感染率累積約達到 64%，感染人數累積約 9億。去年 11月

底，中方防疫政策發生兩項重大的轉向：（1）11 月 30 日，副總理孫春蘭

在國家衛健委座談會上強調 Omicron 致病性減弱，並且不再提堅持動態清

零政策。（2）12月 7日宣布的「新十條」當中，包含不再隨意劃分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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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放棄全民 PCR、取消多數公共場所查驗健康碼、允許居家隔離取代安

置方艙醫院等政策 ，顯示中國政府已實質上放棄動態清零政策。 

中止動態清零政策，等於放棄先前綿密的網格化治理、與針對疫情的

大數據監控，防疫重回公共衛生的範疇。然而值得討論的是，在 12 月 7 日

之後，因疫情擴大而開展的「抗議─維穩」模式，以及當中顯現的社會經

濟問題。 

 

（二）白紙抗議後續—醫科學生的抗爭 

烏魯木齊火災所引發的白紙抗議，始於南京傳媒學院，擴散到上海、

北京等城市與各知名大學，以及更早的「四通橋事件」，皆反映人們對於

動態清零政策的強烈不滿，甚至上升到政治訴求。中共採取的應對策略是

軟硬兼施，一方面安撫學生。從 11月 27日的清華大學開始，許多學校提前

結束學期讓學生返鄉，且不追究聚集抗議學生的責任；另一方面，政府對

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城市街頭的抗議者展開事後抓捕。雖然抓捕措

施受 Omicron 疫情擴大被迫中止，至今卻仍無公開資料呈現被捕的抗議者

身份。12 月 7 日發布的「新十條」放寬各地的動態清零措施，但疫情感染

率也隨即開始飆升，並將防疫壓力從基層社區轉移至各級醫院。12月 12日

至 12月 19日，四川大學、徐州醫科大學、中南大學等多所醫科大學與其他

知名醫學院的學生發起了新一波的抗議。 

醫學院學生的訴求包含三點，（1）缺乏保障的工作環境：疫情升溫造

成醫療資源普遍匱乏，尤其是 N95 口罩配額不足，提高醫護人員感染的機

率（12 月 13 日華西醫科大學的碩士生陳家輝去世；12 月 19 日中南大學湘雅第二附屬

醫院的規陪生即使感染仍需帶病工作）。（2）薪資遠低於工作付出（徐州醫科大

學的碩士生每個月補貼僅 1300元人民幣，且陽性隔離需另扣每日 100元人民幣。他們的

工作內容接近正式醫生，薪資卻不成比例，令他們發出了同工同酬的訴求）。（3）不

平等的規培生體制規定：醫院存在特殊的「規培生」制度，本科、碩士、

博士畢業的醫學生分別需要經歷 3年、2年和 1年的住院醫師學徒制訓練，

規培生能否取得醫生的資格由醫院掌握，特別是只有本科學歷的規培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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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能服從既有規定，也只有在校學籍的研究生敢於上街發聲提出訴求，

不屬於醫院科室的碩士生才能在導師、學校與醫院之間的制度縫隙中，取

得一定的集體抗爭能力。 

然而，這波抗爭的結果大多以學校允許研究生放假、要求規陪生仍需

在崗工作，而而在短短一週之內被壓制下去。 

 

（三）Paxlovid與布洛芬：藥品管制、不平等與虛假資訊 

在疫情大流行的當下，中國社會存在藥物資源極度短缺的問題，包含

布洛芬（Ibuprofen）、與輝瑞的特效藥 Paxlovid，而這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嚴格的藥品管制制度、身份上的分配不平等、社交媒體上的資訊戰。就如

微博博主「破破的橋」所說「有渠道有背景的北京人用上輝瑞特效藥，沒

渠道但有財力的高階中產去澳門約輝瑞疫苗排期排到明年二月份，啥都沒

有的在那裡傳輝瑞上海高管新冠趨勢的謠言，研究怎麼防止資本滲透」。 

早在 2012 年，中共公安部、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避免

麻黃鹼被用於製毒，聯合發佈對含麻黃鹼的感冒藥進行加強管理，其中包

括實名登記制度，造成原本在藥店常見的減緩鼻塞的感冒藥近乎絕跡。而

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後，藥店更被限制銷售其他類型的感冒藥，以管控

新冠感染者。同時政府動用國家力量推廣「蓮花清瘟」等中成藥物，提供

新冠輕症患者及一般感冒患者服用。長期嚴格的藥物管理制度使得人們在

家中缺少常規儲備，導致當疫情管制一放寬，真正能夠減緩症狀的感冒退

燒類藥物很快隨著疫情擴大而供不應求，甚至波及周邊國家的感冒藥銷售

狀況。 

Paxlovid 的發放和銷售成為特權化的趨勢。例如，提出全民 PCR 的首

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飛、財新傳媒助理總裁安替，憑

藉在北京的特權階級背景，他們都有渠道可以獲得藥物，並且在社交媒體

上發布購買使用的資訊。具有公衛背景的北京市委書記尹力要求在北京社

區醫院配送 Paxlovid 。絕大部分人們只能在「京東」等網購平臺上，搶購

各平臺每日數百份的限額。可見在 Paxlovid 短缺的情況下，黨國仍採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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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既有身份分化的區別對待。相比其他國家，應當由醫生問診後開立

Paxlovid為處方藥，Paxlovid在中國卻彷彿是黑市流通的強勢貨幣。 

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虛假藥物資訊。因大部分人口難以獲得 Paxlovid，

且難以接觸中共掌控外的資訊網路，在微信、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媒體上，

他們皆面臨著虛假資訊的困境。例如，民族主義博主、「愛國大 V」們仍

延續著近三年來的官方宣傳路線，質疑 BNT疫苗與 Paxlovid等的有效性。

而這樣的作用力延續至今，虛假資訊幾乎成了緩解中下階層焦慮的止痛藥

「布洛芬」，發揮一定的維穩作用。 

 

（四）第一波大流行之後：煙花抗議與上街討薪 

目前中國大部分區域皆經歷了一輪感染高峰，大部分感染 Omicron 的

青壯年已經從輕症狀態中康復，而這卻帶來另一波的不確定性。原本在經

濟成長率與就業率相對有保障時，人們較有意願接受政府的管制措施；但

在這三年疫情中，失業率升高、普遍低薪，中小企業主、自營作業者皆承

擔動態清零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民眾挫折需要宣洩情緒，也可能選擇

在元旦至春節期間內上街維權，取消疫情防控如同打開被悶了三年的高壓

鍋，接下來將需要不斷回應廣大民眾提出的訴求。 

首先，隨著城市擴張，官方近年加強管控燃放煙火（中國大陸稱煙花）。

2020年後幾乎大部份城市市區內都禁止燃放煙花，但在 2023年新年之際，

多地民眾不顧地方政府禁令，仍攜帶煙花上街慶祝新年，並出現警民衝突

（例如，河南周口市鹿邑縣發生砸警車騷亂事件）。顯然，人們在經歷清零三年所

遺留的壓力與困境，格外需要在節日慶祝宣洩，持續嚴格的煙花燃放禁令

將加劇警民衝突。因此，北京、遼寧、山東等部分地區皆調整了燃放煙花

爆竹的禁令 。 

其次，在新年過後，多地出現大量的集體討薪行動 。其中許多是農民

工討薪行動，與地方政府基礎建設、或地產公司相關，前者的目標直指地

方政府，而公安部在 12月 28日的通知中，亦強調打擊惡意欠薪與保障農民

工權益。這些討薪行動多數為數十人的規模，並沒有出現跨團體集體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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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前陳情的現象，但倘若地方政府採取拖延策略，加上未來數月之內，反

覆的疫情、持續惡化的經濟情勢，這些集體行動會不會升級抗爭，仍然有

待觀察。另外，去年規模最大的金融受害者群體之一河南村鎮銀行儲戶，

也再次上街維權，而國家對這些儲戶的控制仍然維持著大數據監控、限制

乘坐公共交通、部分積極份子被屬地警方帶走並失聯，顯見中共仍持續監

控重點維權群體。 

 

（五）結語—不確定性下的抗爭與回應 

在財政困境、白紙抗議和疫情大流行難以阻擋等因素的趨勢下，當中

國政府放棄動態清零政策，會引發新一輪「衝突─壓制─回應」。例如，

海外維權網估計，因參與白紙運動被捕者大約有 100 多人，不知名的被捕

者的名單可能還會增加；這份聲明列舉了已知姓名的 32 名被捕人士。由於

參與抗議的年輕人與傳統異議、維權人士不同，不具有人際網絡資源，難

以統計被傳喚、拘留或逮捕的年輕人總數。然而，從白紙運動抗議以來，

中共的壓制與回應當中仍能顯露部分政府的機制邏輯： 

1. 對於政治層面的訴求。當前中共的政治菁英仍然會採取強勢的回應。

被抓捕的抗議人士命運如何，目前僅能靜觀其變。在 11月 29日的中

央政法委會議和 12月 28日的公安部通知中，均強調需打擊敵對勢力

滲透破壞活動 。政法部門頻繁提及「敵對勢力」一詞，是否以此標籤

化並追究參與白紙抗議的年輕人，仍有待觀察。 

2. 對於集體行動、非政治層面的訴求。黨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往往會積極

回應，但未必有相應的實際成效。相比北京亮馬橋和上海烏魯木齊中

路抗議的政治訴求，從大學生、街頭燃放煙花的民眾、與討薪的農民

工，政府多少都有做出形式上或實質上的讓步。然而，學者曾指出中

國政體的特徵是「有回應沒問責」（responsive without accountability）。反

覆的國家政策與地方經濟困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計，國家難以對此

全面負責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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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階級身份區別的不平等回應。在 Paxlovid 案例中，政府對不同階

層人士採取了不同的回應，特權階級可以售賣、流通、交換處方藥，

由此獲得政府的安撫。普通民眾則被大量的虛假資訊所掩蓋。如此再

次體現了中國社會裡巨大的經濟及資訊不平等，中國政府因此得以降

低社會不滿，達成穩定統治。 

 

但動態清零政策的失敗，仍對中共的正當性產生傷害。中共政府仰賴

社區網格化管理及大數據監控，將資源投入方艙、PCR 檢測站、「大白志

願者」和健康碼等種種管控措施；沒有在疫情情間加強公衛體系並強化醫

藥資源準備，如此註定了無準備開放的慘烈後果。動態清零政策仰賴的大

數據監控在管制放寬後變得毫無意義，社區「大白志願者」也就地解散。

未來中共的社會控制將將進入不確定階段，之後的幾波大流行能否得到平

緩且有效控制、製造業生產和出口能否恢復、房地產和人民生計能否停止

下跌，都出現不容樂觀的信號，邁入不安及灰色的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