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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中共監控境外陸籍留學生言行的多重手法，已讓越來越多的海外大學開始

警惕並檢視與中國大陸官方的合作計畫。 

 中國大陸社會競爭激烈、經濟現況不佳，導致年輕人心理狀態消極，近期

「人礦」一詞衝上熱搜。 

 中國大陸疫後經濟悲觀、民心浮動，自媒體言論成民意宣洩口，中共為求

維穩從嚴控管自媒體「禁評」。 

 

一、高層文化 

媒體披露中共利用留學生團體及相關手段掌控海外留學生動態，要求

其絕對效忠黨國領導，更干預校園言論自由引發多國警惕 

過去3年因為疫情及美中抗衡等國際因素，導致中國大陸出國留學人數大減，

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年輕人希望負笈海外深造(大紀元，2023.3.21)，並感受自由的氛

圍。然而近年來陸續有許多國際媒體報導指出，中國大陸官方利用各種組織或手

段操控海外留學生，讓這些出國的中國大陸學子們依舊難逃中共官方的嚴密監控(

大紀元，2023.3.11)。 

中共在「六四」事件後通過駐外使館，逐步加強對海外留學生的管控，最明

顯的是利用在各國大學校園內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簡稱「學聯會」)管控海外學

子(法廣，2018.2.17)，海外留學生幾乎都被要求加入「學聯會」，並鼓勵監視和舉報其他

學生的不當言行，有部分研究認為「學聯會」其實就是中共在海外設立的黨支部

，受到中國大陸在當地領事館資助，以監控陸籍留學生的活動(報導者，2020.7.8)。 

據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秘書長生建學說法，該機構過

去5年已派出12萬4000名獎學金生，生建學還曾強調，為確保這項國家獎學金項目

的成功，「首先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中國教育報

，2022.12.27)。有報導指出，中共「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要求中國大陸學生接受其

獎學金出國留學前，必須簽署協議書，承諾「不得從事有損祖國利益與安全的活

動」，若違反協議，不但得付違約金，還可能受到處分(自由亞洲電臺，2023.1.20)。 

除了簽署該等協議書之外，這些領取公費獎學金的學生還必須提出2位在大陸

境內公民(通常是一定親等內之親屬)作為保證人，獎學金資助期間，保證人應「長住中國

大陸內地，單次出國不超過3個月」，若獎學金生違反協議，保證人將承擔連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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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風傳媒，2023.3.8)。德國安全部門已觀察到陸籍留學生被「強制綁定」效忠黨國的現

象(關鍵評論，2023.3.10)，並有領取該項獎學金的陸籍留學生向國外媒體表示，自己絕不

敢在德國參與示威活動，因為中國大陸使領館會做出「非常嚴厲反應」(德國之聲，

2023.3.10)。亦有中國大陸異議人士表示，凡是陸籍公費留學生都被要求簽署類似文

件(自由亞洲電臺，2023.1.20)。 

外媒報導，中共當局疑似透過類似協議，將留學生派往海外，並要求理工科

留學生設法竊取科技機密(看中國，2021.11.10)。例如瑞典多個大學已通報至少30多位陸

籍公費留學生與中共教育部簽署相關協議，且被迫依協議內容承諾「效忠中國大

陸政府」、「為政權服務」等，否則這些學生在大陸的家人，將被政府追討留學補

助款項(每日新聞報，2023.1.2)。據悉該國已有3所知名大學聲明將結束未來與中共官方的

合作計畫，並拒收中國大陸公派留學生(大紀元，2023.4.8)。 

隨著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疫情過後陸續返回海外大學上課，有關北京當局監控

境外中國大陸留學生，甚至干預海外大學教師及學生言論自由的問題再度引發關

注，有國際人權研究的學者直言，各國大學不應再漠視中共干預校園教學及言論

自由的問題，大學當局必須肩負起捍衛學術自由與民主價值理念的責任(自由亞洲電臺

，2023.02.06)。 

二、通俗文化 

中國大陸社會競爭激烈、經濟現況不佳導致年輕人對未來看不見希望

和意義，近期「人礦」一詞衝上熱搜 

中國大陸社會競爭激烈、經濟現況不佳而導致的年輕人心理狀態消極，近年

來引發許多關注。除了「內捲」和「躺平」，過去中國大陸網友經常會用「韭菜」

來形容自己是被剝削的底層。近期在中國網上出現「人礦」的新詞，更是引起網

友們熱議，甚至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 

網友解釋，「人礦」一詞最早出現在1984年的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上，意

指人是一種「資源」，這裡指的資源並非貶義的意謂，以當時的社會結構而言，

更多的是指要好好珍惜這種資訊，並充分利用到社會上(vocus, 2023.1.6)。但現在網友把

這個詞彙變成了對自身調侃和對個人命運的比喻，像是「牛馬」，代表著看不見

希望和意義的人生，也有網友解釋「人礦」這個詞為「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

養20年醫院，從出生就是被作為消耗品的中國人」，一輩子都被剝削換取利益。

更有中國網友也用這詞來形容，被當家當局者「剝削、壓榨，套取利益，最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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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摘取器官的人」、「人礦就是行走的器官攜帶者，來幫助高官和富人延長生命

的人」、「人民就是人礦，是中共的國有資產」、「要用你的時候把你挖出來，

不用的時候，就把你埋起來」(Daily View, 2023.1.7；風傳媒，2023.1.9；德國之聲中文網，2023.1.8；聯合報

，2023.1.16)。 

另有媒體專欄指出，「人礦」一詞是某鄉靠企業發展，它的成本點或動力源

在於「人礦」，而不是中共的思維「大鍋飯」。文章指稱，撐起一個國家肯定不

是靠幾個「幹部」當「人礦」，而是幾千萬、上億的「人礦」，各司其職，才能

堆疊起中國一年上百萬億人民幣的 GDP 。而最中心的受益者就是中共高層，也

就是「礦主」(大紀元，2023.1.5)。 

形容中國人在中共專制體制下悲劇宿命的人礦一詞，在中國網上登上微博熱

搜，但沒多久似乎就被中共當局發現該詞，之後跟「人礦」相關的內容就全被刪

除，「人礦」也被所有社交平臺封殺，即使連google搜索網頁也無法查詢這些已經

被刪除的內容。 

中國大陸對於人民的言論自由實施嚴格的監控，可謂「天眼之下，無一倖免

」，但中國大陸的網民仍會想盡各種辦法，利用一些含蓄、委婉的詞彙，在網路上

表達意見。如今「人礦」一詞雖在中共迅速封殺下在網路暫時受挫，但在中國內

外卻已迅速爆紅，不但深植人心，未來勢必將衍生更多諷刺中共的相似詞彙，「人

礦」似已成為中國人宿命般的烙印，無法抹滅(聯合報，2023.1.16)。 

三、大眾傳播 

中共處理公眾事件的公信力頻受質疑，網信辦展開專項行動整肅自媒

體，以管控社會輿論 

隨著網際網路成為中國大陸民間社會資訊傳播的重要管道，陸方自媒體逐漸

在公眾事件中扮演塑造議題帶動輿論的角色，影響所及甚至超出官方掌控，如 2022

年底的「胡鑫宇失蹤案」(胡鑫宇就讀江西省致遠中學，於該年 10 月 14 日在校內失聯，從調查過程到最後尋

獲遺體，都被認爲有「諸多未解決的疑點」)即掀起民間輿論熱烈討論。民眾對官方在案件過程

的說法及結論都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感(中央通訊社，2023.2.2)，自媒體在案件中更與官

方採不一致的推測及議論，帶動中國大陸民眾全民辦案的風潮(自由時報，2023.2.1)。官

媒人民日報在評論中即強調，該案若不能好好處理，後果將不堪設想(環球網，2023.1.29)。 

中共在類此事件中逐漸察覺隱藏在社會中的信任危機，以及自媒體影響力越

來越不受控的現象，為重塑官方一言堂的言論標準(自由亞洲電臺，2023.2.3)，中共網信辦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4%A7%E9%8D%8B%E9%A3%AF/35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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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2 日展開為期 2 個月的「清朗‧從嚴整治『自媒體』亂象」專項行動，

重點整肅自媒體對公共政策議題、重大災難事故、社會熱點事件、議論經濟形勢

等內容的製播評論(中共網信辦，2023.3.12)，這項行動雖旨在打壓自媒體在公眾事件中愈

發顯著的影響力，惟恐造成現實社會對立的現象(自由時報，2023.3.14)。 

在官方大動作整治自媒體後，自媒體創作與言論空間即頻遭壓縮，如因中國

大陸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陸方網路流行之「孔乙己文學」(「孔乙己」是魯迅小說裡舊中國

社會下迂腐、無法營生的知識分子，網友藉「孔乙己」自嘲其讀書多年但卻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的「畢業即失業」現象)，

曾引發官媒央視網發文駁斥(央視網，2023.3.16)，後續自媒體創作歌曲《陽光開朗孔乙

己》反擊、嘲諷官媒，並獲得廣大回響，但該歌曲旋即被平臺網站刪除，創作者

帳號更遭陸方各大網站全面封殺(希望之聲電臺，2023.3.26)。 

另陸方熱門網站「嗶哩嗶哩」(bilibili，俗稱 B 站)由網友製作的「隨機找老年人購

物，我來買單」短影片，亦引發陸方網友對官方前段時間高調宣布「全面脫貧」

的質疑，不久後上傳者的帳號即遭 B 站封號，所有影片內容亦都遭到移除，甚至

抖音帳號也被註銷(中央通訊社，2023.3.16)。有評論者認為這種封禁自媒體的作為，是讓

小市民連自己的真實生活都無法展現(世界新聞網，2023.3.17)。而網信辦「清朗」行動，

則讓平臺產生「寒蟬效應」，上述事件即便自媒體未明顯觸及網信辦所設評論公

眾議題、社會熱點事件等紅線，但仍遭平臺自我審查而下架影片。 

疫後陸方民間瀰漫負能量，導致不能體察民間疾苦的官媒正弦律報導往往適

得其反，而自媒體與官方不一致的評論與臆測受到民眾歡迎，反映的是中國大陸

在失業率上升、年輕人就業困難，及民眾對疫後經濟、社會前景悲觀的預期下，

對中共不信任與不滿的情緒。中共當局雖警覺越來越多的「真相」透過自媒體傳

播，可能有損其執政的穩定，但目前採取讓自媒體在公眾議題中「噤聲」的強制

手段，後續是否會引發更強烈的民意反彈或抗議，值得持續關注。 

 

(文教處主稿) 

https://www.ntdtv.com/b5/孔乙己.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