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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文化 
 

 中國大陸近年持續加強校園意識形態管控，落實黨對教育工作的領

導。近期陸方教育部公布核准多所高校修改章程，復旦大學章程刪

改「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引起軒然大波。 

 中國大陸網紅現象帶動網紅經濟，挑戰道德底線引發社會爭議。 

 中共加強媒體監管，提昇意識形態控制力，記者換發記者證須通過

習近平思想考試。 

 

一、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近年加強校園意識形態管控，落實中共對教育工作的領

導，並核准多所大學修改章程 

中國大陸近年除陸續發布「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關於加強

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

施綱要」等政策文件外，習近平亦於2016年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2018年的「全國教育大會」上指示「我們的高校是黨領導下的高校」、「全面加強

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落實在政策的作法則包括撤換高校黨委與校長等領導層

、打壓與監控授課教師與行政人員、對學生增加政治審查與政治課程等方式，以

加強校園意識形態管控。  

2019年2月，中國大陸教育部長陳寶生發表署名文章「把高校建設成為堅持

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強調要「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使高校成為堅持黨

的領導的堅強陣地」，更確立「高校姓黨」的重要原則。 

2019年12月17日，中國大陸教育部於官網公告核准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多

所大學之章程修改，內容加入「學校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辦學是為黨治國

理政服務。其中復旦大學章程中原有的「學校的辦學理念是其校歌所傳頌的學術

獨立和思想自由，強調學術的價值在於探究真理，守護文明，正誼明道，不計其

功」遭到修改，「思想自由」被刪除。此外，章程修改後加入的內容包括：「學校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

……」等（中央社，2019.12.18）。 

復旦大學修改章程一事，在中國大陸引起熱烈議論，因為復旦長期以來一直

被譽為「中國大陸思想最開放的學校之一」，許多網友都擔心這是復旦衰落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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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Quartz，2019.12.18；中時電子報，2019.12.18），於是在微博、微信大量轉發復旦的校歌以

表達無言的抗議，復旦學生更聚集在食堂，高唱復旦官方校歌，歌詞包括從學校

章程中被刪除的「思想自由」一詞（紐約時報中文版，2019.12.19）。嗣後復旦大學針對學

校章程修改一事，發出聲明表示：「章程修訂體現了黨的十九大和全國教育大會

精神，進一步突出了黨對學校工作的全面領導、突出了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中央

社，2019.12.19）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針對復旦大學改章程事件，發文批評涉事幹

部有所偏差，認為他們「需要全面領會中央的精神，在思想上做一番檢討和校正

」；建議各級機構做事情，一定要考慮群眾的感受，以及輿論的感受。要努力把

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溝通起來，不要為了追求極限的「政治正確」，做出「粗糙

的意識形態工作」，引起群眾的反感（中央社，2019.12.18）。 

然而，向來給人思想開放印象的復旦大學改「姓黨」，仍不免讓人感到遺憾

。現於美國任教之復旦校友便認為，此次章程修改顯示復旦站在當今中國大陸「

意識形態戰役的風口」，因為復旦的歷史賦予其更趨向西方普世價值、更開放的

傳統，使其在上海乃至中國具有保守封閉還是更開放的「符號意義」。他擔憂符

號一旦變更，「下一步是行動」。他又形容章程修改為「愚昧」，認為實現輿論、

思想的完全統一，黨對大學實行「微觀控制」，會使大學學術研究變得機械化，

喪失創造性的空間，對民族思想的進化進步影響極深（明報，2019.12.19）。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9年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宣示中國大陸將

在2035年成為「教育強國」，然而外界所看到的，卻是學術思想自由愈來愈緊縮

，不但學校要「堅持黨的領導」，就連學生都要「聽黨話、跟黨走」，長此以往，

恐將對中國大陸的學術教育發展造成傷害。 

 

二、通俗文化 

 中國大陸網紅現象帶動網紅經濟，挑戰道德底線引發社會爭議 

「網紅正在主掌世界！」這是出現在2019年7月美國紐約時報的新聞標題。

如何善用「網紅」？逐漸成為新形態的銷售通路，「網紅」導購也成消費市場崛

起新勢力。目前各界對「網紅」一詞尚無明確的定義，一般而言，「網紅」多係

指在現實或網路生活中，因某個事件或某個行為而被網民關注並走紅的人（「網紅

店」則是指那些在互聯網有著高人氣的店鋪，包括餐廳、咖啡廳、奶茶店、民宿等）(人民日報海

外版，2019.5.20）。Klout（美國於2008年成立於美國的一家社交影響力評估服務的公司。通過K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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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從0-100的分數，測試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指數）公布「

2019網紅電商生態發展白皮書」中，「網紅帶貨」係指「網紅電商」，即具備網

絡影響力的內容生產者透過內容或電商平臺，為用戶推薦、售賣產品。「網紅電

商」的主體包括自媒體、直播主播、明星、名人、網店掌櫃、專業人士和草根紅

人等。近20年間，網紅的發展經歷從1.0時代到4.0時代的快速迭代。「網紅」正

逐漸成為一種專門職業，「網紅」的經營管理方式也從個人創作向團隊化、企業

化經營過渡。在網絡社交平臺上發布內容、積累粉絲、創造個人品牌影響力，再

通過商業渠道實現粉絲流量的變現，已成為眾多一線「網紅」的致富之道（新華網

，2019.10.31）。 

近年中國大陸「網紅」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並透過粉絲點擊網路流量變現、

網路直播帶動網路交易熱潮，其變現途徑就是將粉絲的關注轉化為購買力。「2019

年淘寶直播生態發展趨勢報告」指出，2018年淘寶直播平臺帶貨超千億，同比增

長近400%，創造一個全新的千億級增量市場。2018年加入淘寶直播的主播人數

較此前一年勁增180%，月收入超過百萬的主播超過100人。淘寶直播不僅帶動女

性、農民就業，還為各行各業創造人人可參與的新就業模式（新華網，2019.10.28）。以

2019年為例，最大的超級網紅是「口紅一哥」帶貨網紅李佳琪，另一位則是田園

短視頻博主李子柒，網紅帶貨不僅帶動經濟還帶動另類的文化輸出，近來受官媒

熱捧、以古風打扮與農村生活影片為賣點的中國大陸農村網紅李子柒，擁有不少

海外粉絲，讓數百萬外國人愛上中國，讓「田園生活的詩意再現」，甚至中國大

陸央視新聞也站出來為李子柒蓋章官方辯護，似有意使她成為官方認可的中國文

化「代言人」。根據NoxInfluencer數據（針對Youtube 頻道提供強大的分析工具，不僅免

費且使用簡單，為一套能幫助發展中或剛起步網紅的平臺，與同類型的YouTuber做比較分析）

顯示，李子柒頻道已在YouTube粉絲數排名第一（約有825萬訂閱者），估計每一則

視頻的收益預計可達13.4萬美元（世界日報，2019.12.15、金融時報中文網，2019.12.24）。 

2019年3月，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指出，6成以上的中國大陸消費者樂於接受「

網紅」，而在美日兩國，該比例不到5成和4成。有評論認為，「中國知名網紅收

入以分鐘算」、「中國大陸是全球網紅經濟的發動機也是世界第一網紅經濟國。

」（德國自由大學網絡經濟學者特洛伊卡•布勞爾，環球時報，2019.6.25）。根據Klout發布「2019網紅

電商生態發展白皮書」顯示，2018年網民規模達8.29億人，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

6.1億人，平均每100個網民有73人選擇網絡購物。2015年以來，實物商品網絡零

售額占中國大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從8.04%猛增到2018年18.4%（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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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2019.10.31）。 

在「網紅」熱潮下，亦引發許多爭議現象，網絡與銷售言論成為社會焦點議

題，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主辦，社科院科研局、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發布「社會藍皮書：201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指出，針對中國

大陸大學生羣體追捧「網紅」現象，2017年近4成中國大陸大學生曾關注「網紅

」，其中，8%大學生每天都查看「網紅」動態，16%大學生每週至少查看1次，

每月查看一次的大學生占5.5%（中央通訊社，2018.12.25；新華網，2018.12.26）；中國大陸「網

紅」經濟也陷入「審丑螺旋」（網絡丑星以發布自己丑態來吸引網民眼球，藉以受到一些網

民尤其是青年網民圍觀與盲目追捧），擁有1,100萬粉絲的「斗魚」主播陳一發，因曾

在直播中把南京大屠殺、東三省淪陷等作為笑料，而被斗魚封禁（「斗魚」是中國

大陸武漢地區，以遊戲直播之彈幕式影片分享網站）。網絡主播李天佑曾在直播中以說

唱形式描述吸毒，被央視點名後被所在平臺封禁（澎湃新聞，2018.9.28）；另對於「網

紅」直播帶貨引發的假貨爭議，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於2019年10月17

日表示將進行嚴管，特別針對「網紅」食品安全違法行為進行重拳出擊，「刷單

」、「假評論」等違法行為將受到查處。中國大陸官方指出「網紅」帶貨存在幾

個「大坑」，包括虛假宣傳泛濫，產品質量不過關、直播數據造假成災，其中暗

藏灰色產業鏈、付款方式隨意，退換貨維護權益難等。中國大陸官方除下令嚴管

之外，輿論紛紛關注在虛假訊息與假貨爭議下，「網紅」帶貨什麼時候會翻車（

多維新聞網，2019.11.18）。 

2019年6月至11月，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8部門聯合開展2019網絡市

場監管專項行動（網劍行動），嚴厲打擊網上銷售假冒偽劣產品、不安全食品及假

藥劣藥。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將於2019

年9月至2020年12月，在全國聯合開展「落實食品藥品安全」、「四個最嚴」要

求專項行動，對網紅食品安全違法行動進行重拳出擊。中國大陸國家法律和相關

部門的監管正與「網紅」帶貨中的不法行為「賽跑」（新華網，2019.10.31）。 

網路時代改變營銷與商業模式，同時也對社會民生造成或大或小的變革。中

國大陸「網紅」的產生是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消費的行為，也對商業模式和

經濟行為產生變化。網絡世界帶來的爭議，社會規範也得與時俱進。官方應看到

問題，並思考監管方式；對於網紅直播主，更應該自制，瞭解販賣假貨與進行虛

假宣傳的後果與社會責任；對於民眾而言，在資訊紛亂狀態下，應增加自身訊息

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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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媒體、意識形態、網際網路 

 中共加強媒體監管，提升意識形態控制力，記者必須通過「學習

強國」App習近平思想考試，始得換發記者證 

習近平上臺後收緊新聞管控，2016年初，習近平接連視察中央電視臺、新華

社和人民日報社等三大中央媒體，發表講話：「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

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德國之聲，2019.10.14），要求媒體「絶對忠誠」。 

中共中央宣傳部傳媒監管局2019年8月23日發出「關於在『學習強國』學習

平臺創建和認證新聞採編學習組織的通知」（中央社，2019.9.18），中國大陸國家新聞出

版署並於2019年10月11日發布「關於開展2019年新聞採編人員崗位培訓考試的通

知」（BBC，2019.10.14），要求新聞單位編採人員，必須通過中央宣傳領導人習近平思

想的數位平臺「學習強國」手機應用程式考試，才能申領或換發新版記者證（自

由時報，2019.9.19）。 

這是中共官方首次要求新聞採編人員參加統一的線上考試，考試人員包括「

全國」的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期刊與報社的人員（BBC，2019.10.14）。考試內

容包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宣傳思想工

作的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倫理與政策法規及新聞採編業務等五

大部分，相關申請單位必須先在「學習強國」平臺上完成新聞採編學習組織的創

建和實名認證（中央社，2019.9.18；新頭殼，2019.9.18）。 

「學習強國」是一款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在2019年1月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內容主要以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為主軸，並集合習近平的談話，以及其他的新聞匯集網站、即時通訊和社群網路

等功能於一身，全中國大陸黨政機關公務員、共產黨員、國有企業員工和公立學

校教師都必須下載，現在，新聞工作者也被強制使用該程式，用戶進行閲讀、答

題和評論，便可獲得「學習積分」，這些積分被很多國營單位和學校視為考核的

重要指標；批評人士指責學習強國是這時代數位版的改良版「毛主席語錄」，帶

有強烈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BBC，2019.10.14），旨在增強共產黨對中國人口的意識形

態控制力（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2019.10.14）。 

香港大學「中國媒體研究計劃」研究員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表示，中國

大陸官方將「學習強國」與記者證考核結合起來，其根本意義不在於內容，而是

為了讓記者明白，他們的工作首先是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議程服務（BBC，2019.10.14）



35 

 

；評論家兼作家慕容雪村認為，對記者忠誠度的測試是延續中共加強意識形態管

理的邏輯思維（德國之聲，2019.10.14）；「學習強國」App的目的在對用戶進行永久性的

洗腦，提醒用戶，怎麼樣的說和思考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法國世界報，2019.10.16）。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19年發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中國大陸新

聞自由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下滑到第177位，幾乎墊底（自由時報，2019.10.29）。 

 「學習強國」軟體暗藏後門，中共可進行大規模監控 

在自由亞洲電臺（係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贊助下，「開放科技基金會」（Open 

Technology Fund）與德國資安公司Cure53合作，在2019年9月發表關於中共「學習

強國」App安卓版（註：安卓Android手機在中國大陸被廣泛使用）檢視報告，發現「學

習強國」軟體暗藏後門，擁有「超級使用者」（Root）權限，可以直接讓中共官方

大規模監視用戶，從每一臺手機裡觀看、紀錄甚至下載任何想要的資料，目前已

可隨時24小時監視超過1億部手機（美國之音，2019.10.15；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2019.10.17）。 

華盛頓郵報、法新社、無國界記者組織分別引述這份報告，直指中國政治宣

傳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學習強國」，可能被中國政府用來當作暗中監控使用者的

工具；這款由電商龍頭阿里巴巴為中國共產黨開發的應用程式有多項具威脅性的

功能（自由時報，2019.10.29），不僅每天確實收集並發送詳細的手機使用日誌，中共官

方有關部門更可以隨時檢查這些手機裡的照片、影片，即時傳送手機的地理定位

、記錄通話紀錄、聯絡人，並進行遠程監聽，此外它擁有檢索其他近千個第三方

App訊息的權限，不需經過使用者同意就可以控制用戶電話部份功能（硬塞的網路趨

勢觀察，2019.10.14）；外界認為，這是中國大陸官方擴大數位控制公民的手段（法國國際

廣播電臺，2019.10.17），而隨著數位化時代來臨，中共對人民言行的掌控將無孔不入。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