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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中國大陸今年大學畢業生達1,076萬人，但整體就業市場管道卻未增反減，

有學者指這將是求職者的「最難就業季」。 

 中共強勢動態清零政策引發民眾不滿，討論如何移民海外的「潤學」，以及

寧可不生育而成為「最後一代」的沉痛宣言成為網路熱門議題。 

 「二十大」前中共持續監管網路，緊縮民眾言論空間。 

 

一、高層文化 

習近平推動多項監管措施惡化就業環境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30年以來所得分配不均快速惡化，有學者認為，中共若不

整治此一問題，恐影響政權穩定，加上近期受疫情及國際情勢影響，經濟情勢恐

難樂觀，所得分配惡化之社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此時若不追求「共同富裕」，極

可能威脅其政權與社會之安定（經濟日報，2021.9.10）。外界認為，中共領導人希望透

過教育「雙減」政策，消弭菁英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與所得再分配（大紀元，

2021.8.8）。 

除推動教育「雙減」外，中共更在藝文娛樂圈、網路產業等領域進行監管整

改，企圖減緩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爭取基層民眾支持，但卻影響中國大陸整體

經濟發展，更造成就業市場緊縮（中央社，2022.1.25）。中共官方統計，中國大陸今年

大學畢業生達 1,076萬人，不僅人數創新高、也是首度突破千萬大關，但整體就業

環境卻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原本吸納較多就業人口的教育培訓、網路產業等，

今年招聘人員速度卻明顯減緩（聯合新聞網，2022.6.17）。 

中共官方為管制疫情而採取「清零」等封控措施也衝擊經濟發展，從製造業

到服務業皆受到影響，封控措施影響工業生產及人員消費，造成經濟發展停滯，

大批民眾面臨失業危機，又以 18 歲到 24 歲青年族群失業問題最嚴重，據統計該

族群青年之失業率達到 18.4%，是整體失業率的 3 倍多（中時新聞網，2022.6.15），甚

至較歐美失業情形更為嚴重（看中國，2022.6.15）。不少學生選擇報考公務員，亦使公

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高（2021年報考人數達 212.3 萬、2020 年為 160萬、2019 年為 140 萬；

新唐人，2021.11.29）。 

外媒報導認為，中國大陸最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潮卻遇上改革開放以來最糟

糕的就業環境，這對尋求延任的習近平而言十分尷尬（德國之聲，2022.6.24）。中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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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已陸續提出許多措施，希望能緩解大學畢業生的求職困境，包括提供自行創業

的大學生補貼與減稅優惠（中央社，2022.6.15）；此外多省近期已重啟因疫情而暫緩的

公務員招考，中央更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應該設法擴大招錄大學畢業生之規模與員

額（經濟日報，2022.6.15），種種跡象都顯示中共企圖在「二十大」召開前，穩住惡化

的經濟局勢以及萎縮的就業市場，以防民怨擴大（新唐人，2022.6.10）。 

  中國大陸近期經濟情勢發展仍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也

影響臺灣青年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意願，據報導原本在陸發展的臺灣青年有

近 3成選擇直接返臺，另有 3成臺青雖計畫續留陸發展，但事業重心將移回臺灣（中

央廣播電臺，2022.6.10）。陸方未來的經濟情勢與就業市場狀況，對臺青赴陸發展之後

續影響，尚須持續觀察。 

二、通俗文化 

中共強勢清零造成社會嚴重不安，「潤學」及「最後一代」引發熱烈

迴響 

近期臺灣藝人在中國大陸的綜藝節目中，以一首經典歌曲「愛你」颳起一陣

旋風，帶動網友們熱烈討論和模仿，甚至引發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注意和評論（人

民網，2022.05.26）。有學者分析，在疫情籠罩下，社會大眾陷入低潮、苦悶，並對於

經濟下行感到憂慮，藉由重新回味疫情爆發前、甚至是青春年少時期的美好記憶，

達到舒緩情緒的作用（香港 01，2022.05.28；世界日報，2022.05.29）。 

除了透過影視娛樂撫慰心靈，不滿政府嚴厲防疫封控的中國大陸年輕世代還

利用動畫角色宣洩沮喪、無奈、憤怒等情緒。知名連鎖速食業者日前在中國大陸

推出兒童節套餐，其中搭配的玩具之一是日本動畫角色「可達鴨」。網友們讓可達

鴨手持「不想做核檢」、「我要出去玩」、「健康碼」、「出行碼」等猶如舉牌抗議的

字條，搭配洗腦的背景音樂上下擺動，成為網路社群媒體用戶關注的焦點（大紀元、

中央社、美國之音，2022.05.31）。有媒體分析可達鴨的爆紅效應是中國大陸網友處於整

體環境壓力的自我解嘲，各種搞怪標語也是年輕人追求個性的展現；另有傳播學

者表示，疫情改變大眾的心態，可達鴨成為宣洩焦慮、壓抑的出口（中央社、美國之

音，2022.05.31）。 

若說民眾利用擺動雙手的可達鴨訴諸言詞以表達對嚴苛防疫不滿，用腳出走

的「潤學」則是實際付諸行動的體現（中央社，2022.05.31）。「潤」即英文「run」的

諧音，意指移民海外。這個詞彙近年開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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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比較偏重於討論女性和性少數族群感受到社會環境變得愈加不友善、因此產

生逃離的想法；疫情發生後則多半用來指稱年輕人在社會生活中承受各種擠壓，

轉而打算移民的現象。尤其今年 3 月上海封城以來，中共嚴格的干預措施對生活

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社會大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隨之大幅提升，許多人開始思

考和計畫離開這座城市或移民國外，以逃避這種自上而下的管控政策，及對個人

感情和尊嚴的漠視。「潤學」因此成為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廣為流行的最新用語，在

知乎網站有關「潤」的詞條之中，一則「潤是什麼」個詞條，就有高達 8 百多萬

的瀏覽量（BBC中文，2022.06.13；大紀元，2022.6.16）。 

根據社會學者的觀察，「潤」乃是社會壓力更加激烈化的象徵，雖然目前「潤」

還只是一種文化現象，但是這些討論「潤」的年輕人，今後對於生兒育女的態度

將會更加謹慎，其後續效應可能超過人口外流所造成的直接影響（BBC 中文，

2022.06.13）。關於上述論點發生的可能性，目前或許已經可以看出端倪。今年 5 月

網路上曾經短暫流傳一段影片，幾名身穿防護衣、貼著警察字樣的防疫人員要求

一對年輕夫婦必須移居到方艙醫院。年輕男子向防疫人員表示他們的核酸顯示為

陰性，防疫人員沒有權力要求他們到方艙，防疫人員卻不斷出言威脅，倘若不跟

著轉移將會受到處罰，並強調處罰將會影響三代。沒想到該名年輕男子僅淡定回

應：「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最後一代」的說法引發諸多網友共

鳴，認為一語道出許多中國大陸年輕人對生活的絕望和理想破滅，並直言「要有

多絕望，多悲愴，才會脫口而出這一句話」、「『我們就是最後一代』是一種徹底的

宣言，要嘛讓這種生活終結於我們這一代，要嘛我們終結於這種生活。」儘管影

片上傳不久即遭到封鎖，微博更直接封鎖「最後一代」相關關鍵字，但已獲得中

國大陸網友熱烈迴響（中央廣播電臺，2022.05.13；大紀元，2022.06.10）。 

中共在疫情期間採取的強勢封控手段已在許多中國大陸民眾心中敲響警鐘，

大規模檢測和集中隔離讓人們忽然意識到，只要政府一聲令下，自己的生活便有

可能輕易被擾動，伴隨而來的嚴重不安全感，促使民眾尋求宣洩情緒的管道，甚

至重新調整成家、就業等人生規劃（端傳媒，2022.06.07）。有關「潤學」、「最後一代」

等思維及行動將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產生何種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三、大眾傳播 

中共揭露網路使用者IP屬地、擴大事前審查，緊縮民眾網路言論空間 

中共網信辦 6 月 27 日公布「互聯網用戶帳號信息管理規定」，細化 IP 屬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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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規則、用戶實名制等規範，並明定於 8月 1 日起施行（新浪網，2022.6.28），各大網

路服務平臺（如微博、抖音等）在正式法令未公布前已先自動遵循去年 10 月公布的

徵求意見稿內容，相繼開啟顯示使用者 IP 屬地之功能，且使用者無法關閉該資訊，

使得成千上萬的用戶發表評論時，都被迫標示其 IP 屬地，該功能將中國大陸境內

帳號的 IP 屬地展示至省（區、市），境外帳號則展示至國家和地區（自由亞洲電臺，

2022.4.29；中央社，2022.4.29；美國之音，2022.5.7；關鍵評論網，2022.5.23）。 

中共表示公開用戶 IP 屬地有助發現境外勢力企圖破壞中國大陸穩定的假訊息

宣傳，支持者也認為公開 IP 屬地能有效減少網路謠言，反對者則認為隱私權及言

論自由受到侵害（美國之音，2022.5.7）。事實上，此項新措施很快就衍生出相關爭議，

如網民將該功能與使用者對中國大陸的忠誠度作連結，導致民族主義狂熱者的攻

擊目標轉移至 IP 屬地顯示在境外的中國大陸民眾，境外使用者倘發表文章涉批評

中共當局的內容，即被民族主義狂熱者指責為外國煽動者和間諜（紐約時報，

2022.5.19）；另一方面則意外曝光以往不為人知的事實，多位熱門網紅或藝人宣稱的

內容竟與 IP 位址不符，如標榜在海外生活者，其 IP 屬地卻顯示在中國大陸境內，

而時常宣傳民族主義者其 IP 屬地卻在境外，更遭中國大陸網民譏諷為「離岸愛國

主義」（BBC，2022.4.30）。 

在中共想方設法落實網路管制之時，卻也變相鼓勵非法「IP 代理」產業的蓬

勃發展，依據陸媒調查，這段時間提供修改 IP 地址的網路商家大量湧現，雖然中

共亦採屏蔽搜尋引擎關鍵字等技術，企圖壓縮該服務交易空間（世界日報，2022.5.11；

中央社，2022.5.23），但長此以往重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無解循環，徒然顯

現中共盲目控制打壓言論自由的荒謬。 

此外，中共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6月 17日又預告未來修法內容（人民網，2022.6.17；

中央社，2022.6.18），將網路內容「先審後發」的範圍從「新聞訊息」擴大至「跟帖

評論訊息」，有別於過往網路言論審查採事後刪除、屏蔽等方式處理，未來將著重

事前消弭任何可能引導輿論焦點的言論內容；另新增「具有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

能力的跟帖評論服務提供者上線跟帖評論相關新產品、新應用、新功能的，應當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開展安全評估」條文內容（北京新浪網，2022.6.18），凸顯中共對管

控具輿論引導或網路動員能力之網路平臺訊息內容的重視。 

中共於「二十大」前積極強化網路內容監控手段，恐係因近期網民對於中共

防疫措施、唐山毆女事件衍生治安疑慮等議題之網路輿論風向，使中共產生管控

網路言論之急迫感（上報，2022.6.21）。中共自「網絡安全法」實施後，逐步加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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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網路空間，並強調其社會監督機制，透過群眾相互舉報、審查等方式進行網路

監管，如顯示網路使用者 IP 屬地、事前審查網路內容等；惟網路具隱蔽性、自由

度等優點，在數位時代為宣洩民眾壓力、提供政府與社會對話管道等交流之重要

場域，中共對於前揭網路管控相關政策之實施，緊縮民眾的網路表意空間，不但

將增加其維穩成本，且人民負面情緒缺乏抒發與壓力化解的管道，社會衝突矛盾

爆發時恐更加激烈兇猛，後續發展值予關注。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