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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疫情防控政策及邊境管制觀察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王佳煌主稿 

 

 2023 年「兩會」前，動態清零、落地檢、健康碼，以及各省市政

府的「靜默管理」，仍是中共防疫與邊境管理政策的主軸。 

 對中共政權而言，「政治安全」是根本，經濟衰退則是維護「政治

安全」必須付出的成本。 

 

（一）前言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6 月 24 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堅持「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與「動態清零」的總方針，嚴格落實疫

情防控的「九不准」的要求：不准隨意將限制出行的範圍由中、高風

險地區擴大到其他地區；不准對來自低風險地區人員採取強制勸返、

隔離等限制措施；不准隨意延長中、高風險地區管控時間；不准隨意

擴大採取隔離、管控措施的風險人員範圍；不准隨意延長風險人員隔

離和健康監測時間；不准隨意以疫情防控為由，拒絕為急危重症和需

要規律性診療等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不准對符合條件離校返鄉高校學

生採取隔離等措施；不准隨意設置防疫檢查點，限制符合條件的客、

貨車司乘人員通行；不准隨意關閉低風險地區保障正常生產生活的場

所。 

聯防聯控機制於 6 月 28 日發布第九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總體要求的原則為「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依法科學、分類

分級」，工作要求為「及時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

積極防範境內疫情反彈與境內疫情輸入。境外疫情輸入防控的措施包

括四部分：入境人員管控、入境物品管控、高風險崗位從業人員疫情

防控、口岸城市疫情防控。值得注意的是，入境人員的管控措施，從

第八版防控方案的「14 天隔離醫學觀察 + 7 天居家健康監測」調整

為「7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 3天居家健康監測」。第九版對入境人

員防控措施的放鬆，應是參考醫療研究的發現：Omicron病毒的平均

潛伏期縮短為 2-4天，絕大部分可以在 7天內檢出。 

「九不准」是各地方政府執行防疫政策的綱領依據，但各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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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基於政治與防疫考量，往往過於嚴苛。對此，聯防聯控機制於 9月

上旬指出，河南、河北、江蘇、浙江、寧夏等 5 個省區的 8 個縣市，

對外來及返鄉人員有「層層加碼」過度防疫的現象。例如，河南省商

丘市與三門峽市、江蘇省蘇州市，對低風險的來返人員施加「社區報

備不批准、不回應，對出行群眾進行攔阻和勸返」的行動。開封市、

浙江省德清縣則是要求來返人員提供「不切實際的社區報備材料」。

在河北省邱縣、浙江省臺州市、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即使來返人

員有社區報備，卻仍然採取集中隔離等強制手段，限制人員出行。為

了防範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嚴重影響民眾生活與生計，聯防聯控

機制特別成立整治專班，由教育部、工信部、交通運輸部、國家衛健

委等部門組成，並受理民眾留言投訴及舉報。 

中國防疫特色之一是手機健康碼（阿里巴巴支付寶的健康碼、騰訊微

信的防疫健康健康碼）。然而，各地自行開發或委由業者開發健康碼，

出現核酸檢測「一碼歸一碼」的「一國多制」問題（民眾跨省流動，出

入公共場所，被要求重複做核酸檢測，因為各地不認可外地的核酸檢測結果或健

康碼）。因此，聯防聯控機制於 7月 29日發布「關於進一步推動新冠

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全國互認的通知」，要求大陸各地「全國互認」核

酸檢測結果，減少大陸民眾跨地、跨省移動困難的麻煩，也嚴禁以本

地健康碼未能查詢、未在本地檢測等為由，拒絕民眾進入公共場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是要求民眾重複做核酸檢測。 

 

（二）堅持「落地檢」與「動態清零」 

  「十一」長假前，聯防聯控機制於 9月 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

將在假期期間實施「落地檢」措施，依據「自願、免費、即採即走、

不限制流動」之原則，為跨省流動人員提供在當地的一次性核酸檢測

服務。「落地檢」的目的是要防範輸入性疫情，也就是在機場、火車

站、長途客運站、跨省高速公路服務區等人潮、車潮匯集的地點，設

置核酸採檢點，並將採檢結果納入健康碼，方便使用者查詢結果。旅

客須持有 48 小時內的核酸陰性檢測證明，才能乘坐大眾交通運輸工

具（飛機、客車、船舶等）。入住賓館、飯店及進入旅遊景點，必須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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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與 72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執行期限為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9 月 9 日，聯防聯控機制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副

總理孫春蘭在會議上要求牢牢守住底線，不可發生規模性疫情，並落

實「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以實際行動

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為防範長假可能帶來的疫情，至少 24 個省、市政府要求民眾就

地過節，避免長途旅遊。截至 10 月 1 日，已有 846 個地區列為疫情

高風險等級，區域內實行「足不出戶，上門服務」。實際封控的時間

為 7天，期間內若無新增疫情，自動降為中風險區。中風險等級地區

有 720 個，區域內措施為「人不出區，錯峰取物」。許多民眾擔心染

疫或因疫情突發狀況被困在外地，全國各大旅遊景點遊客人數銳減，

但部分熱門景點仍擠滿遊客，如安徽省黃山風景區、上海迪士尼樂

園。交通運輸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國慶 7 天長假的日均發送旅客數

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36%，比 2019年同期下降 58%。 

  面對長假與「二十大」，北京加強維安，疫情防控也升級。進出

北京之人員須主動通報，7天之內不聚餐、不聚會，暫停跨省旅遊團。

為免之前多所大學校內群聚感染之狀況再度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等多所大專院校縮短「十一」假期，從 7天縮到 3天。減少的假期

挪到寒假補足，鼓勵學生不要返鄉，以避免之前多所大學校內群聚的

問題再度發生。 

  長假結束之後，就是「二十大」的政治大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譚耀宗、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都說，「二十大」

之後，陸、港之間的通關政策有可能放寬。倚賴觀光旅遊業，特別是

倚賴陸客觀光的香港，已放寬機組人員的檢疫安排，在海外逗留時可

以外出，不必留在酒店閉環管理。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任蕭

詠恩希望政府能取消機組人員抵港後的「檢測待行」措施，並減少核

酸檢測的天數。 

然而，官方媒體最新的評論文章內容顯示，中國仍將維持「動態

清零」的總方針與防疫策略。「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主張，即使是

在「二十大」之後，中國的防疫政策不會放棄「動態清零」。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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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音」連續在該報撰文，考量到全國疫情「點多、面廣」的特點，

動態清零應該持續，必須堅持。不可採取某些國家「與病毒共存」的

策略，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防控。新華社的評論文章也指出，「躺平」

沒有出路，採取「躺平」的國家已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些文章都是中

共「二十大」之後防疫政策的先聲。 

接著，習近平果然在「二十大」開幕的報告中宣示，「堅持動態

清零不動搖，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以保護人

民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此一堅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共要以防

疫的成果證明中國體制的優越性，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基。更重要

的是，習近平才剛連任第三任總書記，如果率爾放寬防疫政策，導致

疫情失控，不啻是打習近平一巴掌，導致延任光環蒙塵，更會影響到

接下來延任國家主席的政治聲勢與政治維穩。不過，美國媒體報導，

中國官員正討論放寬對入境人員的隔離措施，可能從現行的 7+3縮短

為 2+5，亦即入境的前兩天入住集中隔離酒店，後五天居家健康監

測。大陸多家航空公司也透露，10月底會陸續恢復國際航班或增班。

但一切還不確定，因為在「二十大」閉幕之前，北京與上海的疫情又

有復燃的跡象。上海市政府更發出「復興島預備方艙和密接隔離點專

案施工招標公告」，似乎是要準備長期抗戰。 

中共堅持「動態清零」的政策，中國的產業與經濟勢必會承受更

大的壓力，也要面對 GDP成長趨緩，民怨日增的壓力。在「二十大」

開幕之前，北京市海淀區出現抗議習近平的標語，各地多少會有抱怨

防疫政策（特別是多次篩檢與封城的規定）的聲音，但這些應該只是雜音，

還不足以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接下來要觀察中共採用哪些策略與政

策，減少「動態清零」對中國產業與經濟的衝擊，解決經濟成長趨緩、

產業斷鏈、（中小）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外資與跨國企業撤離、失業率

升高的危機（如退稅救中小企業）。專家推斷，政府應該會加強干預經濟

（保護主義），財政與貨幣政策會持續寬鬆。 

相對地，我們也必須因應中國「動態清零」的經濟效應對臺灣經

濟的負面影響，包括臺商與臺幹（創業者、餐飲業從業人員）回流的生計

問題、臺商供應鏈斷鏈與股價下跌、兩岸貿易量縮減（減少自臺灣進口

電子零組件等上游產品），以及物價高漲的問題（停滯性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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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省市政府的防疫政策與問題 

  疫情爆發之後，北京市禁止周遭的小城市居民進入北京，特別是

移工、貨車司機。周遭的地級市（廊坊市）或縣級市（廊坊市代管的三河

市）傳出疫情，廊坊市政府當局立即限制市民進入北京，封城達 30

日，以作為北京的「政治護城河」，代價則是許多打零工與做小生意

的人民經濟陷入困頓。9月中，北京市政府下令外地進京者 7天內嚴

禁聚餐聚會，同時需 3 日 2 檢（抵京 24 小時內完成首次核酸檢測，又 24

小時後、72小時內完成第二次核酸檢測）。 

  然而，封城清零政策的執行有些差異。北京市民出城需要證明，

但在北京市內某些區域，卻相對寬鬆，如酒仙橋（藝廊與高檔住宅附近）。

6月，天堂超市酒吧爆發疫情，北京市政府組成聯合調查組，全面覆

蓋調查北京市的酒吧、夜店、KTV、網吧等社交場所，地下空間與不

合格的娛樂場所全部關掉。儘管如此，北京市仍有許多大學生、「文

青」或年輕專業人士試圖躲避防疫管制的措施與「大白」（穿著隔離裝

的防疫人員），用健康碼的綠色截圖騙過警衛與出租車司機，參加秘密

的派對。 

  長假即將結束之前，北京要求外地到北京者須「三天兩檢」：抵

達北京後 24 小時內完成一次核酸檢測，間隔 24 小時之後，抵京 72

小時之內完成第二次核酸檢測。然而，許多人員要返回北京，卻發現

北京手機「健康寶」跳出警示「彈窗」（系統認定使用者曾與北京以外的

疫情風險地區、風險人員有「時空關聯」），將無法進入北京。 

自 2022 年 3 月底以來，上海即實施嚴格的封城防疫措施，2400

多萬人陷入封城，部分地區斷糧，成千上萬染疫的居民被送到大型檢

疫所。「紐約時報」報導，政府喊出的戰鬥式宣傳口號至少有 120 個，

試圖平息民怨，激勵士氣，引導輿論。例如，「發現一起撲滅一起」、：

「打贏了大上海保衛戰」、「歷史會記住，為我們這座城市堅守和付出

的所有人」。然而，上海在 4 月 20 日新增 18,495 的染疫者，占全中

國 95%以上。5月，上海有 7個區招聘社區防控專崗人員。10 月初，

上海傳出零星疫情，各區加強防控，如徐匯區自 10 月 5 日起做 5 天

4次全員核酸檢測，採樣期間實施封閉管理。黃埔區、楊浦區實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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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兩檢，其他行政區也加強核酸檢測。 

相較於北京與上海等超大城市，小型或偏遠地區的城市，封城清

零的措施特別嚴密。即使只有一個染疫案例，也不放過。有些城市兩

年來一再封城，學校與商家開開關關，經濟困頓，人民絕望。2021

年 4至 7月，雲南省瑞麗市多次封城將近 160天。西藏的拉薩封城超

過 50 天，方艙醫院惡臭髒亂，醫護人員與資源短缺。新疆省伊犁市

封控超過 1個月，物資供應不足，病人、孕婦無處就醫，有老人因飢

餓絕望而上吊自殺。廣西省東興市封控 9個月，居民仍在苦撐。執行

防疫政策的官員、人員與居民之間屢屢爆發衝突。湖北省武漢市黃陂

市、東北大慶居民示威，要求解封。成都居民持菜刀威脅防疫人員，

拒絕下樓作核酸篩查。 

在長假之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孫紹騁要求堅持「殺雞用牛

刀」，提升防控等級，防止疫情擴散與外溢，更不能外溢到北京。新

疆於 10 月 4 日宣布，全面暫停所有離開新疆的客運列車，烏魯木齊

市各區縣人員暫不離開該市，並提出當地就業的解決方案。雲南西雙

版納州於 14日中午突然宣布，自當日 14時起，「非必要不離州」，離

州人員須作五天健康監測，期間做三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且

無發燒、乾咳等症狀，方可離開，大批長假出遊旅客因此困在當地，

在機場爆發抗議，與維安人員對峙。 

另外，山西省運城市之下 13 個縣級行政區，僅 4 個有疫情，其

餘為清零狀態，但官方宣布，從 10月 7日到 10日實施「靜默管理」，

如永濟市、河津市等。永濟市要求所有居民不得外出，並阻斷對外交

通。鄭州高新區從 10月 12日開始，連續實施全民核酸「一天兩檢」。

不參加者，健康碼會「彈窗」提醒。有些地方採取更嚴密的防疫措施。

深圳、上海、大連、麗水等地發布通知，要求外來人員「三天三檢」，

24小時內必須做一次核酸檢測。廣州市花都區部分區域的人員須「一

天兩檢」。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中國仍將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與「外防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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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從「十一長假」到「二十大」召開前後，乃至

於明年習近平正式續任國家主席之前，動態清零、落地檢、健康碼，

以及各省市政府的「靜默管理」，仍是中共防疫與邊境管理政策的主

軸。「二十大」工作報告中出現 50多次的「安全」字眼，充分反應出

統治者的心態。至於 GDP下滑，製造業供應鏈的「斷鏈」或「移鏈」

危機，服務業消費疲軟、關店、撤資、失業等，在中共看來都是可承

受的代價。在政治維穩與經濟發展之間，中共必然選擇前者。「政治

安全」是根本，因防疫而導致的經濟衰退，則是維護「政治安全」必

須付出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