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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日，中國大陸幾位民間人士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60周年，由劉曉波等人聯合起草「零八憲章」，並由303位中國各界人士首批簽

署，其要旨在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並改善人權狀況。該憲章的內容觸

及中共當前政改的許多「禁區」，內容高度敏感，引起中共當局對於簽署憲章

的人士進行監控、審訊與逮捕。即便如此，在該憲章發布的兩周多內，陸續有

六千六百多人公開簽名連署「零八憲章」，足見中國大陸海內外人士對於推進

中共體制民主化的渴望。

六十年來，「世界人權宣言」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共同認可，成為保護人

權和人類尊嚴的綱領文件。在這個氛圍下，中國大陸303位學人利用紀念世界人

權宣言60周年的機會，簽署了「零八憲章」，呼籲中共推動政治改革和保障人

權，儘快建立自由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以順應世界局勢。這些簽署的學者來

自不同領域，包括大學教授、企業家、律師、記者、作家、維權領袖等。較知

名的人士包括作家劉曉波、沙葉新、劉逸明和戴晴，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者

丁子霖，趙紫陽的前秘書鮑彤、著名憲政法學家張祖樺和「21世紀經濟報導」

的記者王光澤。

「零八憲章」開篇就呼籲中共未來的政改必須順應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憲

章提到，今年是中國立憲100周年，民主牆運動30周年以及中國簽署「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逐漸被中國人所認同。

雖然中共當局對於保障人權的態度，從早期的否定人權進步至現今已為人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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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仍停留在規範的法律文字層次。在實際的執行上，中共以穩定政權為考

量，認為人權保障不能觸及政權穩定。憲章認為中共堅持威權統治，拒絕民主

改革，才是導致腐敗、官民敵視、群體事件激增、經濟畸形發展、人治盛行等

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問題的根源。因此，「零八憲章」重申自由、人權、平

等、共和、民主、憲政等理念，並提出十九項提議，都是當今民主政治的根本

主張。

第一項到第七項涉及黨政體制的根本改革：第一、修改憲法：任何個人、

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憲法的精神，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

文。第二、分權制衡：構立分權制衡的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

立。第三、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第四、司法獨立：司法應超

越黨派而不受任何干預，並應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儘早撤銷嚴

重危害國家法治的中共黨內各級政法委。第五、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

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第六、人權保障：設立對最高民

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

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第七、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

第八項到第十三為公民權的保障。第八、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

元戶籍制度。第九：結社自由：將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為備案制，並開放

黨禁。第十、集會自由，包括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第十一、言

論自由：包括言論、出版、學術自由，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

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第十二、宗教自

由：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必須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

事先許可制度，改以備案制。第十三、公民教育：取消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

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

第十四項至第十九項涵蓋經濟、社會、兩岸、轉型正義等領域。第十四、

財產保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推進土地私有

化。第十五、財稅改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並建

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第十六、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

的社會保障體制。第十七、環境保護：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的責任，並發

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第十八、聯邦共和：維護香港澳

門的自由制度，並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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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第十九、轉型正義：包括為政治迫害

的人士平反與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來查清歷

史事件的真相。

這十九項改革建議多數直接衝擊中共現行政治體制。第一項到第七項改

革建議呼籲引入三權分立的架構，並主張政黨應該退出司法、軍隊等國家機

構，無疑是否定一黨領導。中共近幾年來進行許多政改，包括基層選舉、黨內

民主、行政機構整併與職能調整、增加黨內監督機制，但這些改革均未觸及一

黨領導的大原則。「零八憲章」提改革的意涵，直接否定中共近三十年進行的

「鳥籠式政改」。第八到第十六項的要旨是保障公民權，以避免公民在行使權

力時，受到國家機關以任何藉口進行的非法干預。此外，憲章對於當前中共面

臨的環保問題亦有關注，提議必須從增加官員的問責以及引入民間團體的力量

來解決。另外，憲章還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長遠的建議，認為必須建立聯邦

體制，解決兩岸問題，以及顧及轉型正義的公平。

「零八憲章」所提出的十九點改革主張，所涉及的層面宏大，引起中共當

局的高度關注，對於這些簽署憲章的人士進行大規模監控、詢問、逮捕。劉曉

波等人原定於2008年12月10日舉行論壇，並發表中國「零八憲章」，不過因

為當局的逮捕行動而終止，但憲章則順利在當天發表。此後，中共對「零八憲

章」採取全面封殺的作法。有報導指出，張祖樺和劉曉波和一些異議人士近日

都遭到警方的監視、干擾甚至是拘留，連張祖樺家中的電腦、現金和信用卡都

被沒收了。劉曉波被刑事拘留，張祖樺隨後則獲釋。參與簽署者的上海維權律

師鄭恩寵也遭三名公安從家中帶走，目前情況仍不明。

2008年12月25日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日前向各媒體

發出通知，要求嚴格把關，不准採訪「零八憲章」簽署者或刊登他們的文章。

而只要是曾簽署憲章的人士，中共有關部門都打電話去瞭解狀況，甚至上門查

詢。中共也嚴格管制網路訊息，任何轉載「零八憲章」的部落格文章都被刪

去。

 「零八憲章」所產生的影響可分為幾個層面來看。首先，是海內外的自

由派人士對於該憲章的擁護與支持。香港市民遊行支持「零八憲章」和要求釋

放劉曉波，余英時、哈金、陳一諮、方勵之、胡平、宋永毅、蘇曉康、萬潤

南、王丹等多位著名人士也給予這個行動的支持，簽署的人數不斷增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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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也對於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表示關心。國際特赦組織去年12月22日發表聲

明稱，該組織擔心中國將要以嚴重的罪名起訴劉曉波，促請中國馬上釋放劉曉

波。國際文化名流150多人聯名致函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要求釋放劉曉波，停止

傳訊。

但也有一些中國大陸學者對對憲章的價值提出不同意見。法理學者蕭瀚

公開對憲章文本逐條分析，提出理性質疑。他表示他之所以沒有簽名，就是因

為憲章本身還存在著太多不夠理性的因素。他認為既然憲章已經是一個政治行

動，就應該考慮它在社會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但憲章所表達的憲政民

主法治理念在現有形勢下，其可操作性等於零。憲章對於當前的中國大陸形勢

而言，不是改良方案，而是革命方案。社科院憲政學者劉山鷹則認為，完全立

足在「華盛頓共識」的「零八憲章」之內容並非是創新，拉美、日本以及很多

發展中國家都在反思和拋棄憲章所提出的發展模式，事實上新的「北京共識」

正在全球許多地方形成，中國模式正在被很多發展中國家借鑑，以應付現在的

金融危機。「零八憲章」所提出的內容，只是80年代末期蘇東、拉美等國家走

過的道路，但歷史證明其發展模式是走不通的。 

中共中央目前對「零八憲章」並無直接回應，胡錦濤在改革開放三十年

的講話，也沒提到任何創新的政治改革，顯然高層對於「零八憲章」採取冷處

理的態度。中共的宣傳部門則趁著國際人權日的機會，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發

展做了一些闡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在接受「人權」雜誌採訪時

表示，中國的人權事業已經取得歷史性的進步，政府比以往都更加重視人權，

尤其是人的生命權和發展權，各項權利也不斷發展和得到保障。不過他也承認

中國的人權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斷發展進步。在中國外交部網站上，一篇關

於中國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文章說，「中國政府認為，人

權的普遍原則應當得到尊重，但人權的普遍性必須與各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

保障和促進廣大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至關重要」。中共官方仍堅持走「中國

式」的人權發展，在生存權高於公民權的前提下，西方的個體式人權概念，在

短期內恐怕很難為中共政權所接受。

這種人權觀念是和2005年「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2007年「中國

的政黨制度」白皮書中，對中國民主政治與政黨制度的論述相當一致──「民主

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國的民主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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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強加的。」「中國的多黨合作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

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於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 

整體來說，「零八憲章」反映了部分中國大陸海內外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民

主化與人權議題的關懷。憲章的內容反映了西方自由民主為精神，揚棄了中共

對於「中國式政改」的主張。中共在推行政改二十多年後，不少知識分子認為

「中國式政改」已經走到一個死胡同，中共至今無法解決貪腐、貧富差距、環

保等議題。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唯有推行民主憲政，才是中國大陸未來的出路。

從某種意義來說，「零八憲章」的內容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學者的思想結

晶，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主軸的改革藍圖。但憲章是否真的獲得所有知識分子

的贊同，仍有待觀察。許多「新左派」的學者並不認為憲章有確實的可行性，

其內容頂多是將蘇歐的改革模式舊調重提，而這個自由式民主的改革路徑早已

被歷史證明為行不通的。

中共對於「零八憲章」則採取嚴格防制的態度。即便中共允許知識分子

有一定的言論自由，但絕不允許這些言論衝擊一黨專政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來

說，中共的政改是有前提的，絕不允許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其改革主軸仍圍繞

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呈現出「後極權發展型國家」的政權型

態。此外，從胡錦濤在2008年末的一系列講話中，僅提到要發展經濟，卻鮮

少提及有意義的民主改革，顯見「零八憲章」的訴求根本不為中共高層所重

視。中共當前的施政目標是繼續發展經濟來增加政權合法性，而不是進行民主

改革。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幾年，中共對於民主人士的監控與打壓不會減少，

「零八憲章」的訴求只能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國家發展藍圖，而絕不

可能進入中共的施政綱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