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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  題  研  析  

一、2012 年大陸社會經濟情勢展望     

       （一）前言  

    歷經 30 餘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為大陸經濟帶來國民所得提升、農村經

濟繁榮，以及對外貿易拓展等積極效果，並使大陸經濟逐漸與國際經濟體系相融

和，但是卻也帶來所得分配不均、區域發展失衡、城鄉差距擴大……等不利的後

果。為解決經濟發展所衍生的社會經濟問題，21 世紀以來中共提出「和諧社會」

的總體發展目標，近來更積極致力以解決「中等收入陷阱」所帶來的問題，它已

成為現階段大陸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所有政策的擬定均圍繞在此主軸上。 

            （二）大陸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大陸社會經濟的急遽變遷，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

屆四中全會便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進一步闡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表明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

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反映出追求公平

正義和安定有序是中共社會經濟政策的具體目標。 

    在經濟層面上，從經濟理論剖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能需要經歷三個「發

展陷阱」，亦即：發展的貧困陷阱、經濟增長的人口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發展

的貧困陷阱」是指處於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或單單由於

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經濟增

長的人口陷阱」，是指任何超過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長，都會被人口增長抵

消，最終又退回到原來的最低水平；「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經歷了中等收入

水平和階段，特別是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經

濟停滯發展的現象。 

近年來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2010 年 8 月大陸經濟總量已超越日本，僅次於

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人均 GDP 也從 1995 年的 600 美元，到 2010

年已達約 4000 美元。大陸經濟已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

並且出現了若干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進入中等偏上水平過程中，曾經出現過

的諸多社會經濟失衡的現象，包括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產業結構升級停滯、勞動

報酬偏低、內需特別是消費不足等問題，制約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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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2年社會經濟政策方向 

    儘管大陸的社會經濟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存有不同看法，但是伴隨

著經濟增長大陸社會經濟，正面臨諸多急待克服的制約因素： 

    第一，大陸經濟存在一些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老問題仍未解決，並顯得更加

惡化，如鋼鐵產業，目前鋼鐵產能過剩達億噸，而被寄予厚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卻面臨核心技術掌握不足，市場推廣不易，以及地方本位主義造成自我設限，科

技資源分散，產學脫節，重複建設等缺失而面臨發展的瓶頸。 

    第二，社會矛盾日益顯現。在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必

然帶來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動，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不斷增加並趨於複雜。龐大的

人口壓力使就業問題長期處於高壓狀態，“未富先老”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

社會保障面臨重大的壓力，公共服務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日益嚴重的

城鄉和區域差距，導致社會階層化甚至潛藏衝突危機。 

    第三，有關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

已是近年來大陸財政支出的重點。然而，在推動民生和社會保障領域的建設，以

及社會矛盾和衝突問題的解決，仍必須在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

革，並積極解決「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的民生改革力度，才能為經濟社會

轉型奠定基礎。 

    為解決大陸經濟社會所存在的問題，2011 年中共社會經濟工作的主要發展目

標和任務，便在於：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進一步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

求，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強社會建設和

保障改善民生，以及加強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在具體政策上，中共財政繼續

增加用於「三農」的投入、增加對農民的生活補貼、積極扶持和促進就業、加強

建設性保障住房、改造農村危房和柵戶住房改造，以及落實和完善房地產市場調

控政策，遏制部份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現象。 

    2011 年 3 月 10 日大陸「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查通過的「十二五」

規劃（2011-2015 年），是以「深化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今後

五年中共社會經濟發展策略的主軸。在發展策略的內涵上則是將「包容性增長」

（Inclusive Growth）概念納入發展策略，更加注重以人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期能努力做到「發展為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在具體政策目標方面，中共將今後五年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列出包

括經濟發展、科技教育、資源環境、人民生活四大類 24 項指標，其中約束性指

標和預期性指標各佔 12 項。在這些指標中，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非化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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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二氧化碳減排、能源消耗降低、保障性住房、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參

保率等均列為約束性指標，而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登記失業率、就

業人數則為預期性指標。這些都是關係人民生活、科技教育和資源環境類的指

標，屬於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責，是大陸民眾所普遍期待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五」規劃中，將今後五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增長率訂在 7％，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

率則要求超過 7％，反映出中共期望經濟增長成果，能由全民共享的政策要求。 

           （四）社會經濟政策執行成效 

    歷經將近一年社會經濟政策的執行，基本上已獲致相當的成效。在經濟領域

方面，2011 年前三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9.4％，其中，第一季增長 9.7％，第

二季增長 9.5％，第三季增長 9.1％，經濟保持平穩的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不含

農戶）較上年同期增長 24.9％，成為拉動大陸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中，保障

性住房建設、製造業投資又是拉動投資快速增長的主力。但是值得關注的是，高

耗能行業投資有所反彈、高加工業投資所佔比例不斷下降的現象，將影響大陸產

業結構的調整。 

在眾所關注的物價漲勢方面，物價的持續上揚是 2011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

運行的最主要特點。2011 年前三季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I）較上年同期上漲

5.7％，但是若依月份 CPI 上漲趨勢看，2011 年以來大陸 CPI 由 1 月和 2 月的 4.9

％持續上揚，3 月為 5.4％、4 月為 5.3％、5 月為 5.5％、6 月則達到 6.4％，而 7

月份更高達 6.5％，創 37 個月的新高。8 月份和 9 月份的 CPI 回落到 6.2％和 6.1

％，10 月份則回落到 5.5％。 

2011 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逐季回落，但是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CPI）仍居高不下，而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包括農產品供需失衡，生產成

本持續上漲，以及原物料價格仍處於高位等仍未能緩解，以致中共內部引發大陸

經濟，是否存在停滯膨脹（stagflation）的爭議，勢將影響未來宏觀調控政策的走

向。 

為減緩大陸內部社會經濟層面的壓力，2011 年 9 月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

政治體制改革提出 5 大目標，亦即，堅持依法治國、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司

法公正、保障民眾民主權利、堅決反對腐敗等，期望能透過改革、發展經濟，改

變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問題，使民眾能享受改革和建設成果。具體做法則是

要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高所得階層收入，並完善失業、養老及醫療

等社會保障，透過擴大民主形式、鞏固村民自治，由黨內逐步擴大至黨外推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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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進程，而重點則須加強遏制職務侵佔、推進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公開財政「三

公」（公費出國、車輛購置及運行、公務接待）經費，同時按法律懲處腐敗份子

與貪污事件。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基本思維下，近來中共確實將社會管理列為主要的社

會經濟工作。除了加強政府部門「三公消費」（據估計，每年高達 9000 億元人民

幣）的管制外，更致力於打四黑（黑作坊、黑工廠、黑市場、黑窩點）、除四害

（害百姓、害家庭、害社會、害國家）的工作，以期能確保大陸社會經濟的穩定。 

           （五）結語 

    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大陸社會急遽變遷，社會階層化的發展，社會不穩定因

素的滋生，已成為大陸社會穩定潛藏的危機。中共當局確實也了解問題的嚴重

性，為此，在「十二五」規劃綱要（2011-2015 年）中，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

理的目標，期能藉健全社會管理格局，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完善維護

群眾權益機制，加強公共安全體系建設等領域，以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不過，

這此改革措施都涉及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政府與社會互動關係深化等問題，而

其關鍵則在於政治體制改革是否能夠務實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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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文化體制改革的兩手策略  

       （一）前言     

中共中央在 2011 年 10 月召開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

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這是繼 1996 年十

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後，中共高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

題。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能以「文化」做為施政焦點進行廣泛討論，都能讓人

一新耳目，但是經過最近 3 個月的觀察與情勢發展，我們卻不得不懷疑中共當局

「改革」的誠意，甚至在策略作為上，還是維持慣用的兩手策略，一手緊一手鬆，

並以鞏固政權為核心要務。 

             (二)「市場化」為導向的文化體制改革  

「市場化」是這一波大陸文化體制改革的主旋律，並藉以弱化普遍民眾要

求，鬆綁意識形態控制的呼聲。例如，大陸政府各財經部委均推出相關的扶持政

策，在投融資力度方面，有「文化産業振興規劃」，支援有條件的文化企業進入

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所允許的文化產

業領域，鼓勵已上市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並購和

重組，讓符合條件的文化企業發行企業債券；在稅收方面，則有「關於支持文化

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在稅收方面給予文化企業更多的優惠措

施；在出口方面，也有「關於鼓勵和支援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協

助文化產品擴大出口。 

在官方大力扶持文化產業下，眾多研究機構在 2012 年投資策略中，已紛紛

看好文化傳媒類股，新傳媒正成為大陸 A 股當紅的投資主題；繼市場傳出新華

網、人民網計畫在上海交易所 IPO 後，包括千龍網、北方網、東方網、大眾網、

浙江線上、華生線上、四川線上等共 10 家官方媒體網站，也陸續計畫在 A 股上

市。另根據大陸《中國證券報》報導，目前北京地區已進入上市輔導備案程序的

文化企業，已達到 150 餘家，財務指標達到上市條件的，還有近千家。2012 年起

北京市每年也將投入巨資，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目前北京地區上市的文創企

業已達 44 家，占北京地區上市公司的 20.4%，相當於每 5 家上市公司中就有 1

家從事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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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陸新聞出版總署也開始實施進口權和出口權的分離，凡新聞出版企

業申請出口權，只需到商務行政部門備案即可。有實力的出版單位更在獎勵方

面，提出至為具體的配套措施，如安徽出版集團每年拿出 100 萬元人民幣，獎勵

輸出版權的圖書及其他「走出去」專案，並設立專門的外向型經貿公司等。 

           (三)「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兩手策略  

相較於上述對於文化產業的各項寬鬆政策，但因大陸當局倡議「深化文化體

制改革」的戰略思維，主要目的仍在於「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亦即進一步鞏固

由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建設工作，加強新聞輿論導向工作，壯大主流輿論，強化網

路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因此，由這樣的思維所開展的文化體制改革，必然形成一

種政經分離、區別待遇、處處權衡的兩面手法，何者該鬆、何者該緊，早有一把

尺。 

    近期大陸針對文化產業出台的幾項措施，其實是緊縮大於鬆綁、防範重於開

放。例如 2011 年 12 月 15 日頒佈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徵求意見稿】，雖然降低

電影產業准入門檻，不再限制社會資本投資電影，但也明確規定電影不得含有危

害國家統一、煽動抗拒法律、插播廣告、宣揚宗教狂熱等內容，限制項目由過去

的 10 項增加到 13 項，根據大陸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網針對，「徵求意見稿」與 2002

年 2 月實施的「電影管理條例」比較發現，新增加禁映內容包括：煽動抗拒或破

壞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實施；宣揚宗教狂熱，危害宗教和睦，傷害信教公民宗

教感情，破壞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團結；宣傳吸毒，渲染恐怖，傳授犯罪方法；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或者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至於眾所希望採行的電

影「分級制」，卻隻字未提。 

其後，2011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市公佈《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

16 條，重點包括： 

    第一、按照真實身分資訊註冊流程，微客用戶的真實身分資訊，是向國家有

關機關指定的機構註冊，獲得認證標識後，再使用該標識在網站註冊帳號。 

    第二、建立健全用戶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保障用戶資訊安全，嚴禁洩露用戶

資訊。 

    第三、落實技術安全防控措施。 

    第四、不得製造虛假的微博客用戶。  

    同時要求在北京市行政區域內的網站，如果要開展微博客服務，須向北京市互聯

網資訊內容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並經審核同意。等於是賦予北京市政府操控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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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存廢的生殺大權。此外《規定》第 8 條要求提供微博客服務的網站，應建立

健全資訊內容審核制度，對微博客的資訊內容製作、複製、發佈、傳播進行監管。  

相較於傳統媒體，微博的優勢是可瞬間傳遞大量訊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更助長此一優勢。例如：2011 年 7 月 29 日，中共中宣部下令各媒體對溫州動

車事故的報導與評論「降溫」，《南方都市報》深度部主任喻塵有感而發的微博：

「今夜，百家報紙在撤版，千位記者被斃稿；中國，萬個游魂無處安放，億個真

相正在破碎。這個國家，無數隻惡棍的手，在羞辱著你。」旋即被海內外網民大

量轉發，傳頌一時。 

      根據大陸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錢小芊於 2011 年 12 月 7 日，在華盛

頓舉行的「2011 中美互聯網論壇」演講指出，到 2011 年 11 月底，大陸網民已超

過 5 億，微博用戶增長到 3.2 億，約占大陸網民的 65%。微博客用戶每天發佈和

轉發的信息超過 1.5 億條。面對如此龐大的微博網民，大陸黨政機構一方面雖然

開始關注微博的聲音，並紛紛開設政務微博，作為發佈訊息的平台；但另一方面

大陸民眾數度透過微博，號召人民維權的集會、示威活動，也讓當局深感芒刺在

背。例如，2011 年 2 月，中東爆發「茉莉花革命」，社交網路在其中發揮了傳遞

抗議訊息和組織抗議活動的功能，而境外更有網友發動「中國茉莉花革命」，立

即觸動大陸當局的敏感神經。北京推行微博「實名制」，顯然是想收恫嚇之效。 

    整體而言，大陸文化產業的發展，只要有任何危及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可能

性，都將面臨遏制與打壓的命運。這也可說是大陸改革開放 30 餘年來，中共當

局與人民最司空見慣的的戲碼。因此，「一手軟、一手硬」的兩手策略，仍是現

階段大陸文化體制改革的主旋律，還看不到文化政策的「質變」改革。 

            (四)結語 

     文化的發展向來與意識形態密不可分，大陸當局在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的同

時，當然深諳此理。因此，採取的政經分離的策略，也就是說，一方面儘量滿足

文化產業市場化的一切經濟條件，一方面採取更嚴謹的防範措施，避免文化產業

跨入政治藩籬。然值得觀察的是，大陸當局這種慣用的手法，在社會與資訊環境

均已產生重大變化的當下，是否還能應付裕如？  

 

 

 

 

 



 8 

貳、重  要  動  態  

  一、科技全球化下的美「中」競合趨勢  

       （一）前言  

  美「中」兩國的科技關係存在兩個迷思：首先，在全球化時代，許多問

題必須靠著國際共同的力量才能解決，科學發明雖然屬於一種公共財，也是

一國綜合國力的象徵，在科學領域領先的國家可以取得先行者優勢，也能夠

將其他國家封鎖在重要的巿場之外，因此，大陸與美國在科技研發方面不單

單是合作者，也是競爭者。其次，科技知識的擴散將使中共軍力持續改善，

美國一些大學及私人實驗室是美國科技與軍力，領先世界其他國家的動力來

源，但這些機構不少也都與大陸有合作關係，加快中共軍事現代化進度，科

技擴散全球化，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一方面使美國安全得以確保，但另

方面也製造更多威脅。美國必須確保最尖端、敏感科技不致大量外流到可能

的對手手中，但又必須與像大陸這類的新興科技強權維持建設性關係，才是

最符合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利益。 

      （二）強權崛起與科技全球化 

  儘管美國科技仍領先其他國家，但世界其他國家也正快速追趕，英國一

份研究即指出，全球科技領域正走向多元，全球科技發展方向是被幾個中心

所決定的。2002 到 2007 年，像大陸、印度、巴西等國的國內年度研發經費

都逐年倍增，這些國家的研發經費占全球總研發經費的比例，從過去的 17%，

成長為 24%。 

  中國大陸的國家科技發展目標尤其令人矚目。2006 年中國大陸中長期科

技發展計畫中載明，中共的目標是要在 2020 年走向「創新國」，在 2050 年成

為全球科學強權。從 1999 年開始，大陸的研發經費每年增長率達到 20%；2011

年將達到歷史高峰的 1530 億美元，占全國 GDP 的 1.6%；2020 年計劃達到

GDP 的 2.5%。在大陸的國家計畫中包含 20 項科學及工程的超大計畫，像是

尖端的智慧晶片、載人太空飛行計畫、生化、奈米科技等。中共每年培養的

高科技人才也逐年增加，2009 年有 218 萬名科學及工程學領域的研究生。 

  儘管如此，中共當局對於大陸目前的科技發展的品質仍不滿意，尤其是

投入和產出之間的落差太大。有媒體指出，科研經費中有 60%都因人為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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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配不當而未能發揮作用。但若根據客觀數字，大陸的成就仍舊驚人，1996

年，美國科學研究論文的產出數量是大陸的十倍以上，但卻有研究報告預

估，2011 年年底前，大陸新的專利數量將超過美國和日本。 

  雖然各國都在競相投入大量的科研經費，但科技的發展趨勢卻是超越國

界走向國際合作，從國際期刊越來越多合著的論文可看出這個走向，15 年前

大約 25%的論文是合著，如今已達到 35%。造成科技研發國際化的原因，像

是通訊與交通越來越便捷，科學家可以同時在幾個地點做計畫，更容易取得

資金、資料，以及各國的人才共同合作創造。 

  當前全球在科技研發領域的合作已經穿越國界，中國大陸學者最常選擇

的是與美國學者共同發表論文。據統計，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期刊的發表當

中，40%左右都是和美國學者合著，其中資訊領域的合作最為頻繁，中國大

陸與美國、台灣的企業家、會計師、管理人才等都密切合作，北京的跨國研

發中心和網路公司，以及在美國駐點的創投資金，或在上海新成立的許多晶

片設計公司等，是最新更值得關注的對象。 

      （三）美「中」競合關係架構 

  美「中」有關科技合作的官方架構是在 1979 年建立的，在當年的協議中

包括超過 25 個議定書，以及超過 60 個附帶規定，主要執行單位是美「中」

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國大陸科技部部長及美國總統科技顧問。

當初協議是兩國相關部會高層每兩年都要開會協商。在合作的具體內容方

面，包括建立高階的生化科技工作小組、美國食品藥物管制局、農業部等相

關單位的合作、能源部在清潔能源、石油天然氣、能源與環保相關技術上的

合作交流、兩國也同意在公共衛生、治療，以及愛滋病研究等方面建立經常

性合作關係。除了官方的交流之外，兩國民間機構在相關領域的合作也相當

積極。 

  最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在對中國大陸的各項支援計畫，並非直接無

條件地提供協助，而是提出「受益者付費」條件，美國各大學每年招收來自

中國大陸數以千計的研究生，並且提供他們奬學金，這些學生不少畢業後回

到中國大陸，也在中國大陸的大學、研究機構或公司任職，對中國大陸科技

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雖然當初的協議對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時過境遷，當

中許多條件已經改變，中國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共亟需得到國際尤其是

美國在科技上的幫助，2010 年在一項美「中」科技創新合作會議上，中國大



 10 

陸科技部長即表明「與美國合作是中共的首要任務」。對美國而言，早期美

國並沒有任何企圖要從中共方面取得科學技術，當時美國在科技方面遙遙領

先，他們對中共沒有太多設防，而且當年美國與中共合作主要的動機，在利

用與中共合作制衡蘇聯，並且希望把中共拉進國際社群當中，接受國際制度

的規範。 

  隨著中共科技能力的提升，美國當初的預期與假設也隨之轉變，例如在

奈米科技方面，美國有 5000 名科學家與中國大陸的 50 所大學、20 個科研單

位，以及 300 家大陸公司有合作關係，僅在此單一領域，中國大陸國家科技

基金即已支持 650 個研究計畫。 

  過去，美「中」關係中一向是以台灣問題、經貿、人權問題為主要議題，

科技交流並非最主要的項目，但近來在經貿與國家安全關係上，科技議題的

重要性不斷在提升。大陸已不再以作為「世界工廠」的身分而感到滿足，他

們自我定位，希望從「中國製造」的形象逐漸走向「中國創造」。大陸官方

在政策上鼓勵本土創新，希望減少對西方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依賴。中共對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比較不重視，也使中國大陸公司在短期內比較具有競爭優

勢。 

  自從 2010 年，美國 Google、 Nasdaq、 杜邦、強生、GE，以及 RSA 等

知名大公司，均傳出公司內部敏感技術遭駭客入侵。雖然不能清楚指出當中

到底有多少與中共有關，但實際的情況是，最近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被抓到竊取尖端科技晶片或導航設備，而且根據美國的內部研究發現，這些

大陸人竊取高科技資料的行為，背後多半是大陸科技研發機構或工業企業所

支持，和過去的「官方」支持有所差別，現在的問題來自大陸的「商人、學

生，以及學術界」。 

  科技全球化也使大陸改善國防科技能力變得更加有效率。在中國大陸，

運輸、通訊部門透過貿易或國際合作，使得他們的研發漸漸展現成果。2011

年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的一份報告也指出，美國的航太公司可能也

間接地協助了中共軍事現代化。 

      （四）結語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最重要的工作是能繼續保持經濟的創新能

力。美國需要開發更多軟體、發掘社會與文化上的優勢、推動跨領域的尖端

研發、找到新的巿場及消費者需求、在管理技術上不斷提升、提高對抗風險

的能力、鼓勵創新，以及吸納全球人才。 



 11 

  政府的角色是支持基礎研究，但面對當前政府嚴重赤字，政府對大型科

技研發計畫的支持常受到阻力，不論最終美國能有多少投入，但目標必須以

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優先。在預算緊縮的時代，科學家們在提出計畫

時也會傾向保守，常是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發展後續效益，而不是朝著全面

性創新去努力，因此，政府應該更多支持一些年輕科學家，讓一些更有原創

性的計畫有機會執行。 

  美國也必須面對大陸政府大力投入科技研究的行動，同時，美國應更加

重視雙方每兩年一度的高層會談，從中可以發現中共目前的發展重心及意

圖；此外，美國也要更拉攏其他國家的參與，以防範中共可能違背國際利益

的發展。尤其是，中共一向的做法是，為了達到國家目標，中共會集中全力

去執行，並且借助於國際合作的力量來達到目的，科技全球化對中共的發展

也是相對比較有利的。反觀，美國卻比較難整合國內的公私資源，因此美國

政府更需在財源有限的情況下，作更有智慧的科技研發選擇，以利因應科技

全球化的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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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組建天軍挑戰美國優勢地位     

       （一）前言  

    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日前發表，「二○一一年大陸航天白皮書」指

出，在未來五年，大陸將進行的太空主要任務包括：發射「神舟九號」、「神

舟十號」太空船，與已在軌道飛行的「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進行無人或

載人交會對接，發展太空實驗室、載人和貨運太空船，突破掌握太空人駐留

時間、太空維生系統，以及推進燃料補給等太空站關鍵技術等，為興建太空

站進行技術準備。法新社表示，大陸的航天發展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太空計

劃，而且是由共軍掌控，並與國際間的合作保持距離。雖然中共方面強調航

天工程只是為了和平目的，決不會謀求太空軍事化，但是美、俄、法等國專

家普遍認為，世界各國發展的軍事衛星、間諜衛星，甚至太空武器，都在使

用航天技術，中國大陸也不會例外。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大陸航天問題專家艾立信（Andrew Erickson）教授表示，

「大陸發射載人太空船、增加火箭推進能力，以及部署應用衛星等項目，是建構

航天大國的關鍵」；同時，《紐約時報》指出，大陸宣佈新的五年航天計劃，但美

國航天計劃預算卻在削減，現在甚至依靠俄羅斯向國際太空站運送太空人，「如

果中共穩步發展航天項目，並實現五年計劃目標，將可對美國航天領先地位構成

挑戰」；此外，艾立信教授亦強調，美國的航天計劃經常受到黨派政治和政府更

迭等因素的牽制，而這正是航天計劃的大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決定航天計

劃相對穩定，唯一需要克服的是技術障礙」。 

      （二）大陸組建天軍現況 

  大陸組建天軍是由戰略導彈部隊（二砲）負責，並以代號「九二一工程」為

執行單位。共軍在二○一一至二○一五年的「十二五規劃」期間，將進行一○○

次火箭發射、一○○顆衛星升空，並保持一○○顆衛星在軌道上穩定運行，所以

在近五年內，平均每年要實施二十次左右的航天發射活動。根據大陸航天科技集

團宇航部長趙小津指出，二○一一年世界航天發射數量以俄羅斯的 36 次稱冠、

大陸以 19 次排名第二，而美國為 18 次位居第三；此外，大陸的太空技術發展部

門，積極地與德國、俄羅斯、法國、意大利、英國、巴西等國，共同研發不同功

能的太空技術，包括比美國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更為精準的自主性「北

斗衛星」定位、導航、授時、短訊系統。這項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於二○一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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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向大陸境內及其週邊地區正式提供試運行服務。目前，北斗

衛星的信號已經覆蓋，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亞太大部份地區。根據大陸衛星導

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表示，大陸北斗衛星系統按照「三步走」的發展戰

略，第一步在二○○○年建成北斗衛星導航試驗系統，使大陸成為世界第三個擁

有自主衛星導航系統的國家；第二步是建設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二○一二年左

右形成覆蓋亞太部份地區的服務能力；第三步則是在二○二○年左右，建構北斗

衛星導航系統，形成全球覆蓋能力。屆時，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不僅可以增強，共

軍所屬彈導飛彈和巡弋飛彈的攻擊能力與準確度，甚至還可以擺脫美國衛星導航

系統的控制，並造成美國製的飛彈及需要美國衛星導航定位的武器，失去在國際

軍火市場的壟斷性與競爭力。 

  此外，大陸的太空科技研究院已經成功開發出「陸基型」和「太空基地型」

的雷射武器，用來打瞎敵國的人造衛星。由於大陸軍方已經能夠成功地把太空人

送到太空，並安全返回地球，一旦大陸的天軍能夠把人送上太空軌道上的太空

站，或者藉太空船在軌道上運行的時刻，親自操作已經部署在太空船或太空站上

的「雷射武器」，並對敵國的通訊衛星、雷達衛星、偵蒐衛星，或者導航衛星等，

進行直接的攻擊，而其所造成的殺傷力與攻擊效果，將遠遠超過地面上的「雷射

武器」。 

      （三）結語 

  整體而言，大陸的載人太空船發射成功、「神舟八號」太空船與「天宮一號」

目標發行器，兩度順利對接，以及各項「反衛星武器」的相繼露臉，已經顯示大

陸天軍的作戰能力，將會登上一個新的台階。這種天軍發展能量，進一步刺激美

國，積極從事於兩手的防範措施，一方面提升太空作戰能力的準備，包括發展

X-37B 和 X-47B 太空作戰飛機、近太空超高速精準武器（AHW），以及運用波音

747 載台的空中雷射攻擊機等。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指出，美國空軍正積

極研發部署太空戰機與雷射武器，以及運用全球快速攻擊計劃的「先進超高音速

武器」，使美國能夠快速的攻擊與干擾敵國，在地球軌道上的太空站與衛星，並

且在一個小時內，用傳統武器攻擊全球任何一個目標，還可以避免飛越第三國的

領空；另一方面則是強力要求歐盟，包括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

國家，禁止對中國大陸輸出先進的太空科技相關武器和技術，以延緩大陸方面在

太空軍事能力的發展。 

  不過，從客觀的形勢發展顯示，大陸軍方已經把組建太空作戰能力的天軍，

視為牽制美國在軍事科技上大幅領先優勢的「奇兵」，因此，其勢必會以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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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繼續推動天軍的發展。現階段，共軍運用太空科技發展的軍事能力項目

包括：（一）太空資訊戰；（二）太空反衛星戰，以雷射攻擊衛星或運用電磁波摧

毀衛星中的電子設備；（三）太空反飛彈武器；（四）運用太空武器攻擊地面、空

中或海面的重要軍事目標。現階段，共軍正積極規劃在二○一五年完成天軍的組

建部署，把太空科技與軍事力量結合起來，打造陸、海、空、天、電磁頻譜，以

及網路空間的六維兵力結構。至於歐盟國家是否能夠抗拒美國的壓力，解除對中

共的高科技武器和技術禁運措施，並協助大陸提升天軍戰力，則是另一個值得密

切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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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兩  岸  關  係 

 兩岸和平是亞太共同利益     

  今年伊始，兩岸領導人在元旦講話時，都強調了「和平」；和平，更是兩岸

人民的共同期盼。 

  三年多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順利；期盼未來四年，兩岸和平、台海穩定，

依然持續。 

      一、相關情況 

  １．今年元旦期間，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講話中兩度提及兩岸關係。他在

上月 31 日發表新年賀詞指出，「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繼續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增進兩岸同胞共同利益」。今年

元旦，胡錦濤在大陸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表示，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堅持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他說，「過去的一年裡，人民政協為實施十二五規劃、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

了重要貢獻」。 

  此外，胡錦濤在兩次講話中，都向包括台灣同胞在內者致以新年的祝福。 

  ２．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上月 28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堅持九二共識

是兩岸開展對話協商的必要前提，否認九二共識，兩岸協商的基礎就遭到破壞，

當然也就無法繼續下去。 

  楊毅說，兩岸和平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期盼，三年多來和平發展，給兩岸同胞

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兩岸同胞應當繼續共同努力，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

好態勢，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大家都不願意見到兩岸關係出現倒退，防

止、避免出現倒退或反覆。 

  針對蔡英文提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言論，楊毅認為這

是借殼上市的台獨主張；他表示，兩岸不管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是國與國

的關係，都同屬於一個國家。他重申不介入、不評論台灣選舉。 

  ３．綜觀近來連續舉行的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會，國民黨、民進黨兩岸政策

大不同，特別是馬英九和蔡英文看待九二共識，更是南轅北轍，各有堅持。 

  本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說，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他的「一中」是中

華民國，中國大陸主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識是雙方同意各自表述，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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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就暫時擱置，精力用在更迫切項目。馬英九指蔡的「台灣共識」，是迴避九二

共識的障眼法、愚民政策。 

  對於蔡不承認一中各表、九二共識，馬英九認為這就是打破台海和平穩定的

現狀，等於把台灣的前途變成俄羅斯輪盤，會把台海帶向一個高風險的不確定局

面。他說，面對歐債危機，如再容許蔡英文在兩岸關係當中製造衝突，歐債危機

加上兩岸關係倒退的雙重打擊，將是台灣不可承受之重。 

  至於蔡英文則維持其一貫堅持沒有九二共識立場，並稱 1992 年香港會談的

主事者都說沒有「九二共識」。她認為九二共識不等於一中各表，中共從來沒有

接受過，九二共識也不等於兩岸和平。 

  她對於 1992 年兩岸願意「擱置爭議、協商對話」的務實態度，抱持肯定看

法，但認為「九二共識」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確認。她重提「台灣共識」遵循民

主的程序，包容多數的意見，可以化解台灣內部的分歧，也可以在兩岸之間形成

正向、良性的循環。她主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目前

兩岸達成的各項協議，新政府將概括承受，不會片面改變」。 

      二、情況研析 

  １．總統大選本周六即將投票，選舉結果攸關兩岸和平、台海穩定。兩岸領

導人在元旦講話都強調「和平」，胡錦濤表達了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祝

願，而馬總統在「為下個世代點亮蠟燭」元旦祝詞中，強調下個一百年的台灣人

民，有權利期待一個和平而非戰亂的年代；展望未來，我們能不能為下個世代，

奠定和平、繁榮、和諧、進步的基礎。 

  回顧過去三年多的兩岸關係，可謂是 60 餘年來最好的一段時期，海基海協

兩會恢復協商，順利簽署 16 項協議並達成諸多共識，這些皆係馬總統第一任內

重要政績。   

  當前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政治基礎是九二共識，北京視為政策底線，即堅持

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對話協商必要前提，一旦否認九二共識，兩岸協商就無法繼

續。胡錦濤更明確表達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２．九二共識的形成，重要的是體現了雙方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

沒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兩岸間很難合作下去，馬總統說，彼此歧見擺一邊，

大家去做更重要的事情，這才是相互生存之道。 

  近來一些台灣企業家站出來力挺馬總統，支持九二共識。長榮集團總裁張榮

發表示，兩岸因有九二共識，才能有溝通、對話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兩岸

很難溝通，台灣經濟也會受影響。奇美實業董事長廖錦祥表示，兩岸好不容易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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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平，和大陸近幾年建立的穩健發展關係，要持續保持下去。遠東集團董事長

徐旭東說，九二共識是很清楚的事，若沒有，兩岸之間將沒有一個基本的基礎，

「那要怎麼談」？ 

  面對企業界公開支持九二共識的務實言論，蔡英文以「馬英九和財團、中國

一起壓迫台灣人民接受九二共識作為回應」，完全漠視兩岸和平攸關台灣生存與

發展。 

  稍後蔡英文在電視政見會中有關兩岸論述看似作出微調，諸如肯定 1992 年

兩岸願意「擱置爭議、協商對話」的務實態度、主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

民國就是台灣」，欲以內容空泛的台灣共識和大陸展開對話。然而蔡英文堅拒九

二共識，並主張一邊一國的立場鮮明，直接衝撞北京底線。 

  ３．在大選倒數階段，我國與日本簽署台日投資協議、開放天空協議，美國

AIT 則宣佈中華民國列入免簽候選國，充分顯示馬總統努力營造兩岸和平、台海

穩定，獲得國際肯定。 

  馬總統主政三年多來，兩岸關係顯著改善，台海不再是亞太地區衝突熱點，

施政成果符合整個區域與國際利益，讓中華民國蛻變成為和平締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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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  際  動  向 

一、大陸地緣戰略與外交應對措施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及世界各國對區域合作的重視，中共近年來極為

關切地緣戰略變動，一方面認為周邊不少國家對大陸的和平發展存有疑慮，尤其

是美國自 2009 年以來，不但在人民幣匯率、台灣、西藏等問題上挑戰大陸核心

利益，而且連結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包括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

澳洲、日、韓等國家對大陸進行圍堵，並在亞太形成以美國為首的雁行安全合作

架構。另方面，中共亦評估由於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東移，加之自身幅員規模及

綜合實力的上升，已在國際間產生一定影響力，使得部分新興國家、周邊國家認

同大陸的崛起，彼此間遂出現複雜的依存關係。雖然衝突、矛盾交錯，但致力穩

定合作的局面也是必須。鑑此，中共表示今後將超越傳統的對抗性的戰略思考，

以應對各種地緣政治變化挑戰。 

            (二)大陸地緣戰略選擇 

在世界權力東移背景下，大陸地緣戰略經營將集中亞太，蓋因世界前 10 個

人口大國亞太占有 8 個（印美日巴孟及印尼、大陸），5 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占

有 3 個（美俄中），9 個有核國占 6 個（美俄印巴朝中），全球 4 大經濟體占 3 個

（美日中），世界 10 支強大軍隊占 7 支（美俄日印韓朝中）。如何布局，中共提

出要「收攏拳頭、穩住重心、力戒目標太多、謹防拉長戰線、避免四面樹敵」，

具體作法包括： 

（1）建立周邊依托帶為重點。要維護「老東亞」核心圈，鞏固「10+1」、「10+3」，

並以此為基礎，穩步推動亞太多同心圓。 

（2）區分方向分流經營。中共認為目前 4 大戰略方向，北部與西北方相對

穩定，東南亞、東北亞、西部與西南方有不同程度混亂，如阿富汗、巴基斯坦、

泰國局勢呈現不安，吉爾吉斯改朝換代，朝鮮問題迄未解決，領土領海爭端暗潮

洶湧，軍備競賽方興未艾等。因此今後地緣戰略經營將朝東南亞、東北亞及大陸

西部方向集中，中亞、南亞直至波斯灣人口眾多，油氣資源豐富，已成為國際戰

略競爭重點地區，需投入更多力量。 

（3）處理好與周邊大國關係。其中對日戰略要著眼合作，記取歷史經驗，



 19 

但勿受其困擾，鼓勵日本「脫美入亞」。對印度、俄羅斯、澳洲、美國要採取開

放態度，諸如繼續支持「10+6」，幫助俄羅斯進一步開發遠東等，對美國在亞太

的特殊地位和對特殊利益的關切，要具體分析背景原因，避免採取直接挑戰姿

態，事事回應。 

（4）展開多領域多層次合作。積極推動以東亞為軸心的多層次、多樣式的

區域一體化進程，要由近而遠，由易而難，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東北亞一體化合

作、湄公河流域合作、「10+1」、「10+3」、「10+6」，以及「東亞共同體」、「亞太共

同體」、「亞太經合組織」等。在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要堅持開放態度，不搞

關門主義、鎖國政策，不謀求將美、俄、印、澳等排除在外。 

雖然大陸地緣戰略經營置重亞太，但並非表示忽視其他區域，特別是非洲、

拉美、中東等主要資源區，中共表示將持續加強經濟合作，並以資源開發合作為

主，涉及政治領域的戰略合作要保持低調。以歐洲為例，可預見因意識型態差異、

制度不同與大陸摩擦會增多，惟總體上是以議題摩擦為主，雙方真正發生戰略衝

突，成為戰略對手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共對歐戰略仍將以合作為主軸，尤其注

意與歐盟各大國的雙邊合作。 

此外，中共在制定 21 世紀地緣戰略指導思想，雖稱要擺脫運用權力政治、

海權、空權的傳統地緣政治觀，呼籲友好合作、共同繁榮，實則不等於其放棄必

要的戰略警惕，只是在軍事戰略安排上保持內斂，換言之既要有所準備，又要避

免張揚。主要在於中共認為必要的戰略警惕、戰略準備和充分的戰略能力，是超

越傳統地緣政治觀的前提條件和戰略保障，可以讓任何和平破壞者卻步。因此中

共經營亞太在軍事準備上，主張要保持必要的戰略反擊能力，包括核威懾力量；

要適當加強海空軍遠程空中打擊能力，以及陸軍部隊遠程投送能力；要面向東

南，增進面對瀕海帶的戰略打擊力量。 

      (三)大陸外交因應策略 

經略亞太，中共依據「分清主次、明確重點」展開布局，在外交工作方面圍

繞「同大國關係穩步發展，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維護周邊

地區穩定發展大局；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深入開展多邊外交」等目標

進行，但結果未如預期，癥結在於牽動國際形勢的大事，難事和急事層出不窮，

諸如：世界經濟復甦乏力，風險上升，部分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越演越烈，主要經

濟體增速下滑；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外部需求萎縮、內部通脹加劇等挑戰；全球各

種形勢的保護主義明顯增多；西亞北非地區國家關係出現新的分化組合，進入動

態與變革交織的不穩定期，巴以、伊核、阿富汗問題此起彼落，給地區和國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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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帶來新的衝擊。能源資源、網路安全、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更加突出，且突

發性、傳導性、聯動性顯著增強。值此，相對穩定具發展潛力的亞太在全球地位

上升，引起大國競相投入，而中共懍於各種反華敵對勢力將不時利用台灣、涉藏

問題對其進行干擾，有步驟地採取策略或表態，以因應挑戰，化解外部風險。概

括為： 

（１）加強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與國際社會一起支持有關國家克服經

濟金融困難，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配合「引進來」、「走出去」，

推動同歐亞、中東、拉美等能源資源，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大項目合作取得新進

展。在謀求自身發展同時，擴大進口，為各方提供市場空間和就業機會。 

（２）儘管受金融危機不利影響，但將繼續擴大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成

為大多數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以及越來越多國家的最大出口市場。將穩步

就落實「南海各方行動宣言」後續行動指針達成一致，妥善籌劃「中國-東盟海

上合作基金」的運用。 

（３）開拓公共人文外交，一方面充分藉各種媒介向海內外民眾，介紹大陸

內外政策與和平發展理念，另方面充分發揮駐外使領館的作用，繼續展開各類型

的人文交流活動，既增信釋疑又提升中國文化感染力。 

（４）徹底擺脫「我興你衰」、「零和遊戲」的冷戰思維，說明無意排擠美國

在亞太的建設性作用，不可能走殖民掠奪、侵略擴張、強化軍事同盟、進行軍備

競賽、動輒武力干預途徑，重申面對新的局勢變化，將用合作而非對抗思維處理

問題。 

（５）外交謀劃要兼顧眼前和長遠、局部和整體、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剛柔

相濟，有效應對「外交太軟」、「外交強硬」的輿論批評。行為表現即：該鬥爭的

要鬥爭、該周旋的要周旋，總之「智慧比拳頭重要」。鬥爭和妥協只是為實現外

交目標的選項和過程。 

      （四）結語 

地緣戰略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佔有重要理論地位和作用，雖然各國戰略學者解

釋各有不同，但卻也無法否定當世界主要經濟和實力出現調整，以及政治權力中

心移轉時，可據以更深入、更全面、更準確地認識全球局勢變化。進入 21 世紀，

中共為加速融入國際社會，爭取話語權，謀求國家利益，積極地緣戰略探討。如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乏戰略學者直指印度洋-太平洋將取代歐洲-大西洋，

成為世界經濟、政治中心，獲得大陸戰略學者相當認同，且可由日本、俄羅斯脫

離歐洲版塊回歸亞洲，歐巴馬政府多次強調「美國是太平洋國家」，宣稱「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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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政治、經濟支軸」得到證明。另 2010 年、2011 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 8％

左右，較歐元區、美同期分別高 6％、5％，也意味亞洲經濟實力優於歐美。鑑

此，中共作出「繼續把握戰略機遇期」的論斷，且聲稱「集中力量經略亞太」。

為展現和平發展，中共對美日及周邊國家將採更為開放態度，俾爭取戰略主動和

揮灑空間，但另方面對其「內斂式」的軍事威懾戰略思考和作為，仍應保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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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羅斯國會大選結果對其總統選舉影響 

         （一）前言 

  2011 年 12 月 4 日俄羅斯舉行第六屆的國會(杜馬)大選，5 日大選結果公布

後，莫斯科出現自 1991 年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國會大選舞弊

不公，要求重新舉行選舉。在這敏感時刻，普京於 12 月 7 日正式登記參加今年

3 月俄羅斯總統選舉，而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地隨即發生更大規模群眾示威遊

行，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京出馬競選總統。廿年前的 12 月 25 日宣布辭去

蘇聯總統職位，蘇聯隨之解體的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更出面呼籲俄羅斯總理普

京傾聽示威者的聲音，立即負責下台並放棄參選總統。戈巴契夫在接受莫斯科「回

聲」電台訪問時，奉勸普京要和他當年一樣主動下台，認為普京當了兩任總統、

一任總理已經功在國家，不戀棧權位還有名留青史的機會。此前，戈巴契夫一直

避免公開抨擊普京，現在顯然已按耐不住，甚至也主張國會應重新選舉。俄羅斯

國會大選結果對俄羅斯今年三月總統大選會產生何種衝擊影響，將是本文所要探

討的主題。 

      （二）俄羅斯國會大選的結果 

    第六屆俄羅斯國家杜馬大選，登記參選的政黨共有 7 個，分別為統一俄羅斯

黨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自由民主黨、俄羅斯愛國者黨、正義俄羅斯黨和右派

事務黨，國會大選結果如同 2007 年的國會選舉結果一般(見下表)，跨過 7%門檻

的政黨只有 4 個，但出乎意料的是，權力黨「統一俄羅斯黨」雖然獲得了 49.32%

的選票，卻遠低於 2007 年 64%的得票率。席次也從 2007 年的 315 席降至 238 席，

足足少了 77 席，這是 2000 年普京執政以來該黨遭遇的最大挫折。其餘得票率依

次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19.19%、正義俄羅斯黨 13.24%、自由民主黨 11.67%。依

俄羅斯現行國會選舉辦法須通過 7%門檻的政黨，依比例分配全部 450 席的不分

區政黨比例代表席次，這次包括俄羅斯民主聯盟「雅布羅柯」黨(3.43%)都沒有通

過此一門檻。 

俄羅斯第六屆(2011)杜馬政黨席位數與得票率(超過 7%門檻政黨) 

政黨 
席位數 得票率 

2007 年 2011 年 2007 年 2011 年 

統一俄羅斯黨 315 238 64.30% 49.32% 

俄羅斯共產黨 57 92 11.57% 19.19%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http://www.vybory.izbirkom.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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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俄羅斯黨 38 64 7.74% 13.24% 

自由民主黨 40 56 8.14% 11.67% 

      （三）國會大選後反政府抗議示威方興未艾  

    現任俄羅斯總理普京於 2011 年 9 月，在統一俄羅斯黨大會上就宣布將出馬

競選下屆俄羅斯總統，當時曾經引起俄羅斯國內與國際間一陣關切。12 月 5 日

國會大選結果公布後，7 日普京正式登記參加今年 3 月俄羅斯總統大選，旋即在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地，引發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京的遊行示威，

反對黨及觀察員指控這次大選有做票及舞弊嫌疑，並透過臉書(Facebook)和推特

(Twitter)串聯，同時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反對普京長達 12 年的執政，結果有 5 百

多名民眾遭警方拘捕。12 月 10 日在莫斯科市出現約 2.5 萬人大規模抗議活動，

12 月 24 日再次爆發新一輪反政府示威行動，有數萬名民眾走上莫斯科街頭，抗

議政府操縱選舉，要求重新舉行國會大選。事後警方估計遊行人數約有兩萬八千

人，但主辦單位估計有十二萬人參與抗議，是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最大規模的示

威活動。 

    其後，總統梅德維傑夫於 12 月 11 日晚間在其「facebook」個人網絡平臺上

表示，將進行政治改革，恢復地方首長選舉，並讓未來的選戰可以有更多競爭。

但抗議民眾要求重新舉辦國會大選，並懲罰舞弊的官員。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也公

開呼籲俄羅斯徹查選舉舞弊行為，俄羅斯外交部則警告美方言論可能破壞美俄關

係。而發起抗議的反對黨領袖雷日科夫(創立「人民自由黨」，也是俄羅斯電台「莫

斯科回聲」創辦人)更表示說，一月要召集百萬人走上街頭。 

      （四）對俄羅斯總統大選的影響 

  過去二十年俄羅斯經歷了全球化和網路資訊革命的洗禮，俄羅斯的社會正在

悄悄地快速變遷中。目前活躍在俄羅斯各地的反普京遊行之參與者，大多數是受

過良好教育、對網路與政治敏感的年輕人，這一點與阿拉伯之春有其相似之處。

但是如果說俄羅斯會因此爆發「莫斯科之春」，使俄羅斯再走回民主的道路，可

能言之過早，時機尚未成熟。主要因為俄羅斯的社會經濟問題，未達茉莉花革命

國家的危機程度，甚至可以說普京執政迄今，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展遠較蘇聯解

體前後十年要好。但從這次俄羅斯國會大選支持率下降結果顯示，俄國人民對俄

羅斯執政當局確實漸生不滿，對今年三月參與總統大選的普京而言可能是一警

訊，研究分析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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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普京民意支持率還維持在六成以上。「統一俄羅斯黨」的得票率雖然低於

50%，卻仍遠遠高於在野的俄羅斯共產黨之 19.19%。嚴格說，在國會中的政黨也

僅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反對黨，雖然自由民主黨在國家杜馬中常批評

政府的執政，但是對政府的反對意見都停留在口頭上，在重大問題的表決中卻總

是投票贊成總統提出的議案。況且，此次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正義俄羅斯黨」

的得票率超過自由民主黨，如將「統一俄羅斯黨」和「正義俄羅斯黨」的席次加

總，總席次也超過 60%以上，除了證明普京仍能繼續掌握國會外，更顯示他仍有

超過六成的支持率。 

  (２)俄羅斯選民期望有一強人領導國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曾一度邁向民

主政治體制之路，俄羅斯選民也已經親身經歷所謂的多黨制，以及民主政治所帶

來的參與感，但是接踵而來卻是各種負面的混亂社會和遲滯經濟，因此俄羅斯選

民對於民主的渴望度和期望值，是不同於阿拉伯國家的民眾，仍希望國家能有一

位強人出現，領導這個國家走上富強之路，這由支持普京政權的「正義俄羅斯黨」

的出現與得票率可證之。 

  (３)俄羅斯不存在實質之執政黨，只有總統支持之「權力黨」(Party of Power)。

「權力黨」是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出現的特有現象，它不是執政黨，而是受制於

總統，是執政者的支撐力量，支持執政者的決策，確保執政者權力的穩定，通過

其在議會中的議員代表使執政者的決策合法化，與此同時，「權力黨」也能從執

政當局分享國家資源，形成利益共生體，是普京競選總統強有力後盾。 

  (４)普京對街頭運動採取柔性策略，有利其個人形象。普京政府處理群眾抗

議運動不像利比亞、埃及等國家那樣大規模鎮壓示威遊行者。雖然選舉後大量的

士兵調入莫斯科市中心，但是政府強調這是定期輪換。雖然政府逮捕了一部分示

威者，但是只對有組織者進行了 15 天的拘留，且普京也保證只要在法律範圍內

遊行示威是可以允許的。此外，也可以發現參與俄羅斯的示威遊行者，無論是在

莫斯科、聖彼得堡或其他城市地方，多缺乏組織性或政黨的強力支持運作，更沒

有足以與普京抗衡的強人領導。 

  (５)生活是否改善是影響俄羅斯選民投票行為最主要因素。俄羅斯人民長年

住在冰天雪地氣候環境下，養成高度的忍難特性，從歷史上看幾乎都是因為生活

過不下去才被迫走上街頭。由俄羅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來看，2010 年底時，

俄羅斯的 GDP 因為國際油價高漲的因素，就已恢復到 4%的成長率，外匯存底也

持續增多，當前俄羅斯的社會經濟遠比蘇聯末期，以及 2000 年以前前總統葉爾

欽時期都好很多。因此迄至目前走上街頭的群眾尚屬少數，對普京競選總統影響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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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語 

  1991 年時，俄羅斯前總統葉爾欽以獨立候選人力搏蘇聯共產黨提名候選人，

而高票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到 1996 年競選連任時，因社會經濟持續低迷民調

聲望低落，第一輪初選未能過關，靠第三高票列別得支持，在二輪投票勉強當選。

2000 年時，普京經由文宣與形象塑造，只花半年即以一副民族救星黑馬之姿，第

一輪就高票當選總統。2004 年時普京聲望日正當中，不競而高票當選連任總統，

打破俄羅斯的選舉史紀錄。2008 年普京在總統大選前三個月，依恃其個人聲望，

才臨時推出名不見經傳的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出馬競選總統，第一輪就高票當

選，更寫下普京的世紀史。今年普京再穿戰袍復出競選總統，因迄今未見有任何

強力對手足與抗衡，各界咸認普京將可穩操勝劵。但是由過去俄羅斯歷次大選結

果顯示，民意像流水，起伏快速。這次俄羅斯國會大選「統一俄羅斯黨」未過半

的警訊，以及其後所發生反對普京的示威抗議浪潮，對普京能否在三月總統大選

第一輪就過關當選，變數仍多，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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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雙週報專供主席、副主席、中央常務委員、黨政首長、黨籍立

委，以及國內各界有關研究人員參考。 

二、 本雙週報提報中央常會後，登載於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

（WWW.KMT.ORG.TW）。 

三、 收件人職務、地址有異動時，請即通知本會更改或停止贈閱。 

四、 聯絡電話：（02）8772-8336。（中國國民黨大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