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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百年，約略可以區隔為建黨至建政30年（1921-1949）、毛澤東主政30年（1949-1976

），以及改革開放至今約40年。其中，第一階段是革命（革國民黨的命）、第二階段也是革命（

革右派、資產階級的命），世人只會追究其政治穩定問題，鮮少涉及人權。直到第三階段的改革

開放時代，中國成為以追求經濟成長及國家建設為目標的相對正常國家之後，在國際的關注下，

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才逐漸呈現於國際媒體的鎂光燈下。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包含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與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習近平等四

個時期，每個時期約10年。隨著中國政局及社會的發展，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訴求也跟著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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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是對政治異議者的人身自由、司法保障提出要求，後來逐漸關心中國媒體的新聞自由、

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非政府組織的結社自由，及異議者的政治自由等。到了晚近，最經常被提

出的問題，則包含宗教自由、涉及法輪功的器官移植問題、新疆再教育營問題，以及香港追求民

主問題。

宏觀地看，在鄧小平主政時期，及江澤民、胡錦濤接續掌權時期，由於經濟發展有求於國際，抱

持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因此，對於國際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中國都抱持「軟迎」心態。

截錄維基百科中的資料，中國官方面對國際關於人權問題的指責，最經常的說法，類如：

「中國高度重視促進和保護人權，堅持將人權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

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展，走出了

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再如：

「中國的人權事業正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但由於中國發展不充分和發展不平衡，中國大陸的人權

狀況還存在著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這些早期回應，可以歸納為兩個要點。其一，國情說，認為人權是一種演進中的觀念，當代的人

權觀念不同於前代，因此，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應該有不同的人權要求；此外，根據

每個國家不同的國情，也應該有不同的要求標準。其二，過渡階段說，認為人權要求與經濟發展

相適應，暗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將可以達到令人滿意的人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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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於中方的國情說、過渡階段說，西方的因應，一開始稱為「和平演變」（peaceful revolutio

n），後來發展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兩者意義相近，意謂透過不斷的、密切的、深

入的接觸，將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納入整個國際體系之後，中國將會逐步產生改變，最終將

與國際社會一致，抱持相同的普世價值。

因此，關於人權問題，透過彼此相互適應及妥協的觀點，中國與西方合作中有鬥爭、鬥爭中有合

作的狀態，維繫了30年，直到2012年習近平掌權，一切才發生改變。

首先改變的是中國的習近平政權。習近平強調「四個自信」，包含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意謂在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不再需要西方擔任「教師爺」的角色，不再歡迎西

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指指點點。而後，他在國情說、過渡階段說的基礎上，根據前人的說法發

揚光大，提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主張。

此一主張，在江澤民主政時期，1991年的中國第一份人權白皮書中即有所表述：

「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危害中國人民生存的，首

先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占人類總數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第一次真正

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生命安全獲得了根本保障。」

但原本是基本的、基礎的、出發點的生存權、發展權，到了習近平時代，國情說取代了過渡階段

說，生存發展權變成了中國人民關於人權問題的最終選擇，成為「中國特色」體系的一環。習近

平主政下，今年（2021年）六月間發表的中國第二份人權白皮書中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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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生存

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堅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

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

習近平主政下，生存權、發展權不只是「首要人權」，更重要的是另一句話：「沒有生存權、發

展權，其他一切人權皆無從談起」，這等於說，至少在現階段，中國仍在努力發展經濟的階段，

不會在意國際指責的「其他一切人權」。那麼，在習近平宣布中國已經踏入小康社會、完全解決

貧困問題之後呢？依據中共說法，除了生存權，還有發展權，而發展是沒有盡頭的，意謂中共當

政一天，就不會接受國際的人權指責。

對於中共的說法，原中國維權律師、現任

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全是基本人權，比

公民權利重要，「這種說法很有迷惑性」，彷彿一個人如果吃不飽、穿不暖，談選舉權是不切實

際的。但他說，從人權、法律、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成立，言論與信仰自

由、選舉權等，和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衝突。中共的宣傳故意將兩者對立起來，但放眼世界，保障

人的自由和創新的權利，反而有助於經濟發展。

面對習近平時代的政策轉向，尤其2018年中國宣布修改憲法，取消中國國家主席連選連任的限制

之後，美國認清了「交往政策」的失敗，包含人權問題在內，美國目前仍在摸索面對中國的政策

方向。此前，美方提出階段性的「競爭、合作、對抗」的主張，希望在包含人權領域相互對抗的

同時，不妨礙雙方在其它領域的競爭與合作，並希望建立起「護欄」，或劃出一條保護線，或設

立一種防護機制，防止對抗、競爭影響合作，但在七月的雙方外交高層會晤中，中方強硬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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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間與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會晤時，中國副外長謝鋒明言：「競爭、合

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它的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

語陷阱。此外，根據香港媒體引述消息，中方已經放棄與美國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理想。由此觀之，中國和國際社會或和美方，關於中國人權問

題的交手，已經進入無可討論、沒有互動、成為衝突重要因素的新時代。

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習近平除了在立場上更加堅定之外，手段上也更為嚴厲。習近平經常採取一

網

打盡

、一勞永

逸的手法，例如「7

09案」，對於中國繼民主異議人士之後

而起的維權運動，2015

年7月9日起，中國政府展開跨省約談與拘捕手段，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及事務所人員、維權人

士等被牽連。

此外，更有「廈門聚會案」，2019年12月間，多名來自全中國各地的異議人士在廈門舉行私人聚

會，卻遭到大抓捕，

當中包括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和人權律師丁家喜等人，都在聚會後相繼遭到拘禁。

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網路防火牆、器官移植、宗教信仰自由等，雖然中國官方態

度及手段強硬如昔，但近年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點，已經逐漸轉移到新疆和香港，其中，

中共在新疆採取的「再教育營」等手段，已經被部分國際人士提升到了「種族滅絕」的高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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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繁華的香港，讓國際見識到了一個法治、自由的社會，在中共的管理下，如何淪落到人民出

逃的境地。

新疆問題，原是民族問題，而如何處理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中國歷史上不乏各種嘗試，

始終沒有圓滿解決方式。中共治理新疆，一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防止分離為中心」

之間循環，前者重在發展經濟、後者重在打壓抗議者。

新疆在2009年發生「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事件中的新疆維吾爾人和當地漢人相互砍殺，最終，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造成197人死亡，其中多數是漢人，另有1,721人受傷，以及大量車輛、建築

物被焚毀。於是，中共換下當時的新疆自治區區委書記王樂泉，由當時的中共政壇新星張春賢接

替，張春賢採取「柔性治疆」的辦法。

根據中國官方資料，張春賢治疆期間，新疆經濟增長顯著加速，生產總值在2014年突破9,000億

元人民幣，經濟增速進入全中國第10名，但經濟增長並沒有打消新疆維族人的分裂意識，意外在

2014年接連發生。

當年3月1日，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恐怖攻擊案，造成29人罹難、140人受傷，中共認定這是維吾

爾分離分子主義者企圖組織恐怖活動。4月30日，就在習近平視察新疆的最後一天，發生「烏魯

木齊市火車南站自殺式攻擊案」，造成3人死亡、4人重傷，中共查明為恐怖襲擊。

據媒體報導，習近平當時就指示，

「必須深刻認識新疆分裂和反分裂爭鬥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反暴力恐怖鬥爭一刻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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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但維族的分裂活動並沒有因為

習近平的講話而停息，當年5月21日，烏魯木齊市場再爆發恐怖攻擊事件，致43人死亡、94人受

傷。

習近平震怒下，張春賢的「柔性治疆」終於走到末路，新任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在2016年上任，

對新疆採取強硬治理手段，目前引起國際議論的「再教育營」問題於焉產生，中共治疆的民族問

題，發展成為人權問題，以至於「種族滅絕」問題。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2018年發布消息，證明中國自2017年4月起，在新疆至少囚禁了10

0萬名維族人，另有200萬人被關入「再教育營」，接受政治教育。之後的消息，包括這些名為職

業訓練基地的「再教育營」建築照片，以及遍布南疆各地「再教育營」的衛星照片，更有逃出維

人的親口證詞等，而各家媒體報導的關押人數，在100萬至300萬中間不等。

中共方對這些報導的反應，初始完全否認，其後辯解這些「再教育營」實為職業訓練基地，再後

來，甚至有中國官員公開表示，所有這些學員都已經結業回家，但國際媒體後續的報導顯示，並

沒有，再教育營仍存在，而中國官方自此即不再多做辯解，反指西方政府及媒體陰謀破壞。

另有報導稱，發現一車車的維族人被載運前往中國各地工廠。集中新疆勞工前往各地工廠任職，

本是中共對新疆的長期政策作為，基於以上報導可以判斷：主要在騷亂事件屢屢發生的南疆地區

，中共安排大量武警、解放軍四處巡邏，路上安置滿滿的攝影機，甚至還安排官員輪流到維族家

中居住，就近監視，凡被認定有罪者則關入監獄，懷疑行為可能不檢者，就送進再教育營，訓練

期滿則集體安排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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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長期為維吾爾等民族聚居地，在中共發動「生產建設兵團」進入開發之後，漢人數量急劇增

加。根據2020年的統計，新疆全區常住人口2,585萬人，其中漢人1,092萬、維族1,162萬。關押1

00萬、再教育200萬，並持續監視著另外800萬維族人，這是如何龐大的維穩工程！但根據一名長

期研究「維穩」的中國專家私下告知，這是一個實驗，實驗結果證明可行，而以中共目前的維穩

能力，足以因應3個新疆。

新疆經驗證明不是衣食足就可以放棄人權，但中共仍堅持著馬列主義的教條，認為經濟問題是一

切的基礎，並用此來解釋香港發生的情況，認為香港2019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完全是港府

無能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導致年輕人在失去生活希望下迷失了方向。

因此，在2020年發布港區國安法之後，中共一方面堵絕了年輕人的街頭運動，另方面透過選制的

改變，對「愛國者治港」的強調，堵絕了泛民主派的議會抗議路線，意圖在社會穩定之後求發展

，透過讓香港與廣東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大灣區計劃」，改善香港的社會經濟，徹底解決1997年

香港主權轉移以來的社會不安。

除了人權問題，新疆問題涉及的是民族問題，香港問題涉及的則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但最終

，都和中共政權的存續相關。中共給予香港的承諾，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港人自1997年主權轉移之後，就期待著有朝一日的「雙普選」，包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特首）的普選，以及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但中共方面一再拖延，最終釀成「反送中」抗議事件。

從香港的角度看，中共一再食言，原先承諾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最終，「一國」的意義

壓過「兩制」，中共黨國色彩的政治氛圍逐漸漫入香港；原先承諾的「港人治港」，遭到扭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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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而在愛國幾乎等於愛黨的情況下，香港人的政治參與路途完全遭到封殺；此外

，中共原先承諾的「高度自治」，北京也轉而解釋，北京擁有最高權，香港擁有的只是被賦予之

權。最終，中共的承諾，對香港人來說，已經全面破產。

從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存在的問題，除前述的社會經濟問題之外，還有一個「解殖」的問題。許

多研究香港問題的北京專家對香港的情況感到不滿，認為香港長期處在國家認同的真空狀態、香

港社會與祖國母體長期溝通不良、香港政治文化長期妖魔化中國政治母體，以及香港人對中國社

會的整體性歧視和排斥。北京專家們認為，這是香港尚未解除長期接受殖民統治的影響，也就是

「解殖」問題。

在這樣的各自立場下，值此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不但已經建立起與國際社

會相左的人權理念，並對國內所有異議聲音採取強力鎮壓的作為，在如今新疆維族繼續遭受關押

、香港情勢每日探底的情況下，中國的人權景況，看不到一絲樂觀的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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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0 / 10

Phoca PDF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