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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自由民主燈塔，是大陸政改的良好示範，自是關心大陸的民主發展，臺灣不應置身事外。

中共當前「政改」的困境與希望中共當前「政改」的困境與希望

◎ 莊國平

　　今（2012）年９月2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第15屆歐「中」峰會，代表北京出席的中共總理溫家寶以「即將歸隱山林」形容自己，並再次提及中

國大陸的政改，強調中共必須堅持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讓每個中國人都擁有自由與平等的權利」。就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中共始終沒有放棄對

臺動武，在此一前提下，我們當然樂見大陸能真正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這是讓臺海遠離戰爭、達致和平的重要一步。國人必須有所體認，關心大陸

的民主發展，臺灣不應置身事外。同為華人社會，促進大陸政治改革，臺灣可為典範，此所以馬總統多年來持續對大陸民主發展表達關懷之意。對大

陸民眾而言，民主社會必然為其終極目標，大陸人民對民主體制的嚮往，對臺灣來說都是優勢，這是有效爭取大陸民心的關鍵。

溫家寶政改論 恐難付諸實現溫家寶政改論 恐難付諸實現

　　最近幾年來，溫家寶常在公開場合提及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９月初，溫家寶在天津出席達沃斯論壇時表示：「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動力，不

能後退半步。」非僅如此，９月14日溫家寶又在北京清華大學表示：「政改」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定不移推動」的事業。溫家寶數度

公開表示中共應該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以打擊貪腐勢力，維護經濟改革成果；甚至在中共黨內多次嘗試為平反「六四」發聲。西方媒體認為，溫家寶

表面上多次提及重視「文革」所造成的傷害，實際上，則暗示對「六四」也應持相同做法；此類發言引發海內外的高度重視。在中共封閉的政治體制

和保守的統治集團當中，溫家寶近年罕見地公開倡言中共必須政改的表現，使其成為海外民運人士及大陸內部開明派知識分子之寄望，期待溫家寶能

夠成為推動大陸政治改革的推手；但依照中共現行的政治體制，這種想法未免過於一廂情願。

　　從目前中共的派系形勢及其發展重心來看，目前北京高層並未有大幅度推動政治改革的規劃和構想；這可從此次溫氏在歐盟的政改倡議被海外媒

體揭露之後，中共官方「人民日報」竟隻字未提，僅將溫氏訪歐行程以「程序稿」方式處理看出。可想而知，溫家寶雖貴為中共「國務總理」，但在

政治運作的實務上，縱使心想「政改」卻未必能付諸具體行動。事實上，若檢視中共向來高談「自由民主」的歷史可知，即將換屆退休的溫家寶「政

改論」，「場面話」大於實務，影響有限。

政權缺乏監督 貪腐引發民怨政權缺乏監督 貪腐引發民怨

　　中共在大陸「建政」超過60年，地方黨官貪腐成風、民怨四起、上訪不斷，社會發展嚴重失衡，「中央」只能極力「維穩」粉飾太平；中共政權

如何被監督？何時被監督？事實上，在中共竊取大陸政權前，中共頭子毛澤東就經常在共產黨刊物上對我中央政府提出呼籲，在《新華日報四十年代

社論集》一書，每篇社論標題幾乎都有「民主」二字，如〈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 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

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及〈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等。然而中共在1949年武裝奪權之後，不但沒有真正推行過民

主制度，反而極力貫徹一黨專政；曾一再向外國人高倡民主自由的毛澤東，更發動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從毛澤東「說一套，做一套」的行事風

格到中共當前的政治體制，其積弊之深，早已成為大陸整體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也是為何溫家寶一再強調「政改」是非走不可的路，可見得中共領導

高層也意識到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舉例而言，根據中共「憲法」，「全國人大」才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也是大陸的立法機關，有權修改「憲法」和制定法律。但實際上，中共

「人大」並非像西方國家議會制度下的獨立立法機構，因為超過七成的人大代表以及幾乎所有主要部門的負責人都是中共黨員，如此才能將「黨的意

志」落實到「人大」之中。因此，「人大」要發揮獨立議政甚至像國會監督的功能，對中共而言根本是天方夜譚。北京當局必須正視的是，當政改的

一再推遲，將使得「維權」與「維穩」的衝突更為尖銳，所蓄積大量政治與社會波動的動能，正是中共當局追求「穩定壓倒一切」的難題。

　　即將接班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中心習近平向來低調不表達己見，未嘗聽聞其公開主張中共應進行政治改革；最近與大陸改革派人士胡德平（已故總

書記胡耀邦之子）會面時，習氏認為中共「必須注入新的活力進行改革」，但他仍強調「當務之急是先解決黨內違紀與貪污問題」。由於中共自毛、

鄧以後已無集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因此習近平縱使在未來可預見地接下「三位一體」的領導職務，也萬無可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中共的政權結構。

此外，「十八大」後領導人之換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考量下，政治改革的呼聲將會繼續遭到壓抑，從而使大陸仍然處於經改開放與政改怯步的

反向拉力中，經濟利益分配的矛盾將繼續深化成為社會階層對立的矛盾，此困境是否引發中共轉移執政失敗的壓力，進而「對外發展」製造事端，不

容忽視。

關心大陸政改 確保兩岸和諧關心大陸政改 確保兩岸和諧

　　美國知名學者道爾（Robert A. Dahl）曾研究指出，二戰以後，自1945至1989年間，世界上共發生了34場正式戰爭，但屬於民主國家間的戰爭可說微

乎其微，因此認為只有民主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若將此論推移至兩岸關係，須知大陸軍力撗張已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我們在盡全力建軍備戰的同

時，更應理解：大陸改善人權和政治民主化是國家安全與兩岸和諧的重要因素。

　　總之，要創造兩岸關係的長期穩定，我們就必須關心13億大陸人民的人權，幫助大陸走向民主化，這不僅是因為我方對人權與民主的信仰，更是

為了臺海的和平。馬總統曾揭示臺灣為自由民主燈塔，希望臺灣的民主政治能對大陸政治改革有一個良好的示範效應。吾人深信，中華民國堅持民主

改革，建立四海華人之民主政治典範，來日必能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發揮正面而積極的效應。

（作者為國防大學副講座）（作者為國防大學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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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島由1,390個大小島嶼組成，背靠全中國經濟最繁盛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最著名的名勝首推佛教聖地普陀山。

千島之城舟山行千島之城舟山行

◎凌順康

　　８月下旬，一個偶然的機會，造訪了嚮往多年的舟山群島。

　　傍晚，從廈門搭乘直飛舟山的班機，兩個小時後抵達舟山上空。隔著機窗玻璃朝下俯瞰，成群的大小島嶼散落在漆黑的海面上，有些島上燈火璀

璨，有些卻闃暗無光；海面上散布著點點漁火，多如夏夜的繁星一般，好一幅寧靜平和的景象！

　　很難想像，這裡曾是明朝中葉倭寇盤據的巢穴，也是南明抗清和清末兩次中英鴉片戰爭的古戰場；民國39年５月，國民黨14萬多軍民也是在這裡揮

別故土，退守臺灣…。

　　舟山群島位於浙江東海長江口與杭州灣的交匯處，為大陸海岸線的中心，由1,390個大小島嶼組成，有人居住的僅140個島嶼，其中以舟山島502平方

公里最大，是目前中國大陸僅次於海南、崇明的第三大島。

　　過去舟山是省轄城市，轄定海、普陀、岱山、嵊泗２區２縣，以定海區為市政府所在。去（2011）年６月30日中共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浙江舟山群

島新區，是大陸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和重慶兩江之後第４個國家級新區，也是第一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開發的區域。

　　舟山過去受限於海洋阻隔，交通不便，不像其他大陸沿海城市那般發展迅速。2009年12月舟山跨海大橋通車，與寧波環城高速公路及杭州灣大橋銜

接；交通便利之後，迅速帶動當地的建設和經濟發展，但同時也使得房價、物價飛漲，目前舟山的物價是全大陸排名第４，居民的生活似乎也不大好

過。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舟山背靠全中國經濟最繁盛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北與上海、南與寧波等大城市隔海相望，東臨東海面朝太平洋，自古就是中

西海上交通與貿易的必經之處，自然成為中國重要的海上門戶。據史籍記載，早在春秋時代，舟山就屬越國領土；秦始皇時，方士徐福奉命在東南沿

海尋找不老藥，認定舟山群島中的岱山島為「蓬萊島」，後來並由此東渡日本。唐宋時代海上貿易興起，舟山是當時對外貿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明州港

的出海口，來自日本、韓國的使臣多以此為進出內地的口岸。宋元時代隨著海上貿易日盛，舟山經濟也日益繁榮。明清時期有一段時間因倭寇和海盜

猖獗，朝廷實施海禁，這裡曾一度沒落，但解除海禁之後，隨即又迅速繁榮起來。

　　定海是舟山群島最早開發之地，早在唐代就設置了翁山縣；清康熙年間明鄭的反抗勢力平定後，清廷將其改名為「定海」，取「海定則波平」之

意。1839年６月林則徐在虎門銷燬沒收的英商鴉片後，英國決定向中國宣戰，第一個侵略的目標便是定海。1840年７月４日英軍第一次佔領定海，次年

清軍的定海總兵葛雲飛、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將之收復，並加構工事嚴加防守。同年９月英軍再度來犯，血戰五畫夜之後終因雙方軍力

懸殊，10月１日定海再度陷落，三位總兵以下的5,800名將士全部殉國。

 

　　在城西當年戰鬥最慘烈的竹山和曉峰嶺，現已闢為「定海鴉片戰爭遺址公園」，其中英軍最先入侵之地「曉峰嶺」，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

館」，展示有關的歷史文物；而竹山頂上的「定海三總兵紀念廣場」立有「三忠祠」，祠內正堂供奉著三總兵塑像，廂房內陳列著畫像、年譜、墓誌

銘和清帝的御題詞等。這裡也是定海最高處，在此憑欄遠眺，周遭景物盡收眼底。昔日的古戰場硝煙早散、兵燹已遠，留給後人的是無限的緬懷與追

思。

　　舟山最著名的名勝首推佛教聖地普陀山。普陀山是一座面積僅12.93平方公里的小島，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自古即有「海天佛國」之稱，也是中

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該觀音道場始建於唐咸通４年（西元863年），以後歷朝歷代皆有興廢，鼎盛時曾號稱有「五百叢林，三千僧眾」。然而，在十

年文革期間，這裡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像盡遭毀壞，僧眾被迫還俗；現今所有的一切都是後來修復的。

　　目前普陀山主要有普濟、法雨和慧濟三座大寺，以及大乘、梅福、紫竹林等三十餘座禪院，其中以總高33公尺的「南海觀音」露天銅像最具特

色。據說1997年10月30日舉行落成開光法會的那天，天空原本烏雲密布、風雨欲來，待宣布開光之際，銅像上方的雲層突然出現一個大窟窿，從中透出

柔和似月的陽光，現場五千餘名信眾目睹這番奇景，無不嘖嘖稱奇，成為當地僧眾向訪客解說時津津樂道的話題。

/mojnbi.php?pg=d2/10111/1-0.htm
/mojnbi.php?pg=d2/10111/2-0.htm
/mojnbi.php?pg=d2/10111/3-0.htm
/mojnbi.php?pg=d2/10111/4-0.htm
/mojnbi.php?pg=d2/10111/5-0.htm
/mojnbi.php?pg=d2/10111/6-0.htm
/mojnbi.php?pg=d2/10111/7-0.htm
/mojnbi.php?pg=d2/10111/8-0.htm
/mojnbi.php?pg=d2/10111/9-0.htm
/mojnbi.php?pg=d2/10111/10-0.htm
/mojnbi.php?pg=d2/10111/11-0.htm


　　位於海邊潮音洞的「不肯去觀音院」，是當年普陀山開基的觀世音佛像登岸之處，也是現今遊客必到的景點。相傳唐朝咸通年間，有一位名叫

「慧鍔」的日本和尚從山西五臺山請了一座香木雕的觀音佛像，預備迎回日本供奉；他在明州靈江口登船，駛到普陀山附近突然天氣轉壞，於是停船

於海灣內避風浪；接下來一連數日，船隻每次啟航不久即遇強風巨浪而退回，慧鍔意識到可能是觀音大士不肯去日本，於是捧著佛像登岸建寺供奉，

即為「不肯去觀音院」的由來。

　　遊客乘船至普陀山島，登岸之前就得買門票，門票價位隨淡旺季浮動，在人

民幣140到200元之間，價格不低，且參觀個別的寺院還得另外購票。以近年遊客

平均１年550萬人次計，的確是筆不少的收入，可說是當地政府一棵重要的「搖

錢樹」。

　　舟山島南側的「桃花島」，近年也開發為新興的旅遊區，原先係因島上盛產

一種「桃花石」而得名，後因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主人翁黃藥師父女居

住於此而聞名天下。島上有連綿的金沙灘、奇石景觀和古寺廟；近年仿小說中

「桃花山莊」的格局修建了「桃花寨」，居室皆以小說人物命名，其建築樓臺水

榭、雕樑畫棟，古樸典雅，頗為不俗。

　　舟山海域是中國最大的漁場，出產魚類達三百多種，其中，沈家門漁港更是

世界三大漁港之一。沿著港邊設置的一整列海鮮排檔相當有名，黃昏之後食客群

集，人聲鼎沸，十分熱鬧。近年大陸物價高漲，在此吃海鮮並不便宜，但好處是

海鮮種類多又新鮮，且當地政府訂有各種海鮮價格最高上限，不會發生像在海南

三亞食客被「痛宰」的情形，因此普遍受到歡迎。

　　臺灣民眾前往舟山除了返鄉探親的老人外，多是到普陀山朝聖的香客，從寧波過來車程約兩個多小時，另外廈門也有直飛舟山的班機，交通十分

方便。到普陀山最好避免在農曆春節和「十一」連續假期前往，此時不僅門票和食、宿最貴，而且景區內萬頭鑽動、水泄不通，旅遊品質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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