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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六二五講話」意涵分析 

An Analysis of Hu’s Speech on June 25, 2007 

劉文斌（Liu, Wen-Bin） 

本刊特約研究員；輔大、醒吾兼任助理教授 

摘  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 2007 年 6 月 25 日在中央黨校向中共高階

幹部的一場演講，被外界視為是中共統一全黨認識、為十七大動員思想

的重要舉動；依據 2002 年 3 月 31 日，江澤民於在中共中央黨校所做的

講話內容後轉變成十六大政治報告基礎的經驗，胡錦濤講話內容，就成

為研究中共十七大及其往後 5 年可能發展的重要事件。 
檢視胡錦濤 6 月 25 日的講話內容，中共進一步變革似乎已成定局，

本文是依據胡錦濤 6 月 25 日講話內容所做對於中共未來 5 年發展可能方

向的研究。 
 

關鍵詞：六二五講話、十七大、社會主義初階論、科學發展觀 

 

壹、前  言 

中共即將於今（2007）年秋天舉辦眾所矚目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依

據中共現有的政治體制，中共十七大的召開將決定中共往後 5 年的領導幹部，

同時因黨領導幹部的決定，也為明（2008）年初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決定政

府領域的領導幹部訂出基調，因此，十七大不僅決定未來 5 年中共黨、政領導

幹部的人選，中共領導人也將對過去 5 年工作進行檢討，並對未來 5 年工作提

出規劃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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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於重大政策的制訂，向來有事先醞釀、「觀風向」的慣例：領導人

將重要議案雛形先行公布，讓全國各種勢力探討、折衝後，再決定是否採行。

依據中共現行黨章總綱規定，黨的建設必須堅決實現以下四項基本要求：第

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第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第三，

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四，堅持民主集中制。其中，民主集中制是民主

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發揮

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

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1

中國共產黨黨章在第 2 章「黨的組織制度」第 10 條進一步提出「民主集中

制」的原則是：「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

組織」、「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及時解決他們

提出的問題」、「上下級組織之間要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和互相監督。黨的各級

組織要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瞭解和參與」等六個原則， 2使得中共在進

行重要政策制定時經由醞釀、協商形式，以更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則，幾乎成為

「法定」程序，「觀風向」式的釋放重大決策訊息，已成為維護黨的團結形象

的重要手段，縱使在中共下級服從上級、黨員服從黨組的結構影響下，使得最

終決策非領導階層外之一般黨員所能置喙，但重要決策的提出，仍必須以醞

釀、協商、「觀風向」的過程突顯民主集中制的存在，才能符合身為共產黨員

的行為要求。依據過去經驗，在十六大前的 2002 年 5 月 31 日，江澤民曾率政

治局高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簡稱「五三一講

話」），並以組織全國學習講話作為接續活動，讓江澤民所提「三個代表」在全

黨成為共識，並在十六大上被寫入黨章，事後證明，「五三一講話」實際上是

闡述十六大政治報告涉及的重大問題。 3而江澤民的「五三一講話」就成了中

共十六大政治報告的事先醞釀、協商與「觀風向」作為。 

十七大召開在即的 2006 年 6 月 25 日，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也在中共中央

黨校，面對涵蓋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委

                                                   
1 「中國共產黨章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8/content_633225_1.htm。 
2 「中國共產黨章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8/content_633225_3.htm。 
3 魏藍，「『六二五』講話為十七大定調」，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6/26/ZM-
757445.htm。 

 23

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6/26/ZM-757445.htm
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6/26/ZM-757445.htm


第 5 卷第 9 期 展望與探索  

員和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中紀委常委，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

央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軍隊各大單位和武警部隊的主要負責人，發表一場

重要講話，這一集會被認為是中共各省及黨委交流調整與十七大組織基本完成

後召開的一次「中央全會預備會議」。也因此，胡錦濤在 6 月 25 日在中央黨校

的講話，就被外界視為是統一全黨認識、為十七大做出思想動員的重要舉動，
4更是十七大的重要醞釀與部署。 

若依據江澤民以「五三一講話」作為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藍本模式，則胡錦

濤「六二五講話」內容，也將透露出中共十七大後未來 5 年的施政方向，這使

得胡錦濤 6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成為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值得加

以研析的重要標的。 

貳、「六二五講話」背景與重要內容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

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等人陪同下， 5於 6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

級幹部進修班發表講話，至今雖已數十天，但仍未見完整全文公布。惟依據中

共中央黨校官方網站對外公布的胡錦濤講話內容重點有： 6

一、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

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

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

民團結奮鬥的旗幟。 

                                                   
4 「胡錦濤破題中國政改模式」，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9/9/1/10039911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399113。 
5 中央黨校，http://www.ccps.gov.cn/參與胡錦濤講話會的重要幹部尚有：王樂泉、王兆國、回良玉、

劉淇、劉雲山、吳儀、張立昌、張德江、周永康、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王剛、徐

才厚、何勇、李鐵映、司馬義‧艾買提、顧秀蓮、熱地、盛華仁、路甬祥、烏雲其木格、唐家璿、華建

敏、陳至立、肖揚、賈春旺、王忠禹、廖暉、劉延東、李貴鮮、張思卿、白立忱、郝建秀、陳奎元、阿不

來提‧阿不都熱西提、徐匡迪、李兆焯，中央軍委委員梁光烈、李繼耐、廖錫龍、陳炳德、喬清晨、靖志

遠。及黨的十六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常委，各省、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

要負責人，中央和國家機關以及人民團體有關單位主要負責人，軍隊各大單位和武警部隊主要負責人，中

央黨校省部級幹部進修班學員。 
6 中央黨校，http://www.ccp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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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

的必然要求，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

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到 2020 年的奮鬥目標。 

四、全面把握我國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認真總結我們黨治

國理政的實踐經驗，科學制定適應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

針。 

五、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

路。 

六、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必須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

情，認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基本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重

要性、長期性、艱鉅性。 

七、必須科學分析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 

八、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

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

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九、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

本路線。 

十、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

度，……。要深化財稅、金融、計畫體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

控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十一、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不斷推進社

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繼續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健全民主制

度，豐富民主形式……；發展基層民主……；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

略，……；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十二、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

求的需要，是全面實施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 

十三、加強社會建設，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 

十四、我們黨要帶領人民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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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關鍵是要抓好黨的自身建設。 

十五、各級黨委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把反

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對於胡錦濤的談話，負責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於 7 月 4 日至 7 日在吉林調研時強調，學習貫徹胡錦濤在

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宣傳思想戰線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在深入學習、

吃透精神的基礎上全面準確地做好宣傳工作，推動講話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另

一方面要結合實際認真抓好貫徹落實，推動宣傳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設開創新局

面，為黨的十七大召開營造良好思想輿論氛圍； 7另負責組織發展與動員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在浙江就加強基層黨建工作進行調研時強調，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學習胡

錦濤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領會講話的精神實質和思想內涵，以講話精神為指

導做好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經常性工作，切實加強黨員的教育管理，努力造

就高素質的黨員隊伍。 8並實際發動各地、各級黨組織進行「學習」，如： 9

一、黑龍江省紀委召開常委中心組學習會。 

二、安徽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組織學習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 

三、湖南省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題學習討論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 

四、青海省紀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專題學習討論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 

五、貴州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組織學習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 

六、陝西省紀委常委會召開專題會議，學習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 

七、甘肅省紀委召開委廳機關和省委巡視機構理論學習中心組，擴大會

議，專題學習胡錦濤重要講話。 

八、江西省紀委常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擴大會議，專題學習胡錦濤重要

講話。 

                                                   
7 「劉雲山：深入學習宣傳貫徹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中青網， 

http://www.youth.cn/xw/szxw/200707/t20070709_558533.htm。 
8 「賀國強在浙江調研強調認真學習胡錦濤講話精神」，浙江新聞， 

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7/07/02/008573049.shtml。 
9 「中國共產黨新聞：地方黨員幹部認真學習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0/5969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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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統戰對象的各民主黨派，也在北京集會學習， 10中共解放軍委副主

席郭伯雄，也於 7 月中旬在蘭州戰區部隊調研時，公開要求解放軍學習胡錦濤

「六二五講話」， 11使中共發動的各階層學習，一時之間鋪天蓋地而起。 

外界將胡錦濤的「六二五講話」及其後續宣傳、學習作為，視為係中共為

十七大的召開，展開「醞釀、協商」的鋪路工作，更為十七大路線定調，依據

過去的經驗，這種觀點應該可被接受。 12

參、「六二五講話」的意涵 

有中共學者除認為胡錦濤「六二五講話」是為中共十七大定調，明確闡述

中共未來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十七大奠定政治、思想和理論基礎

外，同時認為胡錦濤在講話中，否定了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視為民主社會

主義的觀點，等於是向世人宣告「未來中國既不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更不走

資本主義道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13表明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是胡錦濤主政的基礎，絕不會被其他路線所取代，也為近日對於胡

錦濤的執政路線可能改變爭論提出一種看法，但不論胡錦濤的路線是具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代之以其他主義的爭辯，都必須回歸胡錦濤所主張的發展

內涵，才能釐清未來 5 年中共的發展方向，因此，對胡錦濤「六二五講話」內

容直接加以分析，就有其必要。 

若將胡錦濤講話內容加以分類，並以圖像表現，可得到如下的印象： 
 

                                                   
10 「各民主黨派中央、中國工商聯、無黨派人士認真學習胡錦濤總書記講話，表示要進一步凝聚各界

智慧和力量，共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newscenter/benwang/80200707020007.htm。 

11 「郭伯雄力推 625 講話：軍方表態效忠胡錦濤」，多維新聞網，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7_18_20_42_12_240.html。 

12 聯合報，臺北，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27 日，第A18 版。 
13 中央社，臺北，http://news.yam.com/cna/china/200707/20070705450860.html，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

主任謝春濤就抱持這種觀點。 

 27

http://news.yam.com/cna/china/200707/20070705450860.html


第 5 卷第 9 期 展望與探索  

圖 1 胡錦濤六二五講話層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胡錦濤講話歸類的脈絡中，可以發現其內容具有如下特點： 

一、以鄧小平及「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 

胡錦濤將鄧小平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作為講話的指導思想，代表著胡

錦濤對於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傳承，與穩固胡錦濤一脈相承的正統，進一步言，

鄧小平所設定的內政外交政策，與江澤民跟隨因經濟改革必須對中國共產黨內

涵進行的蛻變，也一併承受。 

胡錦濤也藉此一方面表達對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忠誠，一方面向國內外宣示

其繼承統治特性與合法性，先期防堵其他勢力的挑戰。 

二、堅持黨的領導 

胡錦濤宣示堅持黨的領導，就是明確的否決了其他政黨挑戰中國共產黨統

治的空間，可以想見，中共對於未來 5 年繼續執政的堅持，及反對西方式政黨

政治的可能實現。 

這項堅持，除於講話第 11 項表明外，第 5 項的「改革開放」與第 9 項的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宣示，也以另一形式強調這項堅持。 

三、13 項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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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胡錦濤的講話，可以將鄧小平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看成指導靈魂，

這個指導靈魂必須透過堅持黨的領導來加以實現，而堅持黨的領導卻必須依靠

下一層，包含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 13 項的主張來支撐。 

依據胡錦濤的講話內容顯示，這 13 項是中共繼續維持其一黨專政的支

柱，若支柱敗壞，則中共就無法完成一黨持續專政的任務，那麼鄧小平理論與

三個代表的傳承，也就無法持續，而在此 13 項支柱中，除宣示必須保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持續改革開放、滿足人民對於社會文化建設的期待、維持一個

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改革開放及公私混合經濟制度的政策延續外，筆者認為，更

具深遠影響的有：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二、參與經濟全球化；三、科學

發展觀；四、健全民主制度，這 4 項雖也是中共過去政策的延續，但若經胡錦

濤再確認於未來 5 年持續不變，其影響將比其他各項更加深遠。加以闡述可發

現：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中共長久以來理論建構的重點，時至今日，中共

總理溫家寶，在 2007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仍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論，具有如下的特色： 14

　認清當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

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讓生產力的提升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又因此，

鼓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 

　為求生產力的發展，必須緊緊抓住本世紀頭 20 年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

戰略機遇期，積極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

的和平。 

　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規律，讓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相

結合。 

雖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其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 15其

                                                   
14 溫家寶，「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歷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浙江省人民政府， 

http://211.138.126.86/big5/zjnew/node3/node22/node168/node370/node376/userobject9ai60409.html。 
15 

請參閱江丹林，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出擊階段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164-172。鄭

德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 169-261。高輝，社會主義再認識—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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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政治層面包含有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

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6

文化層面則包含有：「以馬列毛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主導，弘揚文化主旋律和

文化的多元性與多層次並存」、「社會主義文化是我們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精神動

力」、「經濟、文化一體化成為文化現實」、「在弘揚民族精神的基礎上，文化的

國際性交流增強」等內涵， 17但中共對於初階論所抱持的態度，卻幾乎將生產

力做為初階論的主軸， 18時至今日，溫家寶在談話中對於經濟建設多所強調，

對於政治建設較少提及，對於文化建設甚至略而不談，使得經濟建設相對的突

出，也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幾乎等同於經濟建設，突顯出中共現階段著重發

展生產力，強調經濟建設的特點。 

有學者研究認為，中共自毛澤東以後，由鄧小平開始，就不斷的降低意識

形態的地位，改以務實的面對所面臨的各類問題，推動改革開放政策，雖穩定

了局勢，有助於經濟發展，但卻因為不強調意識形態，而造成人民對中國共產

黨統治的「信心危機」（confidence crisis）或「威信危機」（authority crisis），

迫使鄧小平為化解此一危機，必須建構新的，足以取代馬、列、毛意識形態的

新意識形態， 19更具體的說，1980 年代起毛澤東思想逐漸式微之後，中共內部

知識界發生了五個深刻的變化，分別是： 20

　西方政治科學的復興； 

　非馬克思哲學的復興； 

　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復興； 

　新威權主義的盛行； 

　中國傳統哲學的復興。 

雖然，西方政治科學、非馬克思哲學、西方政治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及

中國傳統哲學的復興，並不等同於中共放棄原有馬列主義思維，中共甚至僅是

                                                                                                                                                  
「初階論」之研究（臺北：永業，1991），頁 30-31。 
16 

鄭德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頁 201-226。 
17 鄭德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頁 253-261。 
18 高輝，社會主義再認識—中共「初階論」之研究，頁 33。 
19 Werner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avid C. B. Theater 
and Herbert S.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 6-7. 
20 David C. B. Theater and Herbert S. Tee, “Introduce”,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p.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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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這些主義的復興，以填補馬列主義式微後的空隙，達成統治的進一步鞏

固，如利用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倡遵守秩序、講求集體利益、壓抑個人主義等，

但不論中共目的為何，因各種異於馬列毛思潮的興起並成為風潮，已逐漸使馬

列毛思想不再成為中共當前獨霸的政治思維方式， 21換言之，依據馬克思主義

演化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所指涉的「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以馬列毛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主導」等主張，

是否可以持續被大陸主政者與人民普遍接受都成問題，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論，幾乎所剩的就只有提振生產力一項而已，而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所

強調的不斷提升生產力、發展經濟，對於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又構成了另一種威

脅。 

依據學者Robert A. Dahl 的看法，認為自動自發、相互競爭與進取的多元

社會，才適合先進的經濟發展，而高層次發展的經濟，極權社會架構將難以承

受，所以共產國家的經濟愈發展，愈危及其單一、集權的政體運作， 22若以圖

形加以表示則是： 

圖 2 霸權政治至多元化社會過程 

 
資料來源：1.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9. 
     2.C 代表原因(cause) 
     3.直線箭頭代表因果關係；曲線箭頭代表衝突關係 

                                                   
21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20-21. 
22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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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將初階論幾乎等同於強調經濟建設來詮

釋，並藉此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思維在當前盛行，但依據圖 2 的詮釋發現，經濟

建設的提升，卻換來對於其霸權政體的威脅，但中共囿於「四個堅持」（堅持

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宣

示，必將與未來中國大陸社會的發展產生日益嚴重的衝撞，又因中共堅持一黨

專政，使得中共在馬列毛思想日漸式微的情況下，硬生生對各種異於馬列毛思

想的興起劃下不得衝撞中共統治的「紅線」，簡單的說，就是所有的改變都不

能夠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23因此，對於中共領導一切的專政地位，至今

仍無法動搖；但在國內因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不斷增長的政治參與壓力下，迫使

中共只能以不斷的經濟成長，改善內部人民生活，來換取統治合法地位，且是

唯一可用的合法手段， 24就猶如過去日本自民黨必須不斷以刺激經濟成長來維

持統治地位一般。 25但經濟成長不可能永遠維持，中共的經濟成長若不伴隨政

治的改革，將會造成重大的衝擊，同時隨著意識形態的低落，中國大陸內部也

發生對專家政府而非革命政府的需求， 26如此走向，將使中共的統治作為發生

進一步的改變。 

社會主義初階論，原是胡錦濤「六二五講話」的重要支柱，如今卻變成為

威脅中共統治的重要環節。 

二、參與經濟全球化 

改革開放是中共自 1979 年以來的一貫政策，中共 20 餘年的經濟發展，也

促成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日漸全球化，中國大陸雖與世界逐漸接軌，但卻極力抵

制西方的控制， 27雖然如此，卻又有許多跡象顯示，中共在聯合國體系內，逐

漸傾向以合作的態度來解決全球性的議題， 28在全球化（globlization）的浪潮

中，尤其中共於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會員

國與世界進一步接軌後，使得中共抵抗西方控制，或抵抗西方行為模式的作

                                                   
23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5. 
24 Bl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cy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4), p. 21, p. 37. 
25 蔡增家，日本轉型（臺北：五南，2004），頁 81-82。 
26 Gilley, China’s Democracy Future, p. 87. 
27 Theater and Tee, “Introduce”, p.xxi; Ting Wai,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p. 111. 
28 林德昌，「中共與國際組織」，在中華歐亞基金彙編，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臺北：大屯出版社，

2006），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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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否具有成效實有待商榷。 

全球化的定義繁雜，但可普遍接受的一種是指「一種社會過程，其中地理

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低」， 29

而全球化的路徑是由經濟經政治向文化方向的統合前進，如圖 3： 

圖 3 全球化的路徑 

 

資料來源：Malcolm Waters, 徐偉傑譯，全球化（臺北：弘智，2000），頁 253。 

 

又依據WTO的規範，WTO基本理念與規範準則有「不歧視原則」、「漸進

式開放市場」、「對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予以約束」、「促進公平競爭」及「鼓勵發

展與經濟轉型」，達到向WTO全部會員國開放市場、與全球各國經濟地位逐步

平等、相互公平競爭，更重要的是：WTO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亦提供技術協助

給開發中國家及正進行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 30促進其經濟轉型與發展，使

得中共與世界各經濟體緊密接軌，若依據馬克思關於下層建築變動影響上層建

築的經典說法，中共維持統治的上層建築，將因與世界進一步接軌，所引起的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變化而起巨大的變化，就如同中共近幾年打破視法律為對付

階級敵人工具的傳統觀念，逐漸轉變成防制行政弊端的觀念， 31並進行大量法

                                                   
29 Malcolm Waters，徐偉傑譯，全球化（臺北：弘智，2000），頁 4。 
30 經濟部國貿局WTO入口網，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46。 
31 Sonny S. H. Lo, “Public Maladministration and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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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改革，設立行政、智慧財產、經濟、海洋、青少年、不動產、涉外等特殊法

院與法律， 32甚至以反革命罪（現已改稱「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案例都不斷

下降一般， 33這種變化不僅只有法律，最終將涉及財政、政治結構等， 34雖這

種多方面的變革，無法等同於中國共產黨喪失統治地位，但卻可大膽的推論中

共產黨必須做出與現今不同的統治模式、方法與統治思維，才足以應付整個大

環境的改變。 

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物權法」，就可視為係中共與世界經濟接

軌後所產生的變革，「物權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

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

物權」，充分展現資本主義經濟對於財產的支配特權，雖然第 3 條第 1 款仍規

定主張：「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35但這種規定以其說是共產主義統治的堅持，勿寧

說是共產主義一切共有教條的退卻，或進一步說，中共與世界進一步緊密接

軌，在其內政上，逐步確立和弘揚以民主和法治為核心的政治價值，積極推行

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潔負責、合作、參與和公正」回應在經濟全

球化背景下，世界對中共政、經發展方向的期盼， 36甚至是對中共西化的要

求，已是中共無法迴避的命運。 

胡錦濤明確表達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某個層面來說，就等於宣布，中共

的政治、文化必須進一步與世界接軌，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將進一步融入中共

的政經中，與世界民主潮流顯不相融合的中共永遠統治權，必然也將接受嚴酷

的挑戰。 

三、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與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胡錦濤執政期間的 2006 年 3 月

提出「十一五規劃綱要」之後，已成為胡錦濤重要的治國理念之一，其中「科

                                                                                                                                                  
in Transition, p. 49. 
32 Carlos W. H. Lo, “Legal Reform in the Quest fo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p. 78. 
33 Lo, “Legal Reform in the Quest fo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 81. 
34 Wai,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112.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3/19/content_554452.htm。 
36 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展（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年），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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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展觀」一項居於核心地位。有中共學者認為，科學發展觀是本屆中共中央

領導集體的重要理論建樹，這一發展模式的轉變，帶動一系列政策的調整，改

變單純追求經濟速度的模式，更加關注民生、公平、節能、環保等。中共為此

從去（2006）年開始，由中央智囊機構組織「科學發展觀與十六大以來黨中央

的理論創新」的課題組，對十六大以來產生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執政能

力建設、先進性建設等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 37突顯胡錦濤領政時期，將

「科學發展觀」作為其理論基礎的重要作為，有學者更認為「科學發展觀」必

須追溯至 1986 年的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時代，認為在胡耀邦主導下，1986 年

分別於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86 年 9 月 28 日通過

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強調社會主義的

民主與法治，與 1986 年首屆中共全國軟科學大會上所作的「決策民主化和科

學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強調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對政

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對把政治問題

上的不同意見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等， 38胡耀邦也因提

倡科學與民主，遭當時中共左派胡喬木、鄧力群等列為罪狀之一，而被迫辭去

中共總書記職， 39如今胡錦濤再提科學發展觀，至今不僅沒有遭整肅的跡象，

更有中共學者為文強調科學發展觀是繼承自鄧小平的思維，認為鄧小平所強調

的是發展，是科學的，是保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一切依科學規律的辦事態

度及科學方法的運用， 40將胡錦濤與鄧小平連結，以塑造胡錦濤的傳承地位，

為胡錦濤在可能的中共內部政治鬥爭或折衝中取得良好戰略地位，以免重蹈胡

耀邦下臺的覆轍，同時中共輿論也強調，在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科學發展觀，必

須強調幾個問題：「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

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不斷保護和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堅持按照科學規律

                                                   
37 魏藍，「『六二五』講話為十七大定調」，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6/26/ZM-
757445.htm。 
38 紀鴻鵬，「中共十七大新亮點」，鏡報，總第 359 期（2007 年 6 月），頁 5-6；「中國共產黨新聞」，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4/5201/20010429/455518.html；「中國人大新

聞」，人民網，http://npc.people.com.cn/BIG5/15017/4418708.html。 
39 紀鴻鵬，鏡報，頁 5。 
40 劉吉，「劉吉談中共十七大」，鏡報，總第 355 期（2007 年 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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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謀劃發展大計」、「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

就毫不遲疑地去改，真正使促進發展的各項工作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

驗」， 41明確表明國家的發展必須有科學的依據，雖至今並未直接提及民主，

與胡耀邦的民主與科學不能完全吻合，但卻代表著中共十分強調擺脫過去共產

主義的教條，必須依據整個情勢的變遷而與時俱進的變革，以免被時代淘汰的

精神，那麼在經濟發展後所造成的人民民主化要求，是否該被中共十分慎重的

考慮，就成了重要的課題。這相當程度反映在胡錦濤於「六二五講話」中強調

「健全民主制度」這個重點上。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因民主與科學作為罪證之一，而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

胡錦濤竟於 21 年後的此時提出明確的科學觀，並涉及民主觀，是否也代表著

中共內外情勢已經足以進一步接受民主與科學的概念，不虞被做為鬥爭的理

由，是值得觀察的面向。若然，則中共領導階層就更敢於向馬、列、毛、鄧思

想提出挑戰，則中共單一的統治地位，自然備受威脅。 

四、健全民主制度 

有學者認為，在中共經歷數 10 年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成功後，當前最

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已經不是生產力落後與人民群眾需求增加的問題，而是弱

勢群體相對的日益貧窮與特權階級日益富裕的貧富懸殊矛盾，若不加改革，有

重蹈蘇聯解體覆轍之可能。而消除這種危機，唯一的出路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

革，所以，中共將於十七大提倡與確立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並在此思想指導

下，在未來 5 到 10 年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創新的政治體制、創新的

經濟運行機制在內的全面發展的制度。 42更有評論者認為，胡錦濤的「六二五

講話」內容，標明在中國政改路線上，是以政治方向正確為目標，以經濟社會

發展為政改的前提，以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提高作為指標，既符合馬克思主

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也合乎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的國情。這些方向更可濃縮成「立足國情，穩步推進」來概括。 43

胡錦濤任內所提「十一五規劃」所著重的兩個精神是「科學發展觀」與

                                                   
41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04/content_1400182.htm。 
42 

紀鴻鵬，「中共十七大前瞻四題」，鏡報，總第 360 期（2007 年 7 月），頁 7。 
43 「胡錦濤破題中國政改模式」，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9/9/1/10039911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3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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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重點是在依據科學的方法與時俱進的使政府更

有效與合理的管理社會，而「和諧社會」的核心內涵，就是要以人為本，就是

要「平安生活」，使人民追求平安、富足、幸福生活的目標得以達成， 44而民

主與法治卻是社會和諧的治本之途，和諧社會不僅要盡快解決社會不和諧的衝

突與矛盾，更要在政治上建立一種能包容各種利益要求、妥善化解矛盾、保持

社會平衡的調處體制機制，因此，法治與民主變成必然的選擇。 45

依據中共所認定的當前民主建設是： 46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公民依

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包含：擴大基層民主……

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在農村，要

認真貫徹執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完善村民自治……。在城市，要認真貫

徹執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完善城市居民自治。 

                                                   
44 傅立群，「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底線—『平安生活』的內涵和保障」，體制改革，2007 年第 2
期，頁 35。 
45 董建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第一個目標和任務」，體制改革，2007 年第 2 期，頁 34。 
46 中共「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內容是：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度、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度、民族區域自治制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度。人民代表大會制度是中國的根本政治

制度，體現了社會主義制度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在中國實行人民代表大會制度，是歷史和

現實的必然選擇，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礎路徑，反映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利益和共同願望。堅持和完善

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實行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是中國社會歷

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政治智慧的結晶。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度，反映了人

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體現了中國政治制度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度。必須切實貫

徹執行民族區域自治法，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行使自治權，保障少數民族的平等權利和特有權利，鞏固

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必須加快發展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事業，逐步縮小同發達地

區的差距，促進共同繁榮進步；必須鞏固和發展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裂。　健

全民主制度，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參與，保證公民依法實行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

理、民主監督擴大基層民主。要進一步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理制度，完善公開辦事制度，保證人民

群眾依法直接行使民主權利，管理基層公共事務和公益事業，對幹部實行民主監督。在農村，要認真貫徹

執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完善村民自治，形成制度健全、充滿活力的村民自治。在城市，要認真貫徹

執行《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在企業，要繼續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的

企業民主管理制度，保障職工的民主權利，切實維護職工的合法權益。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全

面發展。　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健全重大問題決策前協商的制度要充分發揮工會、共青

團、婦聯等人民團體的橋樑和紐帶作用，廣泛密切聯繫各方面群眾，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全面貫徹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理宗教事務。貫徹落實僑務方針政策，做好僑務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http://www.gov.cn/node_11140/2006-03/18/content_230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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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健全重大問題決策前協商的制度。 

中共常自稱必須維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若將當前中共的民主建設

與西方民主作一比較，或可從中發現中共民主建設與西方民主建設的差別，雖

然西方式的民主學理多如牛毛，但以民意為本的基礎卻為各家所認同，取其中

著名政治學者Robert A. Dahl的看法，認為民主必須具備如下基本的條件： 47

　有形成偏好的機會（Formulate preferences）：政府必須保護 1.自由形成

與參與組織；2.自由表達；3.投票權；4.政治領袖有競奪支持者的自由；5.可選

擇的資訊來源。 

　有表明偏好的機會（Signify preferences）：政府必須保護 1.自由形成與

參與組織；2.自由表達；3.投票權；4.被選舉權；5.政治領袖有競奪支持者的自

由；6.可選擇的資訊來源；7.自由與公平的選舉。 

　政府平等對待各類偏好（Have preferences weighted equally in conduct of 

government）：政府必須保護 1.自由形成與參與組織；2.自由表達；3.投票權；

4.被選舉權；5.政治領袖有競奪支持者的自由；6.可選擇的資訊來源；7.自由與

公平的選舉；8.政策必須依據選舉與民意結果制訂。 

總結Robert A. Dahl的看法，民主不外是民意可以自由表達，公職必須民

選及施政必須有民意為基礎等幾項，而主政者則負有提供民意表達與保護這種

表達的機制，若依此標準，中共的民主建設對於民意的尊重確有相當程度的設

計，但卻又規定必須維持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特權，因此使得民主成了「鳥籠民

主」，這形成與西方式民主的最大差別；若依據現有制度設定可表達的民意，

但民意卻不斷的以攻擊、消溶共產黨的專制為目標，中共能否持續堅持其一黨

專政，就頗令人懷疑，且中共面對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事件（胡錦濤「六二五

講話」也主張反腐倡廉），能拯救中共統治之道，似乎只剩民主化，利用民主

化 、 法 治 化 、 透 明 化 的 特 性 ， 來 監 督 中 共 各 級 政 府 的 「 弊 政 」

（maladministration），民主化已逐漸成為維持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萬靈丹」

（panacea）， 48但民主化的提倡，又猶如西方馬克斯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主張的文化霸權（ culture hegemony ）、運動戰（ the war of 

                                                   
47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 
48 Lo, “Public maladministration and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pp.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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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uver）、陣地戰（the war of position）的觀點， 49提倡民主自然將觸及中共

是否可持續一黨專制的問題，日久將逐漸改變大陸人民長久以來信奉中共統治

天經地義的現行「文化霸權」，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深化與人民要求政治參與

的升高，最後當民意決定否決共產黨的統治依據——「對歷史發展的正確詮

釋」， 50而要求執政黨必須通過被統治者的認可（如通過選舉）才能取得執政

權力，並因此要求籌組與共產黨抗衡的政治組織時，中共能否保持其唯一統治

政黨地位，就更加令人懷疑。 

且因中共當前的發展，一般認為無法一蹴即成的成就西方式的民主，而必

須採取漸進主義式的演變， 51有學者甚至視這種漸進式的政治演變，為中共民

主化的不利因素之一，並認為這種不敢一步到位的演變策略，是新威權主義

（neo-authoritarism）的展現， 52但新威權主義雖可阻擋一時的民主化劇變，但

新威權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也展現如下的可能： 

表 1 新威權主義在中國的可能轉變模式 

傳統 轉變 未來 

計畫經濟 通貨膨脹危機 市場經濟 

威權政治 腐敗 民主化 

文化統一 信心危機 多元化 

人治 混亂 法治 
資料來源：Werner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avid C. B. 

Theater and Herbert S.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 17. 
 

依此，縱使中共抵抗民主化並轉型為新威權主義，最終都難以避免進入民

主化，只是時間上的差別而已。 

以另一個角度看，中共為長久維持其唯一統治政黨，就必須排除要求西方

式民主化的民意表達，但因經濟建設的不斷擴張，社會因而更加多元，中共若

「健全民主制度」落實對民意訴求的反應（如胡錦濤「六二五講話」中的第四

                                                   
49 詹‧約爾，黃丘隆譯，葛蘭西「西方馬克斯主義」的鼻祖（臺北：結構群，1989），頁 96、100。 
50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9. 
51 Meissner, “New Intellectural Curr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19.與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

（臺北：吉虹文化，2000），頁 19-20。 
52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北：五南，1997），頁 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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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滿足人民新期待），整個社會也隨改革開放更深化，引進更多異於馬列的

西方文化與政治哲學思想，而衝擊中共的一黨專政，但中共若不持續健全民主

建設，就無法滿足人民因經濟建設成功所帶來的各項要求， 53尤其是包含其中

的政治參與的權力要求，則最終中共也必然喪失其唯一執政黨特權。 

中共限定範圍的民主建設將難以滿足大陸逐漸高漲的民意要求，似乎已成

宿命，這使得中共設定以支持中共持續統治的「健全民主制度」，成為威脅上

一層的「堅持黨的領導」及更上一層的「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環節。 

肆、結  論 

中共十七大訂今（2007）年秋天舉行，確切日期有說 9 月或說 10 月者，

不論是 9 月或 10 月或是更延後的 11、12 月，依時序推算，目前正是胡錦濤為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階段， 54胡錦濤利用「六二五講話」，將十七大政

治報告的可能方向先行釋放出來，並由一連串的「學習」行動，創造民意、糾

合民意，當然也從中吸取中共內外不同的意見，作為十七大政治報告撰寫的參

考意見，時至今日，對於胡錦濤的「六二五報告」，出現比較重大的反對聲

浪，就是 2007 年 7 月 12 日由馬賓（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周光春

（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等十七人所聯名的：「十七位老部

長老同志建言十七大」文章， 55該篇引起關注的文章，重點包括： 

一、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現在中共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能站

得住腳嗎？ 

                                                   
53 Habert S. Yee and Wang Jinhong, “Grassroo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p. 30. 
54 

劉吉，鏡報，頁 6。 
55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b5current/155338.shtml，連署人員係：馬賓（原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顧問）、周光春（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李成瑞（原國家統計局局長）、秦仲達

（原化學工業部部長）、茅林（原冶金工業部副部長）、吳凡吾（原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局長）、楊守正（原

中國駐蘇聯大使）、華光（原中國駐羅馬尼亞張海峰大使夫人、原駐羅馬尼亞大使館政務參贊）、韓西亞

（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臧乃光（原中國銀行副總經理）、徐誠之、（原鐵道兵政治部主任）、龍

桂林（原鐵道兵參謀長）、白雪天（原解放軍某坦克師政委）、陳曉（原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喻權

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飛（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默明哲（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審）

等 17 人，原文張貼於大陸左派網站：毛澤東旗幟網，但該網站在 7 月 16 日張貼該文後，7 月 18 日隨即

遭中共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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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在七中全會和十七大之前，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並展

對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 

三、對於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必須澈底批判，撥亂反正，確保

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四、建議由十七大作出決議：在黨章中恢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

質，糾正關於「兩個先鋒隊」的錯誤提法，和允許不願放棄剝削的資本家入黨

的錯誤規定。 

五、關於已經入黨的資本家，可以讓他們在兩種出路中做出自己的選擇：

一種是放棄剝削，繼續做黨員，將原來用於剝削的生產資料交給黨和人民政

府，自己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種是自行退黨，仍然做資本家，但要求他們

愛國守法，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成員參加祖國建設，有些人還可根據自願原則

申請加入相應的民主黨派。 

六、中央領導應當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以馬列毛的理論為

指導，帶頭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七、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由十七大全體代表或中央委員會差額

直接選舉。 

這種論調，是對中共改革開放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表明應將中共回溯成

極左政黨，並對江澤民開放資本家入黨等規定否決，這種立場隨即被中共封

阻，難與中共當前改革開放主流意識對抗，更何況，不同意見卻顯示要求胡錦

濤近一步深化改革，如山西省委黨校教授吳敏就公開為文表示：「政治體制改

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權力過分集中是傳統政治體制的基本特

徵和『總病根』」、「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傳統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政治體

制改革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反對『以黨治國』和『黨權高於一切』」、

「黨權高於一切是最大的蠢笨」、「黨組織沒有超越政權的權力」等， 56目的就

是要求黨放權讓利，絕不抱持過去的一把抓心態辦事。 

以現有的情況看，不論是批評當前胡錦濤改革開放太過或改革開放的程度

不足的兩派意見，在中共「防左惕右」的思維下，都不足以鬆動胡錦濤當前的

                                                   
56 吳敏，「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藍圖及其實踐」，博訊新聞網，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 
pubvp/2007/07/200707151010.shtml轉載自：炎黃春秋，2007 年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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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改革路線，且自鄧小平、江澤民以降都維持了這種維持秩序漸進改革的模

式， 57中共當前的改革顯然不會在一夕之間停止，或在一夕之間加速，而更要

注意的是，中共目前所面臨的改革壓力，是由人民的需要所主導而不是中共，
58改革在某個層面上就是民意的展現，而近年來中共的人民抗議行動不斷高漲

到過去所沒有的程度， 59尤其是在現代科技的網際網路與手機幫助下，民意可

以快速的集結與組織，對中共統治的要求壓力更加強大， 60換言之，中共必須

比過去更加大力度的滿足人民要求改革壓力，才足以持續維持統治，而人民的

要求卻會因為經濟建設的成長而不斷的增加，中共的改革就得不斷的進行，而

依據前述的全球化演變架構，其方向將是不斷的與西方社會契合。 

到目前為止，胡錦濤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有極大的可能依據「六二五講

話」為基調提出。而講話所標定的支持中共持續統治的前述 13 項支柱，尤其

是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二、參與經濟全球化；三、科學發展觀及四、健

全民主制度等四項，也標示著未來 5 年，胡錦濤將中共政經情勢帶入另一番局

面的基礎，雖然這 13 項支柱與其中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等 4 項重點，已在

中共改革開放後陸續實施（縱使沒有提出名目，或使用不同的名稱），實施的

結果，是中共質變不斷的加深，甚至引發重大的衝突，如 1989 年天安門民

運，1992 年鄧小平以南巡講話壓制反改革勢力，及近日不斷發生的大陸人民

維權運動等等， 61都呈現出侵蝕中共「鐵板一塊」式的一黨專政統治傾向，若

胡錦濤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依此講話定調，不僅標示著中共在未來 5 年內進一步

改革開放的基礎，更標示著中共另一階段質變的開始。若在十七大之前，大陸

內部有組織的反對胡錦濤的「六二五講話」，則代表著中共內部不同路線的爭

鬥，因此，不論「六二五講話」被全盤接受、部分接受部分反對，都足以作為

進一步研究中共十七大及其後 5 年政經情勢演變的重要關鍵。 

                                                   
57 Lo, “Legal Reform in the Quest fo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ater and Tee ed(s)., China in 
Transition, p. 70. 
58 羅冰，「形勢推著胡溫走」，前哨，總第 197 期（2007 年 7 月），頁 9。 
59 Jae Ho Chung, Hongyi Lai and Ming Via,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No.56, 2006, July), p. 2. 
60 Chung, Lai and Via,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p. 31. 
61 請 參 閱 行 政 院 陸 委 會 對 於 近 年 大 陸 人 民 維 權 運 動 的 彙 整 資 料 ：

http://www.mac.gov.tw/big5/0a/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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