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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中共的角度 

  中國共產黨本來就很重視宣傳，靠槍桿子及筆桿子奪取政權，也靠這兩桿子維護政

權。必須注意的是，五十多年來發展的結果，可以這麼說，中共的宣傳等於說謊，或至

少是扭曲事實。而中國共產黨從頭到腳就是一個宣傳機器，由於以黨領政，以黨領社

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由黨組織及國家機器所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各種社會團

體、媒體、學校、宗教、乃至於企業，從頭到腳也都是宣傳機器，外界以為只有中共中

央宣傳部主導與控制宣傳，這是不對的，簡單的說，只要有黨組的地方，就是製造謊言

的地方，只要有黨員的地方，就是說謊的人，這是中共黨章的明文規定。從過去大量的

案例也都證明，只要在黨、政府及社會各種團體內說真話的人，就會被開除黨籍、逐出

政府或單位，失業或被傷害。 

  以往中共宣傳的重點是針對國內，目的為維護一黨專政。隨著改革開放及與國際接

軌之後，尤其是受到美國兩次攻打伊拉克的刺激，中共傳統的宣傳觀念、工具及技巧有

慢慢的發生轉變。為了要對全世界作宣傳，積極的學習西方的理論，重新認識新聞輿論

的地位作用，體會拿破崙曾說：「報紙一張，猶聯軍一隊」；美國前總統艾森豪也說

過：「在宣傳上花一美元等於在國防上花五美元」1這些話。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2003

年12月，共軍修訂「政工條例」，提出「政治工作要組織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

戰」後，中共就積極展開教育與訓練，在解放軍報或各種期刊上，共軍、學者紛紛提出

「三戰」內容之界定，除了「心理戰」延續與精進傳統觀點外，「輿論戰」和「法律

戰」則提出務實與創新的見解。 

  在這裏強調一件事情，這個「政工條例」的提出，是規定共軍對全世界進行「三

戰」，因此，僅認為「對台三戰」並不精確。從共軍的角度，輿論戰是指「根據國家戰

略意圖和軍事鬥爭任務，以輿論為武器，綜合運用各種傳媒和信息資源，激勵我方戰鬥

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為爭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的鬥爭行動。

輿論戰是配合國家政治、外交、軍事鬥爭的重要形式」2，這是狹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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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廣義面來看輿論戰，是指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安全戰略，以國力為基礎，通過運

用傳播學、心理學等學科原理，利用各種傳媒，進行有針對性的資訊滲透，從而影響公

眾信念、意見、情緒和態度，有效控制輿論態勢，爭取輿論強勢的政治戰樣式3。 

  很明顯，狹義的定義是指戰時，廣義的定義是指平時。但是，無論是戰時或平時，中

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就已經是一個從事輿論戰的龐大機器。 

二、輿論戰的新發展方向 

  在目前國際政治學的發展中，輿論戰這個領域已經跳脫純軍事範圍，被納入國家的

大戰略，而用「權力」（power）這個概念來概括之。假如，輿論戰指的是「影響公眾信

念、意見、情緒和態度，有效控制輿論態勢」，那麼，它就不僅僅是個新聞的問題，媒

體與新聞都是工具，如果目的是要改變他人的思考與主張，那麼，輿論戰就是一種權力

較勁的問題。 

  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提出「合作權力」（Co-operative power）的看法，它是

指「一國有能力建構一種情境，讓他國能根據我們的喜好來發展他的價值偏好，根據我

們的利益來界定他的利益……這種建構依賴他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以及各種國

際準則的制度與規範」。4 

  奈伊（Joseph Nye.Jr.）跟著提出「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看法，它是指凝聚各

方力量共同建構國際體制的力量，它包括：市場的競爭能力、長期提升技術的能力、對

國際輿論與分析觀點的影響能力、協調國際合作共謀解決方案的能力。5 

  所以，根據這些定義，資訊＝知識＝輿論＝權力這個公式可以成立。而運用柔性權

力這個概念來看輿論戰，可以得到比較全方位的理解，柔 性權力五大手段文化

（Culture）、價值觀（Values）、理想（Ideas）、聲望（Reputation）、媒體（Media）

都是輿論戰的要素。 

  從九○年代開始，中共在國際社會上就跟「中國威脅論」進行博鬥，到了二十一世

紀，配合著「和平崛起」與「和諧社會」的理論，中國的國際形象確有改觀，但這主要

不是中國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雖然有些修正），更多的是中共進行輿論戰的精緻化，以

及台灣自己沒有在國際上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 

  最近，國際媒體及學術界已經越來越多文章在討論「中國的柔性權力」這個命題，

典型的專著就是2007年出版的「魅力進攻——中國的柔性權力如何的轉變世界」6一書，

這本書很客觀的把中國運用那些手段與資源（包括文化、商業、經援等），改變了外國

人對中國的觀感，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分析的很清楚，隱然是新版的「中國威脅論」。 

三、中共對台輿論戰 

  中共對全球的輿論戰早已嚴重的影響了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在中文網路的任何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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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既使是非大陸的引擎，打上任何社會科學的專有名詞前面加上中國兩字，（例如中

國民主、中國人權），那麼出現的結果，百分之九十是簡體字，而簡體字的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是中國官方說法，其實，打上「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威脅論」等的結果都是一樣。 

  而台灣的一般人、記者與學生想要瞭解中國，網路是最方便的工具，但是網路資

訊、大陸的圖書、報紙、期刊與雜誌統統與中共中央口徑一致，而且明白以「專業研

究」的面貌出現，常常使讀者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被「植入」。不能說中共所提供的消息

不真實，而是他只提供部分事實，卻導引出錯誤的結論，這是中國輿論戰最常見的手

法，只拿出一支椅子腳就告訴你這是一張椅子。 

  不僅如此，外國也是一樣，我國軍方學者以《紐約時報》為例實證研究發現，《紐

約時報》儘管報導立場大多以中立之態度反映新聞事件的真相，但由於其報導台灣之事

務，援引自中國大陸的消息來源居多，導致部分事實有被中共當局扭曲的現象。《紐約

時報》報導台灣事務新聞，引述自中國大陸消息來源比重有逐年升高的趨勢，從2004年

33.8％上升到2005年的43.4％，相較之下台灣消息來源援用比例較低，這個學者呼籲，此

一現象不容忽視，由於報導中援用自中國大陸的消息來源居多，導致部分事實內容被扭

曲誤解。藉由國際媒體有計畫的傳遞經過選擇的宣傳內容，從而影響改變國際人士對我

國之看法與態度，向為中共慣用之伎倆7。 

四、反制中國的輿論戰 

（一）另闢戰場，借力使力 

  我國政府將大部分的資源及精神放在兩岸關係上，尤其是說明、澄清或解釋我國立

場，這些雖然重要，但終究是被動應戰，在整體形勢上變成「台灣有問題」，每次都忙

著洗刷「麻煩製造者」這個標籤，這個標籤中國一用十年，至今仍困住台灣。建議應直

接對中國本身的發展（政治、經濟、社會）主動出擊。尤其是結合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各

種質疑（奧運、民主、人權、政府貪腐及透明度），主動配合出擊。談中國的發展有一

個最好的標籤，就是「中國的不確定性」。 

（二）以敵為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中國官方網站人民網與新華網有台灣網頁，每天都在批評、謾罵、歪曲台灣，我們

坐視沒有任何人、單位回應，而中共對台灣的詆譭方式，是大量的引用台灣的報紙、雜

誌及在野黨的話；相對的，在大陸的官方網站的深處，也可以發現大量的數據或事實，

足資證明中共說謊，只是沒人整理及研究而己，更別談運用。 

（三）政府主導，擇要處理 

  針對中國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或焦點議題，無論是談大陸或是台灣，我方都需要專

人專責處理與回應，事實上這是政府應該主導的事，且層級不宜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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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觀摩 

  中共中央台出品之「中國的崛起」 

  天下雜誌在網路上傳播之「發現中國」 

  日本NHK電視台出品之「激流中國」 

  網民反應兩例： 

  2008 年奧運在即，也剛好是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中央電視台製播了一系列的「大國

崛起」紀錄片，藉由世界上強權的興亡勝衰史，來暗喻中國大陸不但是經改有成，更邁

上了世界強國之途。 

  長大以後，感情變得越來越麻木了，已經記不得上次哭是什麼時候了。就在剛剛卻

被一部NHK電視台拍攝的記錄片《激流中國》擊潰了，我甚至能聽到自己哭出的聲音。

感動我的並不是那苦難有多麼的驚世駭俗，而是這苦難如此真實，離我如此之近，而社

會的不公又如此醜陋。它讓我切身的感受到在當今中國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每個人都難咎

其責，我們無法繼續無視身邊這種苦難，逃避這種責任——黑煤礦、黑磚窯、奴工、留守

兒童、環境惡化、官商勾結……此時我只有憤怒，沒有悲憫！……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33523/ 

  《NHK·激流中國》—2007年度最震撼的系列紀錄片！（國人得看！） 

  早上看了其中的第一集《富人與農民工》，實在無法平靜。 

首先，無法接受—— 這樣一部優秀的紀錄片來自日本的電視台；更是無法承受—— 片中

所反映的當今中國「建構和諧」背後的現實。 

  我並不反日，似乎也已打定主意不會去買日本車。但我，還是要為NHK的製作者深

鞠一躬：謝謝你們記錄下了中國，現在的中國！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4/show708720c24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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