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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土地變成中

共官商牟取巨大私利的搖錢

樹，各級政府官員強行征，

暴力掠奪蔓延中國。失去土

地的農民申訴無門，奮起抗

爭。無一例外，大規模農民

抗爭都遭到了血腥鎮壓。 

　　2006 年秋冬，中國的農

民抗暴出現新特點，散落的

個體農民逐漸走向聯合，在

近期的抗爭中甚至扣押中共

官員作人質。 

　　僅在 2006 年 11 月中上

旬，中國至少發生四起大規

模農民集體抗議官商結謀掠

奪土地、扣押官員的事件。

廣東省汕尾市東洲鎮 2 千多

農民集會，要求釋放村民代

表陳簽，當局不予理睬，村

民軟禁了辦事處 8 名職員。

雙方僵持 9 天後，11 月 18

日凌晨，當局派出防暴警

察、大狼狗和公安進村帶走

人質。 2005 年震驚中外的

12.6 血案就發生在東洲鎮。 

　　11 月 8 日，廣東順德市

三州村大型糧倉揭幕，中共

各級官員和外籍華商三百餘

人 到場剪綵。當日下午四時，

逾萬村民堵住糧倉，包圍官

員和外商，迫使官方出示了

興建糧倉有關的征地文件。

合同征地價是 13 萬多元，

但發給村民的只有 3 萬 5 千 

元。廣東當局當晚出動上千

防暴警察，次日用警棍及發

射催淚瓦斯驅散村民。　　 

　　最新一起發生在廣東順

德希湧村，當村民發現千多

畝土地被前村幹部私自出售

後，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圍

堵相關工廠，要求出示征地

手續和賠償，並將涉案官員

的家人扣留了近 20 個小時。 

　　山東也發生了軟禁官員

的事件。由於土地拆遷爭議，

11 月上旬，濟南槐蔭區張莊

村約一千名村民，包圍街道

辦事處並軟禁官員，當局則

出動一千多名武警，雙方發

生衝突，造成 20 多名村民

受傷。 

　　據中共官方期刊《半月

談》報導，中國農民在上訪

無效後，開始由鬆散上訪走

向聯合，通過推舉護地代表，

成立護地隊、農民維權聯誼

會等，打響土地保衛戰。 報

導說，農民護地組織的經費

來源透過挨家挨戶湊錢，較

鬆散的從事較大規模及長時

間上訪，較緊密的能聚集相

當人數，或與政府抗爭，或

向開發商抗議。文 / 王珍 ◇

大圖：2006 年 11 月 12 日，福建省莆田市新度鎮農

民，與上百名手持警棍及盾牌的武警發生衝突，十幾人受

傷送院，一人危殆。小圖：被打傷的男村民。( 圖片由知

情民眾提供 ) 

土地衝突升級 農民開始扣官 

　　【大紀元訊】中共中央

軍委 2006 年 11 月中旬發佈

《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

急預案》，為軍隊迅速直接

參與對抗暴民眾的鎮壓開綠

燈。 

　　該《應急預案》規定，

中共軍隊參與處置的重大突

發事件包括下列五種： 1：

軍事衝突突發事件；2：協

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3：

處置重大恐怖破壞事件；4：

參加搶險救災；5：處置突

發公共安全事件等。 

　　中共官方媒體報導說，

這項由中央軍委頒布的預

案，是中共第一次為軍隊參

加處置突發事件進行了規

範，為軍隊參與有關行動提

供了有效依據。 

　　外界普遍認為，該《應

急預案》，尤其是第二點「協

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和第

五點「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

件等」是為了對付日益增加

的群體抗爭事件。　　 中國

作家鄭義分析說，一個國家

的軍隊是屬於國家的，而不

屬於任何一個政黨和政治勢

力。國家的軍隊只有在遇到

外敵侵略時才動用。中國有

警察武裝，包括武警部隊，

都是 非常龐大的軍事力量。

從現在來說，他們準備動用

國家的軍隊，說明公安、武

警都已經維持不了局面，所

以才會這樣做。當局對局勢

的估計非常清楚，到了不動

用正規軍已經彈壓不住了。 

　　《洛杉磯時報》引述美

國智庫中國問題專家譚納

(Tanner) 指出，由於武裝警

察越來越同情「動亂」人士

而減低了他們對中共百分之

百命令的服從，中南海因此

感到害怕。 ◇

　　【大紀元訊】近年，中國大陸因征地腐敗、強行拆遷、

環境污染以及公安城管野蠻執法不斷引發群體事件，而且

愈趨嚴重。據官方公布，2005 年中國發生了８萬７千起群

體事件，平均每天發生 241 起。

　　官方有關數據表明，從 1993 年至 2003 年這 10 年間，

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由 1994 年的 1 萬起

增加到 2004 年的 7 萬 4 千起；規模不斷擴大，參與群體性

事件的人數由 73 萬人增加到 376 萬人。 

　　2006 年 11 月中旬一週之內，中國因征地貪腐、捉狗及

醫療事故，至少引發六起大規模警民衝突。 

　　11 月 7 日到 11 月 12 日，山東省濟南市張莊村、廣東

順德三洲村、廣東省汕尾市東洲鎮、福建省莆田市新度鎮

頂厝村，因抗議征地過程中的腐敗及維權代表被抓，數千

至逾萬村民與武警、防暴警察發生衝突。 

　　在北京，捉狗行動引發愛狗人士抗議，11 月 11 日，數

百名防暴警察把抗議者驅離現場。在四川廣安市，一起醫

療事故導致一位 3 歲男孩不幸身亡，11 月 12 日，大約 2 千

民眾聚集在醫院門前抗議，當局派出上百警察到現場驅散

人群，最後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突，至少 10 人受傷，5 人

被警方扣留，幾輛警車 被燒燬。 

　　 近年來影響較大的群體事件還包括：2004 年 10 月四

川萬州數萬人暴動、河南中牟回漢族群集體械鬥、四川漢

源縣十萬民眾抗暴；2005 年廣州太石村集體抗爭、廣東汕

尾東州鎮 12．6 血案等。

　　分析人士指出，在對抗社會不公平時，公民抗爭基本

上遵循三個階段。第一，說理；第二、集體抗議；第三、

大規模集體抗議。現在中國抗議活動已進入第三階段。◇

中共公布軍隊《應急預案》

中國平均每天 240 起群體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