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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害己的中共

「紅色」資本主義流氓經濟

吳惠林

「和諧社會」是幸福人生的社會，這個道理連中共領

導人也懂，因而創造和諧社會就成為施政目標。那麼，和

諧社會究竟是個什麼社會？

和諧社會的真義

顧名思義，「和」乃「禾」和「口」兩個字合體，意

即「每一張口都有飯吃」；「諧」則為「言」和「皆」兩

字之組合，也就是「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之意。要人人都

有飯吃，非得實施「自由經濟或私產經濟或市場經濟」不

可，而「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乃自由民主體制

的社會。

法輪功問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是最大的「房間

裡的大象」。

威塞爾（Elie Wiesel）說奧斯維辛「不僅是一個政治事

實，而且是一個文化事實」，是「非理性的蔑視與仇恨的

頂點」。對法輪功的迫害同樣如此。納粹的大屠殺真相已

經大白於人世，作惡者已經受到懲處，人類對此進行可貴

的反省。而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和納粹時期的集中營在今

日中國仍然橫行。法輪功所遭受的迫害還在繼續，作惡者

仍逍遙法外而且繼續施暴，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

而不言的沉默、冷漠，仍在成為暴行的共謀！這沉默和冷

漠必將被歷史所記錄，人類也正在為此付出代價。讓我們

再次發出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

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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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近百年的實驗之後，已證實共產體制的社會

不是和諧社會，非得向「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道

路邁進不可，問題是：兩者一起來，或有先後次序之分？

前者需要付出「極大的短痛」，因而後者最常被採用。那

麼，「經濟自由」和「民主自由」何者為先？物質生活畢

竟最直接，因而經濟自由在先，而後才進行政治自由，而

且不乏成功例子，如臺灣和智利就是。中共的改革也是採

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亦即先經濟改革且採漸進緩慢方式。

眾所周知，1978年底鄧小平實施「放權讓利」政策，

與蘇聯、東歐諸國由共產倒向私產，早期成效卓著，而實

際主導者是趙紫陽。由中國1980年代初期流傳甚廣的「要

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順口溜，也可鮮活反應

出趙紫陽在經濟事務上的能耐。1975年趙紫陽出任中央四

川省委書記，中國農村由於文革而民生凋敝，趙紫陽乃

「放鬆」政策，允許農民自行種植經濟作物，恢復家庭副

業和自留地，推動「包產到戶」等改革，農民種糧誘因大

增，蜀糧年年豐收。趙紫陽推動農村經改獲得中共元老鄧

小平等人賞識，在1980年代初出任國務院總理，與同樣開

明著稱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形成在鄧小平主導下的「胡

趙體制」，大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大致

上，經改由趙紫陽擔綱，他將在四川實施成功的改革開放

用於整體經濟。

趙紫陽經改的困境

簡言之，趙紫陽的改革就是走向「私產體制」，但由

公產到私產並非一蹴可幾，不論是理論、觀念的建立和傳

布，或是實際上眾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攔，都是重大課題，

而趙紫陽又只有中學教育程度，且活在共產體制裏，更讓

人懷疑其是否真有能力擔任改革的重責大任。不過，就在

1988年9月19日下午，也是中國經改近十年之久，趙紫陽和

當代自由經濟泰斗、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06年

11月去世的弗利曼（M. Friedman, 1912~2006）對談兩個小

時「中國經改問題」之後，全球聞名的華裔產權名家張五

常教授竟評論說兩人的觀點「大同小異」，這的確讓人驚

奇。

為解此迷惑，我們換以弗利曼夫婦對趙紫陽的評述就

可清楚、明白，他們在訪問趙紫陽之後，當年聯名寫給親

友一封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信內對趙紫陽的

評述是這樣的：「 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

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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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

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在此同時，他

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就

是很妙的技巧了。目前，他遇到一些真實的困難：主要是

通貨膨脹的加速會把經濟改革的步伐阻慢了。」

準此，趙紫陽在中國早期的經改的確是有成效，但

由於他要維護共產黨最高權力，明顯與擴大市場範圍扞

格，其遭逢改革困境是必然的，而張五常也憂心會走向印

度早年的「分類管制」之路。於今觀之，果然！因為趙雖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被軟禁，但其漸進式且在維護

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終於產生，於是

「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

「六四」、「四二五」兩次中國民主化契機

「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政治體

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

革」，不敢反抗鄧小平、李鵬、江澤民這些人主導的鎮壓

行動，只有含淚勸說學生們解散，之後的場面是坦克輾壓

學生、血流成河，趙紫陽也從此被削權、軟禁，而中國的

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六四事件引發全球公憤，各國紛紛

祭出經濟制裁，讓原本就遭受改革困頓的中國經濟更雪上

加霜。在發展受阻下，下崗者日眾，社會問題也接踵而

至。1992年「法輪大法」洪傳，迅速地化解難題，中國人

民爭先恐後地學煉，數年間人數竟上億，修煉者凡事向內

找，實現「真善忍」，化戾氣為祥和，將下崗者眾可能衍

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化解。1999年「四二五」中南海向高層

講真相的和平請願活動，間接形成另一次共產中國轉向民

主自由的契機。

4月25日當天，約有一萬名來自四面八方的法輪功修

煉者為了一些同修被抹黑、關押、群聚在北京中南海「上

訪」，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

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

了「人權」的講真相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

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後，

學員們便秩序井然的解散返家，現場且清潔乾淨，沒有留

下一張紙屑。

這件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外媒體如CNN等均指為

1989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

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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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

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

式，可說是中國第二次邁向自由民主體制的機會。可是，

往後的發展卻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竟然

被反轉抹黑成「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鎮壓法輪功釀下巨禍

中共於該年7月20日展開鋪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

功」，不但中國和諧社會成鏡花水月，為了鎮壓法輪功，

成立610辦公室且砸重金誘使公安，甚至全國民眾舉報法輪

功學員，並予以關押凌虐，乃至活摘器官盜賣，再加上為

掩蓋血腥鎮壓的真相，對新聞媒體監控、成立陣容浩大的

網軍抹黑造謠，並以經濟利益堵住西方政客的嘴。如此需

耗費龐大人力物力，需要GDP高度增長來創造龐大經濟利

益，於是人為壓低生產成本製造低廉劣質有毒產品出口，

一來中國血汗工廠林立；二來廉價商品輸出帶動全球「通

貨緊縮」；三來耗用自然資源，掏空全球資源且使能源等

價格揚升，引發全球「輸入性通膨」；四來壓低出口品價

格賺取巨額外匯，不但中國通膨，泡沫金錢遊戲熾熱並引

發全球金融風暴；五來耗用自然資源致使環境危機、空氣

污染霾害嚴重；六來廉價有毒商品毒害全人類；七來金錢

威逼利誘全球政客致人權自由遭受戕害；八來爭權奪利、

貪婪欺騙成風、倫理道德沉倫敗壞。 

這些「中國高檔成長率」所帶來的弊端早在千禧年

伊始就受到嚴重關注。撇開中國高成長數據的真假，就

接受高成長來看，在極權國家是可以消耗、浪費資源的

方式來達成，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1994年《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發

表的「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亞洲奇蹟的神話）

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共產國家成長快速係由投入要素的擴

增，而非每單位投入的產量增加，最後會導致報酬遞減，

成長將會趨緩，且幅度會很大。千禧年以來，以「外強中

乾」、「海市蜃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即將

崩潰」等形容詞描繪中國經濟發展現已到處可見。

我們知道，中共最著名的是「人海戰術」，在經濟成

長上就是剝削勞工、壓低工資。其後果是造成全球「通貨

緊縮」（生產過剩、價格低、品質差），由此引發外國不

滿，出現抵制、報復甚至發生暴動，如2004年9月西班牙火

燒中國鞋就是一個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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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黑心產品毒害世人

雖然是發生在西班牙，相信全球不少地區民眾心有戚

戚焉，即使連美國這樣的世界第一經濟強權，也都感受到

中國「低價」產品的威脅。就在2004年9月間，已故的197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已高齡89歲的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1915~2009），還在「美國經濟學會」（AEA）

發行的季刊《經濟觀點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發表論文，以「辯解謊言」（polemical 

untrutn）指斥當前流行的「外包或委外」（outsourcing）生

產方式，而「中國鞋」等廉價商品就是「外包」的成果，

對於美國國內的低階勞工造成損傷。

如果中國工人都是在自由意志下，自願在低薪、不

良工作環境下為餬口三餐甘願賣命工作，還情有可原，以

「剝削勞工或傾銷」罪名指控也大有商榷餘地。但中國是

一個威權體制，人治的國家，廣大勞工的被強制剝削在

所多有。舉臺商林墾1992年成立的「蘭州正林農墾食品公

司」臺資企業為例，外銷多國的獨家首創AAA級手選大片

瓜子，竟然是強制約一萬名在押人員，以嘴磕、手剝的剝

削方式生產出來的。這些無酬奴工在冬天露天放風場，手

被凍傷、磨破，手上疥瘡淌著膿血滴在瓜子上，牙被嗑掉

或磕壞，指甲整個被剝掉。

2007年6月28日外電報導，繼輪胎、牙膏與玩具火車

後，五種中國人工養殖水產也因被發現含有危害人體健康

的抗生素，而被美國列入有毒與問題商品名單。這項措施

涵蓋所有中國進口的養殖鯰魚、巴沙魚、蝦、鰷魚和鰻

魚。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國輸出含毒食品和其他各類有

毒物品的報導此起彼落，而且不只是某一地方的事件而

已，它已經逐漸遍及全球，形成另一類的「全球化」現

象。不少西方媒體甚至評論說，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

其有毒商品已經構成「另類中國威脅」。

關於中國有毒食品泛濫的禍害，一則在網路上流傳的

笑話就一針見血地表明：「有一個農民買了顆粒飽滿的稻

種，種下去卻不發芽，原來是被煮熟了的假種子，他氣不

過服毒自殺，誰知農藥是假的沒死成。妻子為他死裡逃生

買酒來慶賀，結果遇上毒酒雙雙喪命。」

全球資源浩劫何時了？

在「毒物」被發現之前，對於中國經濟的崛起，當全

球幾乎一面倒的予以正面肯定評價報導之際，其實已有不

少負面的警示出現，但受到極度忽視。例如：中國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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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愈高，標示著全球寶貴資源被掏空的速度愈快（因為

用的是不計成本、耗用資源的生產方式）、中國社會所隱

藏的社會問題也愈見惡化（奴工現象、貧富懸殊普遍和加

劇）；中國經濟崛起所賺取的金錢利益，正被中共當局作

為威逼利誘的工具，不但以經濟利益換取高科技產品和逼

迫雅虎等公司，協助中共在其國內進行更嚴密的監控，致

中國人的言論、人身和政治自由不進反退，而且以龐大的

經貿利益籠絡、收買各國政要，讓國際對中國的反人權、

反自由行動視若無睹、裝聾作啞，甚至成為幫兇；最可憂

慮的是，中國經濟崛起賺得的大把鈔票已形成聲勢浩大的

「泛濫游資」，正肆虐其股市、房地產，而偌大泡沫金錢

遊戲所隱含的經濟大海嘯正伺機荼毒全人類。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成長快速對全球環境和自然資

源的衝擊，也早已引起世人的關注，2005年10月19日綠色

和平組織公布研究指出，中國已是當今雨林破壞的最大驅

力，數據顯示，每十根熱帶硬木中，有近五根是運往中

國。除了砍伐森林是中國經濟崛起衝擊全球環境的一個面

向外，中國在穀類、肉類、煤鐵的需求量已超過美國，成

為全球最大消耗國。這個訊息告訴我們，中國經濟成長愈

快、掏空全球資源的速度也愈快，除非趕緊改變發展模

式，否則人間的天災人禍將更大、更頻、更廣。

除了出口產業外，中國境內的大規模建設更是極盡耗

用資源之能事，特別是公共建設，官商勾結、貪污舞弊，

而且產品使用率低，外表美侖美奐的高樓大廈，使用率卻

極低。值得提醒的是，這些金額龐大的公共建設，對GDP

是正貢獻，也支撐著高經濟成長率，但「供給過剩」或

「過度投資」或「需求短缺」現象卻留下嚴重後遺症，長

期將是還不起的龐大債務和閒置無用、浪費的建築。

如果依照目前中共指令式、耗用資源方式發展經濟，

由現今局勢看，已經抵達臨界點，中國刻正與各國爭搶資

源已反映出其「報酬遞減」的赤裸裸現實，而成長大幅下

落的日子已不遠，這不但衝擊中國及其廣大人民，也將波

及全球，讓全球人類都受害。因此，為了全人類的福祉，

我們期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立即改弦更張，唯有真正邁入

「民主、自由、市場」的自由經濟體才可救藥。

說到底，除非中共倒臺、解體，紅色資本主義成為純

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且民主中國早日實現，否則全人

類的天災人禍將日益嚴重，毀滅不是不可能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