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筆
者
在
上
期
本
刊
撰
文
指
出
，
以

﹁
中
國
模
式
﹂
為
代
表
的
盛
世

話
語
之
傳
播
強
度
變
化
，
可
視
為
中

國
政
治
氣
候
變
化
的
觀
測
指
標
。
通

過
百
度
檢
索
二
零
零
九
年
下
半
年
以

來
中
國
傳
媒
上
﹁
中
國
模
式
﹂
的
逐

月
傳
播
強
度
變
化
，
可
見
該
詞
在
建

國
六
十
年
慶
典
前
後
達
到
高
峰
，
其

後
熱
度
回
落
，
但
仍
較
高 (

見
圖)

。

圍
繞
﹁
中
國
模
式
﹂
，
出
現
了
一
批

觀
點
相
左
的
文
章
。
其
立
場
大
致
可

分
為
﹁
宣
揚
派
﹂
、
﹁
質
疑
派
﹂
和

﹁
慎
言
派
﹂
。

爭 議 與 價 值 分 化

一
黨
體
制
，
認
同
政
府
將
穩
定
置
于

首
位
，
其
中
有
人
高
度
肯
定
國
有
企

業
的
作
用
，
認
為
國
企
是
中
共
執
政

的
重
要
經
濟
基
礎
，
國
企
崛
起
顯
示

了
﹁
中
國
模
式
﹂
的
獨
特
優
勢
。

(

人
民
網
：h

ttp
://ccn

ew
s.p

eo
p

le.
com

.cn
/G

B
/ 10971543.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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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零
年
第
四
期
︽
財
經
︾

雜
誌
刊
登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教
授

黃
亞
生
的
文
章
︽
﹁
中
國
模
式
﹂
有

多
獨
特
︾
。
作
者
在
文
中
請
讀
者

﹁
先
來
觀
察
這
麼
一
個
國
家
﹂—

﹁
它
具
有
下
列
特
徵
：
政
府
儲
蓄
率

在
六
年
之
內
增
加
了
一
倍
；
基
尼
系

數(

即
在
全
部
居
民
收
入
中
，
用
於

進
行
不
平
均
分
配
的
那
部
分
收
入
佔

總
收
入
的
百
分
比) 

是 0.45

；
工
資
增

長
落
後
於 G

D
P 

增
長
；
一
百
家
最
大

企
業75%

的
資
產
是
國
資
；
政
治
上

沒
有
競
爭
；
對
外
資
非
常
開
放
；
工

業
化
速
度
非
常
快
，
十
年
內
農
業
就

業
減
少
了
三
分
之
一
。
﹂

這
是
中
國
嗎
？
﹁
如
果
你
認
為

這
是
在
講
中
國
，
你
沒
有
全
錯
。
﹂

對
﹁
中
國
模
式
﹂
持
異
議
的
黃
先
生

引
述
資
料
說
，
中
國
政
府
儲
蓄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佔 G

D
P 

的
百
分
之
四
點

四
，
二
零
零
七
年
該
比
例
提
升
至
百

分
之
八
點
一
，
增
長
近
一
倍
；
中
國

的
收
入
分
配
不
均
世
人
皆
知
，
基
尼

系
數
很
高
。
但
他
緊
接
著
告
訴
讀

者
，
他
說
的
那
個
國
家
，
其
實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巴
西
。
當
年
的
巴

西
和
如
今
的
中
國
頗
為
相
似
，
用
強

大
的
行
政
手
段
，
徵
收
土
地
，
投
資

基
建
，
發
展
國
企
，
創
造
了
﹁
奇
跡

年
代
﹂
，
一
些
評
論
家
認
為
巴
西
可

以
成
為
挑
戰
美
國
的
西
半
球
巨
人
。

但
巴
西
模
式
給
經
濟
和
社
會
留
下
無

窮
後
患
，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高

度
通
脹
，
不
斷
爆
發
金
融
危
機
，

G
D

P 

的
高
速
增
長
變
為
零
增
長
，
政

治
動
蕩
，
犯
罪
率
居
高
。

國
家
與
國
民
關
係
，
是
爭
議
焦

點
。
質
疑
派
認
為
﹁
中
國
模
式
﹂
是

一
種
以
犧
牲
國
民
利
益
為
代
價
的
國

家
資
本
主
義
模
式
、
權
貴
資
本
主
義

模
式
。
中
國
二
零
一
零
年
的
財
政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長
百
分
之
十
一
點
七
，

高
於 G

D
P 

增
長
三
個
百
分
點
。
二
零

一
零
年
第
四
期
︽
財
經
︾
雜
誌
的
社

評
︽
審
慎
看
待
﹁
中
國
模
式
﹂
︾

問
：
﹁
在
大
幅
度
巨
額
經
濟
刺
激
計

劃
的
情
況
下
，
財
政
收
入
何
以
不
減

反
增
呢
？
﹂
社
評
說
：
﹁
這
意
味

著
，
儘
管
做
大
了
蛋
糕
，
但
政
府
拿

走
了
更
多
，
民
間
獲
得
的
份
額
相
應

減
少
。
有
關
新
一
輪
﹃
國
進
民
退
﹄

的
議
論
也
表
明
了
各
級
政
府
在
與
個

人
和
市
場
競
爭
利
益
。
與
此
同
時
，

政
府
財
政
投
資
不
僅
邊
際
收
益
遞

減
，
同
時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擠
出
了

民
間
資
本
，
使
得
無
處
可
去
的
民
間

資
本
大
量
進
入
股
市
和
樓
市
，
推
高

了
資
產
泡
沫
的
風
險
。
﹂

﹁
中
國
模
式
﹂
恐
成
改
革
對
象

建
國
六
十
年
慶
典
前
後
，
中
國

“中國模式 ” 近期傳播強度的逐月變化
（2009年7月至2010年2月）

網
絡
新
聞
標
題
使
用
篇
數

﹁
中
國
模
式
﹂
的
要
穴
是
﹁
國
﹂

﹁
中
國
模
式
﹂
最
有
力
的
宣
揚

者
，
是
一
些
標
榜
﹁
中
國
學
派
﹂
、

持
國
家
主
義
立
場
的
學
者
。
他
們
認

為
本
次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宣
告
了
西
方

體
制
的
破
產
和
中
國
道
路
的
成
功
。

他
們
認
同
所
謂
能
夠
﹁
集
中
力
量
辦

大
事
﹂
的
舉
國
體
制
，
認
同
中
共
的

再 談 中 國 模 式

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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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談 「 中 國 模 式 」 ：  

官
方
熱
衷
宣
揚
﹁
中
國
模
式
﹂
。
但

到
年
末
，
慎
言
派
的
言
論
漸
多
。
慎

言
派
堅
守
鄧
小
平
﹁
韜
光
養
晦
，
決

不
當
頭
﹂
的
訓
誡
，
反
對
為
日
益
滋

長
的
浮
躁
情
緒
推
波
助
瀾
。
還
有
人

認
為
，
鼓
吹
﹁
中
國
模
式
﹂
是
美
國

﹁
捧
殺
中
國
﹂
的
陰
謀
，
是
要
讓
中

國
承
擔
更
大
的
﹁
責
任
﹂
︵
例
如
在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問
題
上
︶
。

在
中
國
媒
體
中
，
︽
學
習
時

報
︾
值
得
關
注
。
有
學
者
認
為
，
在

當
前
中
國
，
原
本
應
是
思
想
解
放
前

沿
的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
成
了
保
守

力
量
的
堡
壘
，
而
中
央
黨
校
卻
成
了

黨
內
改
革
的
大
本
營
；
其
標
誌
，
就

是
中
央
黨
校
主
辦
的
︽
學
習
時

報
︾
。
這
份
報
紙
，
旗
幟
鮮
明
主
張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
多
次
轉
引
︽
南
方

都
市
報
︾
、
︽
新
京
報
︾
等
敢
言
媒

體
的
言
論
。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該
報
發
表
了
一
組
對
﹁
中
國
模

式
﹂
存
疑
的
文
章
，
作
者
中
有
黨
內

高
官
。全

國
政
協
外
事
委
主
任
、
原
國

新
辦
主
任
趙
啟
正
在
︽
中
國
無
意
輸

出
﹁
模
式
﹂
︾
中
寫
道
：
﹁
﹃
模
式
﹄

一
詞
含
有
示
範
、
樣
本
的
含
義
，
但

是
中
國
並
無
此
示
範
之
意
。
這
個
模

式
或
案
例
處
於
現
在
進
行
時
，
它
還

在
發
展
中
。
﹂
在
︽
中
國
改
革
︾
雜

誌
二
零
一
零
年
第
一
、
二
號
合
刊

中
，
趙
啟
正
再
次
撰
文
，
明
確
提

出
，
他
更
傾
向
於
以
﹁
中
國
案
例
﹂

的
說
法
代
替
﹁
中
國
模
式
﹂
。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
中
央
黨
校
前

副
校
長
李
君
如
的
︽
慎
提
﹁
中
國
模

式
﹂
︾
一
文
稱
，
﹁
鄧
小
平
曾
經
希

望
我
們
到
二
零
二
零
年
，
中
國
各
方

面
體
制
能
夠
定
型
。
但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到
今
天
，
我
們
的
體
制
還
沒
有
完

全
定
型
，
還
在
繼
續
探
索
。
講
﹃
模

式
﹄
，
有
定
型
之
嫌
。
這
既
不
符
合

事
實
，
也
很
危
險
。
﹂
在
舊
體
制
還

沒
有
完
全
變
革
、
新
體
制
還
沒
有
完

善
定
型
的
情
況
下
，
說
我
們
已
經
形

成
了
﹁
中
國
模
式
﹂
，
以
後
就
有
可

能
把
這
個
﹁
模
式
﹂
視
為
改
革
的
對

象
。

核
心
問
題
是
要
不
要
政
治
改
革

曾
寫
過
︽
民
主
是
個
好
東
西
︾

一
文
的
學
者
俞
可
平
，
亦
接
受
媒
體

訪
問
，
談
論
﹁
中
國
模
式
﹂
。(

人

民
網
： h

ttp
://th

e
o

ry
.p

e
o

p
le

.
co

m
.cn

/G
B

/ 10679036.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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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他
聲
稱
﹁
我
對
中
國
模
式
充
滿
期

待
﹂
，
被
網
友
認
為
﹁
向
左
轉
﹂
。

然
而
細
讀
訪
談
錄
，
發
現
他
和
那
些

將
﹁
中
國
模
式
﹂
看
作
建
國
六
十
年

的
來
成
功
經
驗
、
貼
上
馬
列
主
義
、

社
會
主
義
標
籤
的
宣
揚
派
不
同
，
他

的
論
述
帶
著
黨
內
改
革
派
的
色
彩
。

俞
可
平
坦
言
﹁
中
國
模
式
還
在
形
成

之
中
，
遠
未
定
型
；
中
國
模
式
既
有

成
功
的
經
驗
，
也
有
需
要
吸
取
的
教

訓
。
﹂
他
在
解
釋
﹁
中
國
模
式
﹂
的

要
素
時
說
，
中
國
在
經
濟
上
﹁
既
不

推
行
純
而
又
純
的
公
有
制
，
也
不
實

行
全
面
私
有
化
﹂
，
政
治
上
﹁
不
是

簡
單
的
一
黨
政
治
﹂
，
在
意
識
形
態

上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主
導
地
位
和
多

元
思
潮
並
存
。
他
特
別
將
﹁
公
民
社

會
已
經
產
生
，
並
且
正
在
對
社
會
生

活
產
生
日
益
重
大
的
影
響
﹂
也
作
為

﹁
中
國
模
式
﹂
的
要
素
之
一
。
他
認

為
﹁
中
國
模
式
﹂
推
行
增
量
的
經
濟

與
政
治
改
革
，
以
漸
進
改
革
為
主
要

的
發
展
策
略
，
同
時
進
行
必
要
的
突

破
性
改
革
。

所
謂
的
突
破
性
改
革
，
當
然
是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
圍
繞
﹁
中
國
模
式
﹂
的

這
場
爭
議
，
核
心
是
要
不
要
政
改
。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教
授
袁
偉
時
先
生
一

針
見
血
指
出
，
中
國
的
政
治
體
制
明

顯
滯
後
，
這
是
國
內
外
公
認
的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不
是
去
推
動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
反
過
來
盲
目
歌
頌
所
謂

﹁
中
國
模
式
﹂
，
這
是
很
危
險
的
。

一
個
願
意
改
革
的
黨
，
偏
偏
有
人
跟

它
說
，
你
已
經
成
功
了
，
世
界
都
在

向
你
學
習
了
。
今
後
的
路
會
很
困

難
，
有
很
多
反
復
。
﹁
這
是
改
革
和

反
改
革
、
現
代
和
前
現
代
博
弈
過
程

的
組
成
部
分
，
勝
負
未
分
，
危
機
仍

在
，
人
們
應
該
認
真
關
注
。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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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大
學
新
聞
及
傳
媒
研
究
中
心

中
國
傳
媒
研
究
計
劃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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