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地方黨委換屆完成，官員年齡優化、高學歷及具共青團資歷者獲

晉升。人事安排兼顧加強中央對地方領導的力度與發展區域經

濟，顯現胡溫「十七大」權力部署雛形。 

█緩步推進政治改革，晉升非共黨人士為正部級官員，中南海高層

欲掌握論述主導權。 

█持續推進反腐敗工作，尤重治理商業賄賂，打擊「建設」、「金

融」等專項領域。 

 

 

一、地方黨委換屆完成，胡溫「十七大」權力部署初步形成 
中共「十七大」將於2007年下半年召開，在此之前須完成31個省、市、自治

區的黨委改選。換屆進度按中共部署，第1輪換屆自2006年下半年起至當年年底，

共完成14個省（市、區）黨委換屆工作（西藏、新疆、內蒙、遼寧、河南、安徽、山西、江蘇、湖南、河北

、雲南、廣西、福建、江西），第2輪換屆自2007年3月的兩會後開始至6月底，進行17個省（

市、區）（黑龍江、甘肅、海南、貴州、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重慶、四川、浙江、湖北、吉林、青海、寧夏、陜西

、山東）的黨委換屆工作（省級黨委異動情形如附表1）。 

 

◆官員年齡優化、高學歷已為常態 
中共中央對省級官員任職年齡有明確規定（省委書記、省長為65歲，紀委書記為63歲，常委則

為60歲。在提名上述官員時，若年齡分別已到63、61、58歲，則一般不會在提名行列），此批調整的省委書記

平均年齡為59歲，達到了地方領導人年輕化的要求。且省級領導人出生於50年代

的漸成中堅力量，達到12人，比例高達39%。 

新一屆省委書記中，普遍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具碩士學歷者達10人，博士學

歷者4人，顯示晉升高學歷者已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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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共青團資歷者多晉升要職 
在這輪的人事變動中，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四川省委書記杜青林、廣西區

委書記劉奇葆等人都有多年共青團系統工作的經歷；獲連任的遼寧省委書記李克

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曾在80年代跟胡錦濤在共青團共事過，被認為是嫡系

「團派」；同樣在共青團系統工作過的尚有重慶市委書記汪洋、黑龍江省委書記

錢運祿、新疆省委書記王樂泉等。 

中共「十七大」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這是胡錦濤主政後首次主導中共全國

代表大會。此前將部分地方省委換上團系人馬，表明掌權4年多的胡錦濤政權已穩

固，同時也將有利於推行其治國路線(前哨，2007.5)。 

 
◆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強化中央對地方的領導 
省部級高官中，有些安排凸顯中共欲藉官員輪替實行「上下交流」，因而有

官員空降地方的情形。分別為曾任農業部長的杜青林調任四川省委書記、共青團

中央第一書記周強調任湖南省長、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韓長調任吉林省長

和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汪洋調任重慶市委書記。 

此外，在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方面，上海、天津是地域觀念相當強的地方，多

年來兩地的市委書記幾乎由當地的官員升任。以上海為例，江澤民到陳良宇任職

期間的所有市委書記和市長皆在上海由基層一路晉升。這次中共藉由異地人馬空

降津、滬，即有意打破「人插不入、水潑不進」的藩籬，以鞏固中央對地方的領

導(本會資料)。 

 
◆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政治的幹部路線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表示，此次人事變動「中央是從全局角度來考慮地

方官員調整的，這個全局既包括各項工作的開展，也包括未來中央人事的安排」(

鏡報，2007.5)，可窺見胡錦濤的幹部路線和用人思路。 

目前地方一把手的調動實際上彰顯了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的一個走向，那就是

區域經濟協調融合，更注重中央宏觀調控和科學發展。尤其第2輪調整的天津、山

東、上海、浙江、陜西、青海等6個省、直轄市，含括中國大陸3個重點發展區域

：環渤海區、長三角地區、西北地區，區域內一把手的輪換，料可推進該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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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鏡報，2007.5)。習近平履新上海，以其在浙江的工作經歷

（在浙江時積極參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支持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和滬杭磁浮鐵路，鏡報，2007.5），將

對整合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大有裨益；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調任天津省

委書記，將促進包括山東、天津、遼寧等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 

此外，目前的省委書記中，多數有過主抓經濟專業背景（例：李克強、張寶順、張高麗

等）、共青團服務經驗、意識形態工作的經歷（例：張慶黎、徐春光、白克明、劉奇葆、強衛等），

顯示胡在人事安排上不僅重視政治安排，亦重視地方首長的經濟建設能力。 

 
◆京、津、滬 3諸侯人事佈局、國務院部長提前到位 

觀察家認為，此番大規模人事變動「可視作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地方人事

調整的一個延續」，既是省委的正常換屆，也是「十七大」幹部佈局的重要環

節(鏡報，2007.5)。 

依照慣例，京、津、滬的一把手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而此次3地官場異動

將成為觀察十七大政治局人選的窗口。去年以降，3地接連發生貪腐弊案（前北京市副

市長劉志華、北京市海淀區區長周良洛、前天津檢察長李寶金、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顯露出地方諸侯據

地為王、與地方利益糾葛問題嚴重的情形。中共中央除直接派員到直轄市主持紀

委工作（北京馬志鵬、天津臧獻甫、上海沈德詠）外，津、滬亦直接由他地調任新任一把手主政

，期強化中央對地方的領導，並糾正地方貪腐之風。惟亦有評論指出，中共中央

反腐強打京、津、滬，僅是政治鬥爭的具體表現（例如，胡以陳良宇為切入點對付江澤民。亞洲時

報在線，2007.6.9）。 

繼去年嚴打上海腐敗案，陳良宇遭雙規，並安排習近平進入上海後，近期轉

打北京。以北京市海淀區區長周良洛為例，海淀區雖是北京極為重要的地區，但

以周良洛的官位層級，竟出動中紀委約談，顯示其背後要挖掘的貪腐案件絕對涉

及更高層級的官員，周良洛只是引子而已。此外，前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

龍新民上任不到16個月即遭免職。由於龍先前擔任過北京市委副書記，因此龍的

進退格外引人注目，似顯示胡溫正加強對京城官場的調整。目前龍被免職的原因

尚未公佈，惟有消息指稱，龍被調查的主因是他在北京市工作的期間（2005.12-2007.4）

，其在某大國企擔任領導職務的妻子已遭「雙規」(廣角鏡，2007.5)。 

此外，按中共十五、十六大的慣例，黨代會前通常只安排「封疆大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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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變動留待人大會議敲定(廣角鏡，2007.5)。惟中共中央在「十七大」召開前即一連更

換5位部長（外交部長楊潔箎、科技部長萬鋼、水利部長陳雷、國土資源部長徐紹史、衛生部長陳竺），雖有新

舊更替之意（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今年67歲，已超過退休年齡），但部長在黨代會前提前到位，並非

常規，加以新任部長中有2位為非共黨人士，或顯示胡溫欲在今秋「十七大」來臨

前提前進行人事部署以鞏固權力，並藉由晉升2位非共黨人士為正部級官員，作為

其「十七大」將推動的政治改革先聲。 

 

附表1  新一屆中共省級黨委 

省/市 

/自治區 
黨委書記 年齡 簡歷 

西藏 張慶黎 
56 

(1951.1) 

山東東平人。研究生學歷。曾任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山東

省委宣傳部部長、蘭州市委書記、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新疆 王樂泉 
63 

(1944) 

山東省壽光縣人。研究生學歷。曾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

記、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新疆黨

委書記。 

內蒙 儲波 
63 

(1944.10) 

安徽桐城人。天津大學水利工程系畢，大學學歷。曾任湖南

省岳陽市市長、市委書記，河南省省長、中共內蒙古自治區

黨委委員、常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遼寧 李克強 
52 

(1955.7) 

安徽定遠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畢，法學學士、經濟學博士。

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中共青年政

治學院院長、河南省長和省委書記。2004 年任遼寧省委書記。

河南 徐光春 
63 

(1944.11) 

浙江省紹興人。大學學歷。曾任新華社上海、北京分社社長、

黨組書記、光明日報社總編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

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黨組書記。2004 年起任河南省委

書記。 

安徽 郭金龍 
60 

(1947.7) 

江蘇南京人。南京大學物理系畢，大學學歷。曾任四川樂山

市委書記、四川省委副書記，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黨委

書記。2004 年 12 月任安徽省委書記。 

山西 張寶順 
57 

(1950.2) 

河北秦皇島人。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碩士學歷。曾任

共青團中央青工部副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全國青聯

主席，新華社副社長、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山西省省長。

2005 年任山西省委書記。 

江蘇 李源潮 
57 

(1950.11) 

江蘇漣水人。復旦大學數學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碩士、

中央黨校法學博士。博士學歷。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處

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江蘇省常委

與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2002 年 12 月任江蘇省委書記。

湖南 張春賢 
54 

(1953.5) 

河南禹州人。管理學碩士學歷。曾任雲南省省長助理、交通

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交通部部長、黨委書記。2005 年 12

月任湖南省委書記。 

河北 白克明 
64 

(1943.10) 

陜西靖邊人。大學學歷。曾任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副部長，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人民日報社長，海南省委書記。2002 年

11 月任河北省委書記。 

雲南 白恩培 61 陜西清澗人。大學學歷。曾任陝西省延安地委書記，內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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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自治區 
黨委書記 年齡 簡歷 

(1946.9) 治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長、黨委副書記，青海省委副書記、

省長、省委書記。2001 年起任雲南省委書記。 

廣西 劉奇葆 
54 

(1953.1) 

安徽宿鬆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畢，碩士學歷。曾任共青團

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副書記、書記、黨組書記，

宿州市委副書記、市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

安徽省委副書記，人民日報報社副總編輯，國務院副秘書

長，2000 年起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福建 盧展工 
55 

(1952.5) 

浙江慈溪人。黑龍江建築工程學校工業與民用建築系畢，大

學學歷。曾任嘉興市委書記，浙江省組織部部長、省委副書

記，河北省委副書記，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

組副書記，福建省省長。2004 年起代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江西 孟建柱 
60 

(1947.7) 

江蘇省吳縣人。碩士學歷。高級經濟師。曾任中共上海市委

會農村工作委員會書記、上海市副秘書長、中國共產黨全國

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副市長。2003 年當選為江西省人大常

委會主任。 

上海 習近平 54 
（1953.6） 

陝西富平人。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畢業、清華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畢，博士學歷。曾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

福建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省長，浙江省副省長、

代理省長、省委書記。為中共15屆中央候補委員，16屆中央

委員。 

浙江 趙洪祝 60 
（1947.7） 

內蒙古寧城人。大學學歷。曾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中紀

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監察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

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及常委。 

天津 張高麗 61 
（1946.11） 

福建晉江人。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大學學歷。曾任廣東省

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山東省副省長。2002年任山東省

委書記。 

山東 李建國 61 
（1946.4） 

山東鄄城人。山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曾任天

津市委辦公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秘書長、常委、副書記

，陝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為中共第14屆中央候

補委員，第15屆、16屆中央委員，9屆全國人大代表。 

陝西 趙樂際 50 
（1957.3） 

陝西西安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大學學歷。曾任青海省

商業廳廳長、黨委書記、省長。2003年任青海省委書記。 

青海 強衛 54 
（1953.3） 

江蘇無錫人。中國科技大學管理科學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研

究生學歷。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政法委書記，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北京市委副書記。為中共第15、16大代

表，中共第16屆中央候補委員。 

貴州 石宗源 
61 

(1946.7) 

河北省保定市人。大學學歷。曾任甘肅省常委，吉林省常委

、省委副書記，2005年起任貴州省委委員、常委、書記。 

甘肅 陸浩 
60 

(1947.4) 

河北昌黎人。主修化學分析。曾任甘肅省常委、副書記、省

長。2006年起擔任甘肅省委書記。為第15届中央候補委員，

16届中央委員。 

黑龍江 錢運錄 
63 

(1944.10) 

湖北大悟人。湖北大學國民經濟計畫統計系畢，大學學歷。

1982-1983年曾任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曾任湖北省委副書記

、常委，貴州省長、省委書記。2005年起任黑龍江省省委委

員、常委、書記。為第14、15届中央候補委員，第16届中央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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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自治區 
黨委書記 年齡 簡歷 

海南 衛留成 
61 

(1946.8) 

河南泌陽人。北京石油學院勘探系畢業，大學學歷。曾任海

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海南省副省長、代省長、省長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北京 劉淇 
65 

(1942.11) 

江蘇武進人。北京鋼鐵學院治金系鋼鐵治金專業畢業，研究

生學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2年起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為第14屆中央候補委員、第15
及16屆中央委員，第16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吉林 王珉 
57 

(1950.3) 

安徽淮南人。南京航空學院機械製造專業畢業，博士生學歷

。曾任江蘇省副省長、市委書記，吉林省委副書記。2006年
起擔任吉林省委書記。 

重慶 汪洋 
52 

(1955.3) 

安徽宿州人。中國科技大學工學碩士。曾任共青團安徽省宿

縣地委副書記、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共青團安徽省

委副書記、安徽省省委副書記、省長，並曾任國務院副秘書

長。2005年起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為第16届中央候補委員、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四川 杜青林 
61 

(1946.11) 

吉林磐石人。研究生學歷。曾任共青團吉林省委副書記、書

記，團中央委員，吉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

曾任海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書記，四川省省委委員

、常委、書記。2007年當選為四川省第10屆人民代表大會常

委會主任。 

寧夏 陳建國 
62 

(1945.7) 

山東榮城人，主修經濟，大學學歷。曾任煙臺市委常委、煙

臺市副市長、煙臺市委書記，山東省常委、副省長、省委副

書記，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書記、人大常委會

主任。2002年當選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為第15屆中央候補

委員、第16屆中央委員。 

湖北 俞正聲 
62 

(1945.4) 

浙江紹興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畢，大學學歷

。曾任山東省煙臺市委副書記、市長；山東省常委，青島市

委書記、市長。2001年任湖北省委書記。為第14屆中央候補

委員，第15、16屆中央委員，第16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 張德江 
61 

(1946.11) 

遼寧臺安人，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畢，大學學歷。曾

任吉林省委副書記、書記，浙江省委書記。2002年起任廣東

省委書記。為第14屆中央候補委員，第15屆、16屆中央委員

，第16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緩步推進政治改革 
為預定今年秋天召開的「十七大」，中共中央去（2006）年 11月下發的「關於黨

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通知」，普遍被視為中共有意緩步推進黨內民主的指標（根據

「通知」，此次選舉將採取擴大差額選舉比例、省區市在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之前，要向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

士通報等規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亦表示，中共「十七大」將繼續推進黨內

民主（自由亞洲之聲，2007.6.2）。因而在「十七大」召開前夕，中共政治改革的步伐受到

相當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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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高層官員欲掌握民主論述主導權 
溫家寶在今年 2月 26日透過新華社發表的署名文章（「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

離的，高度的民主、完備的法制，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標誌。我們完全可以在

社會主義條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國家。我們要立足國情，在實踐中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規律」，溫家寶「關

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新華社，2007.2.26）及於 3月 16日「兩會」後

記者會（「社會主義建設，包括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都還不足。我們願意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

的文明成果，結合我們自己的實際，走中國式的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樣，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任何國家

和地區，民主制度的狀況、優劣，都要以實踐為檢驗標準」，兩會後記者招待會，新華社，2007.3.16）上均表示，中

國大陸現階段社會主義制度屬於不成熟、不完善的階段，並明白指出在進行經濟

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建設。6

月 25 日，胡錦濤於中共中央黨校省級幹部進修班發表講話時亦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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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民主渠道；推進決策

科學化、民主化，發展基層民主，保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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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2006.6.25），為「十七大」政

治改革論述定調，並再次宣示中共將推進政治改革的決心。 

中共高層的言論或許意味著其欲提出一個「民主發展路線圖」，以「具中國特

色」的說法一方面對抗長期以來批評中共不民主的說法，另一方面向反對一切民

主改革的舊有勢力進攻。 

 
◆35年來首次晉升非共黨人士為正部級官員 

1989 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

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新華網，

2007.5.28）。2005 年 3 月，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

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和

政府領導職務，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縣以上地方

政府要選配民主黨派成員或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

職」，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等方面作了規範（新華網，2005.3.20）。 

日前，中共一連更換了國務院 5部長（外交、科技、水利、國土資源、衛生），其中科技部

長萬鋼（1952 年 8 月生，上海人，致公黨，博士學歷）、衛生部長陳竺（1953 年 8 月生，江蘇鎮江人，無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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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學歷）的任命打破文化大革命 35年以來非中共黨籍人士僅能擔任省部級副職的

框框（1949 年 9 月 30 日，在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1 屆全體會議上，通過選舉產生的 6 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 3 位；56 名中央政府委員中有 27 人。 同年 10 月 19 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任命的 4 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 2 位；15 名政務委員中有 9 人；在政務院所轄 32 個部、會、院、署、行

的正職負責人中有 13 人；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有 54 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國務院各部委中仍有非共產黨

員部長 9 人。但此一制度在文革中遭到徹底的破壞），或顯示胡溫將吸納更多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執

政（廣角鏡，2007.5），落實「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評論指出，非中共人士擔任政府部委正職，無疑會為權力結構帶來重大的變

化，此變化將對權力運行機制產生重大影響（博訊，2007.6.29），體現了中央對推進民

主政治的決心（北京大學政黨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中國國際廣播電臺，2007.6.30）。有分析指稱，在

衛生部人事異動部份，原衛生部長高強改任副職，並留任黨組書記，顯示「黨政

分開」，且黨組書記開始居部長副手，即「黨從屬於政」，此為一重大的政治發展

（亞洲時報在線，2007.7.2）。惟亦有分析指稱，非共產黨員的部長因其身份不會兼任黨組

書記，而該部的實際領導人為黨組書記，部長依舊無法掌握實權（自由亞洲之聲，

3007.6.2）。 

 
◆政治改革引發民主激辯 

去年，被視為胡錦濤智囊之一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發表了「民主

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學習時報，2006.12.26），掀開了胡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開端。後俞

氏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上舉行「中國政治前景變化」的研討會上表示「中國

大陸將從基層民主到更高層的民主，從黨內民主走向社會和整個國家的民主，從

較少的競爭走到更多的競爭」，並提出「增量民主」的概念（中新網，2007.4.16）。今年 3

月，人民日報（例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正確認識和對待民主社會主義」、「只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國」）與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全

面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的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闡釋」）多次刊登討論有關

社會主義民主的文章，這些文章皆以中國現行制度為基礎，著重論述中國社會主

義不同於西方民主，是適應中國國情的新型民主模式，大體呼應胡溫「具中國特

色的民主」的說法。 

被視為是中共黨內元老改革派的炎黃春秋 2 月號刊登了謝韜的署名文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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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倡議中國應放棄前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改

循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此篇文章引發北京、上海、浙江保守學者和前中共高官

的強烈反彈，針對謝韜文章的批評研討會陸續召開（例如：3 月 17 日，上海召開「關於『民主社

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問題座談會；4 月 11 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批

駁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亂黨謬論說」）研討會」），在一些左派網站上亦出現批判文章

（例如：「批判謝韜反共文章，打退修正主義思潮的猖狂進攻」，林柏葉；「精讀恩格斯『導言』思想，批判謝韜的反動謬論」，

潄玄）。 

惟中共官方對謝的文章並未直接批判。報導指出，4 月 28 日，中共中宣部向

各大媒體下達口頭通知表示，「對謝韜文章不作任何形式的評論」；5 月 10 日，人

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看待民主社會主義」的答讀者問，雖認為民主社會

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但此篇文章係採

讀者問答的非正規形式，且並未完全將民主社會主義駁得一文不值，被視為僅是

中共中央回應左派的文章（亞洲週刊，2007.5.27）。 

 
◆偽民主疑慮仍在 
中國大陸近年來各級政府的貪腐事件層出不窮，各界也不斷的在呼喚民主制

度的創新，中共中央今年以來的動作或可顯示其體認到目前嚴重滯後的政治改革

與中國大陸的社、經發展難以配合，將可能擴大民怨與社會動亂，因此願意朝政

治改革的步伐推進。 

惟評論指出，「黨內民主」與「民主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權力制衡的機制是

「民主政治」，「黨內民主」僅是「關起門來鬥爭」，無法抑制貪污與實現公平。若

不從事政治制度改革，將無法解決問題，且與毛澤東所提的「民主集中制」沒有

區別（爭鳴，2007.5）。 

 

三、持續加強反腐工作 
胡錦濤於 6月 25日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講話為「十七大」定調，

強調要整治貪腐、平均分配財富、積極推動黨內民主（聯合報，2007.6.27）。顯示繼去年

中共大規模反腐動作以後，中共仍將反腐擺在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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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強調從源頭反腐 
今年初，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印發了「關於中央和國家機關貫徹落實 2007

年反腐倡廉工作任務的分工意見」，中央紀委副書記何勇並強調要抓好胡錦濤提出

的 4 個方面工作（1.抓好領導幹部教育、監督和廉潔自律；2.抓好大案要案查處；3.抓好糾正損害群眾利益不正之

風的工作；4.抓好反腐倡廉工作體制機制創新，健全防範腐敗的體制機制）。中紀委書記干以勝今年 2月即

透露，為了加強預防腐敗的力度，中共正積極籌建國家級的預防腐敗專門機構（新

華網，2007.2.13），將分散於各部門的預防犯罪工作統一，也是為了履行「聯合國反腐

敗公約」（2003 年簽署。第 6 條：各締約國均應當根據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設有一個或酌情設有多個機構……

預防腐敗，並賦予機構「必要的獨立性」，使其能夠有效地履行職能和免受任何不正當的影響）所規定的義務（新華

網 2007.2.16），推進「源頭反腐」。報導指稱，該局將有可能於年內掛牌成立。 

雖然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職能目前尚未明確，但有分析指出，根據干以勝關於

預防腐敗工作的理論，該局未來的職能可能有 4個方面：1.加強對幹部的教育（使黨

員幹部增強廉潔自律的自覺性）、2.加強制度建設（不斷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水平）、3.加強對權力

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包括對貫徹落實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情況進行監督）、4.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

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義務（新華網，2007.5.31）。 

    然而，目前中國大陸的反腐敗機構已相當多，黨內有中紀委，行政部門有

監察部，司法部門有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事實上已為反腐設下了道道圍牆，

但卻仍未能緩解腐敗問題，主要的原因在於權力過度集中，監督力道卻相當薄弱。

即將成立的國家反腐敗局能有多少功用，或僅是制度上的疊床架屋，仍有待觀察。 

 

◆治理商業賄賂，著重在建設與金融領域 
中紀委副書記何勇在「全國治理商業賄賂工作座談會」（4 月 28 日）上表示，要以

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指導，貫徹科學發展觀、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採取 5大措施推進治理商業賄賂的工作（1.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行業的治理力度；2.加大查辦案件的力度；

3.加大市場監管的力度；4.加大源頭治理的力度；5.加大政策研究和執行的力度），以實際行動迎接「十七大」

的召開（人民網，2007.4.29），且強調務必取得查辦商業賄賂案件工作新成效（司法機關和行政

執法部門查辦商業賄賂案件工作座談會。新華社，2007.6.28）。 

今年前 5個月，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商業賄賂犯罪案件 4,700多件，發生在

工程建設、土地出讓、醫藥購銷等領域的達 2,000 多件（佔立案總數逾 6 成），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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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表示，今年最高檢察院將重點查辦城鎮「建設領域」商業

賄賂犯罪案件工作(全國治理商業賄賂工作座談會，中新社，2007.4.29)，反貪污賄賂總局負責人亦

表示，將採取 3 大措施（1.認真調研；2.積極開闢案源；3.集中力量查辦案件）推動查辦建設領域商

業賄賂犯罪案件工作。此外，何勇表示要著重「金融領域」的專項工作（新華社，2007.6.1）。

5月 16日，中共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召開第 5次會議，會中討論通過了「關

於深入推進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和「關於在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中

正確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見」，何勇並於會中強調治理商業賄賂的 5個重點工作原則

（1.要堅決查辦商業賄賂大案要案【著重查處官商勾結的案件，著力查辦嚴重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2.要強化行業監

管、3.要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和行業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政務公開制度、4.要積極打造健康的商業文化、5.要嚴格執行法

律法規和黨紀政紀的有關規定。新華社，2007.5.16）。顯示中共目前將集中重點打擊商業腐敗行為，

而目前重心將擺在「建設」與「金融」等與民眾切身相關的領域。 

中共近年來持續關注反腐議題，並揭示若干規定以展示其決心，惟年年反腐

卻是越反越腐，究其原因係因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無權力制衡機制所致，但中

共卻一直以反腐來迴避這樣的問題。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各方面條件持續發

展，民眾對於政治參與的需求及公民權利的要求將會越來越渴切，雖中共企圖以

專項打擊與民眾利益切身相關的腐敗，企圖緩解民怨，但若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

以制衡權力，所有的反腐措施仍舊將是治標不治本。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