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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中國大陸黨政人事異動及地方黨代會舉行
情形之觀察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 北京、上海、重慶、天津市長在「六中全會」後出現調動，北京市

長蔡奇、上海市長應勇為習最為親信的人馬，另劉鶴妹夫龔正任山

東省省長，其前副手唐仁健任甘肅省省長，王岐山嫡系蔣超良任湖

北省委書記，習親信全面接管省市一把手。 

■ 習近平在貴州當選「十九大」的地方黨代表，繼「十七大」、「十

八大」代表上海後，首次更換選區，被解讀為習對貴州省委書記陳

敏爾高度政治信任。 

■ 中國大陸 21 個省份已召開地方黨代會，海南、甘肅、山東、浙江等

四省，全由「50 後」書記搭配「60 後」省長；新上任的省級黨政一

把手，不少曾是航空、法律、醫學等領域專家；另軍區政委不再進

入地方常委會，逐漸強化政法體系勢力，並減少軍隊與地方的利益

糾葛。 

 

（一）近期地方黨政人事異動 

        檢視中共高層體系的權力運作，由於派系政治的因素，最高領導人的

權威與影響力，時常處於不明的狀況。不過，自習近平主政後，他通過反

腐工作與組織重整的推展，將過去的派系權力均衡逐漸打破。這同樣反映

他在省級官員的高度調動情況上，在習近平主政的第二年，2013 至 2016

年，有 18 位省（市）委書記遭到更替，約占全部比例的 58%。去

（2016）年省委書記有三波調動，習共換了 14 位省委書記。在今

（2017）年，「十九大」召開前，習目前又換了 6 位省委書記。這說明習

對省級一把手的控制力，極為直接，媒體評論稱這種狀況「半壁江山易

帥」。「習天下」雖遠未成型，但各路人馬似已難以抗衡。 

1.個人關係優先、習親信全面接管省市一把手 

今年 4 月 25 日中共政治局召開的會議發布的通稿中，除說明會議

討論經濟問題和對政法單位的巡視外，最後一句「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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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示著「十九大」可能的人事異動將持續醞釀。鑒於目前詭譎多

變的政治環境，部分資訊外界仍難以探究。但近期習近平對人事安排應

仍會強勢介入，把政治盟友安插到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在「六中

全會」後，中共各省一二把手的調動頻頻。習近平和王岐山的人馬快速

竄升。 

今年這波人事調動中，以直轄市長的調動最值得注意。北京、上

海、重慶、天津市長的人事在「六中全會」後全數出現調動，布局意味

濃厚。當中又以北京市長蔡奇（5月 27日發布擔任北京市委書記）、上

海市長應勇兩人為習最為親信的人馬，兩人在習主政浙江時期共事，並

分別具國安、政法系統工作經驗，蔡奇更曾任中共國安委辦公室副主

任，顯示其備受信任；重慶市長張國清和天津市長王東峰與習關係相對

不明顯，不過張國清現年僅 52 歲，在調任重慶前，曾被傳媒喻為「兵

工少帥」，長期於中共的軍工複合體工作，算是目前省市一二把手中，

少見的少壯派。而有關王東峰，部分媒體猜測，由於王曾長期於陜西任

職，和出身陜西的中辦主任栗戰書、及曾任陝西省委書記的中組部長趙

樂際「相熟」，王的上位也顯示中共政壇的「陜西幫」勢力持續擴大，

而王所在的天津市市委書記李鴻忠是最早表態擁護「習核心」的省委書

記，在經歷年初前天津市長黃興國的政治風波後，執政當局似乎在天津

布下重兵，拔擢的一二把手都有極高的政治忠誠。整體而言這波四大直

轄市市長的人事調動，應是習深思熟慮後的安排。 

在省級人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習近平在貴州當選「十九

大」的地方黨代表，由於省委書記陳敏爾，與習關係深厚，更有著「60

後」出生和「之江新軍」的標籤，習近平在貴州當選黨代表，是繼「十

七大」、「十八大」以來代表上海後，首次更換選區，這也被外界解讀

為習近平對陳敏爾個人高度政治信任。此外，浙江省人事出現變動，浙

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由車俊接替，夏寶龍則打破之前會接政法委書記的傳

言，任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閒職。接替的車俊，其

仕途最為著名事蹟是 2008 年河北石家莊爆發三鹿「毒奶粉」事件時，

以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身分臨危受命兼任石家莊市委書記，處理

「毒奶粉」問題。此後，車俊的仕途踏遍東中西部，兩度擔任「滅火隊

長」，在 2009 年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爆發，時任兵團政委的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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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國調職後，車俊接任新疆兵團政委。此後在新疆連坐數年「冷板

櫈」，直至去年才現轉機，從 6月轉浙江省委副書記後，先是 7月以副

書記身分兼任代省長，今年 1月當選省長，但 4月又接任省委書記，仕

途的三級跳，共僅花 10 個月的時間。由於浙江與習個人頗有淵源，車

俊的出線實際上頗讓外界意外，目前仍無法判定軍俊的仕途為何被提

拔。不過車俊上任不久，「浙江日報」就以車俊的名義刊登「堅定不移

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一文，全文強調習近平主政時期

的調研經驗，並以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作為浙江長期的發展綱

領，政治輸誠極為明顯。此外，山東省省長龔正與習近平無個人關係，

但是與習近平舊部黃坤明、蔡奇有交集，部分媒體則報導其為習近平親

信、中財辦主任劉鶴妹夫。連同龔正在內，與劉鶴具有個人關係的省長

還包括甘肅省省長唐仁健，唐仁健曾任中財辦副主任，外傳是劉鶴最重

要的副手。龔正、唐仁健的出線，可能說明劉鶴這類「大內親信」的智

囊型官員，影響力正開始走出中南海。 

此外，在這波人事變動中，王岐山嫡系的金融系、紀檢體系也有多

位上位，金融系蔣超良任湖北省委書記便是典型的例子，蔣是王岐山在

廣東任常務副省長，處理亞洲金融風暴時，由王親自成立，僅五人的

「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協調小組」核心

智囊。紀檢體系，曾任中紀委常委、中紀委第七紀檢監察室主任、監察

部副部長的黃曉薇已於 10 月由山西省紀委書記升任山西省委副書記。

曾任中央紀委第九紀檢監察室主任劉學新調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紀

委書記。而原中紀委第十紀檢監察室主任陳輻寬則被任命為山東省委常

委、省紀委書記。這不僅體現中共對紀委系統的重視，更意味著「六中

全會」後紀委系統將成為中共的權力重心；另一方面也說明執政當局正

利用將中紀委「嫡系」官員外放，持續發動反腐工作。 

2.其他可能因素 

在其他可能因素方面，有部分技術官僚在這波調動再度受到提拔與

重視。安徽省省長、60 後的「少壯派」李國英是典型代表，出生於

1963 年的李國英，是陸昊之外最年輕的省長。他長期在水利部工作，從

水利部技術員做到了水利部副部長，在水利部工作超過 30 年，其中引

人注目的是李國英在 2009 年獲得中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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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又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另外，與李國英一樣為技術官

僚背景的還有湖南省省長許達哲，長期於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工作，曾被

確認為中國國家跨世紀學術帶頭人。2013 年，在航天系統工作 20 年

後，許達哲出任工信部副部長，正式進入幹部梯隊，並在去年調任中共

湖南省委副書記。值得注意是，省市一二把手目前具航天系統背景的包

括了甫於 4 月升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張慶偉（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

理）、浙江省代省長袁家軍（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理）、加上遼寧

省省長陳求發（曾任國家航天局局長）、廣東省長馬興瑞（曾任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總經理），顯示「航天系」在政壇有一定力量。 

另一值得注意是，是反腐因素對省級地方人事的影響。被徹查的官

員，河北省、山西省、江蘇省背景落馬最多。若以派系因素觀察，除與

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牽連有關外。近年來有關李源潮與前

中辦主任令計劃關係的負面傳聞不絕於耳，多名他的舊部親信，包括遼

寧前書記王珉、雲南前副書記仇和、江蘇前省委秘書長李雲峰等，日前

也落馬受查。李源潮迄今雖尚未落馬，由於趨近屆齡離退年限，「十九

大」若未當選政治局常委，未來動向可能極為凶險。另一觀察是近期落

馬官員年齡日趨降低，近期「65後」省部級落馬高官已有 4人。按照年

齡大小依次是毛小兵（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寧原市委書記，1965 年 4 月生）、

孫鴻志（國家工商總局原副局長，1965 年 9 月生）、冀文林（海南原副省長，

1966 年 7 月生），以及周春雨（安徽副省長，1968 年 7 月生）。反腐工作的

「常態化」與落馬官員的「年輕化」，極可能為未來中共的幹部接班梯

隊帶來不利影響。 

 

（二）地方黨代會舉行情況 

1.地方黨委會提前換屆與「十九大」黨代表選舉 

             中共近期的地方黨代會，一個重要看點是，「十九大」的黨代表選

舉。由於「十八屆六中全會」已於去年 10月 26日落幕，這標誌著中共

政權的進入「迎接十九大」重要時區。「換屆」是中共高層最重要的權

力博弈遊戲，因此在今年初的兩會閉幕以後，至 4 月底已經有 21 個省

份已經召開地方黨代會，先行完成省級黨委換屆工作。這批提早完成換

屆的省分，黨委會的一二把手若無意外，應會平穩度過年底「十九大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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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應不會更替。但在部分要害省市地區，如廣東省、上海市、重

慶市、北京市等，由於牽涉到政治局委員層級的權力布局，這類地區的

一二把手通常會在「十九大」結束後才確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這波調整中，有四個省份是一二把手同時更

換，包括海南、甘肅、山東、浙江，這些省份全部由「50後」書記搭配

「60後」省長。在 2016年之前，「60後」省級黨政一把手屈指可數。

隨著時間推移，作為省級黨委書記後備軍的省長（直轄市市長、自治區

政府主席）群體，「60後」已不再是少數。這批新上任的省級黨政一把

手中，不少曾是各自領域的「精兵悍將」，例如航空器專業的袁家軍、

飛行器專業的張慶偉、法律專業的石泰峰、醫學專業的沈曉明，他們在

入仕前已在各自領域取得特出成績，從政後逐步獲任要職。 

近期的地方黨代會的另一看點，是「十九大」黨代表的選舉。

「十九大」預計將選出 2,300 名的全國黨代表，這 2,300 名黨代表屆時

將「進京」開會，並「選出」「十九大」的領導班子。這場選舉大戲

會從去年 11月 9日起將持續至今年 6月。並繼續沿用近幾次全國黨代

表大會代表選舉的做法，劃分為省區市、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

關、中央金融系統、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等 40 個選舉單位，比「十

八大」時增加 30 名。而根據組織部事前的要求與篩選，強調「十九

大」代表要嚴把人選「政治關」，「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突

出考察人選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養，嚴格把守人選廉潔的

關卡，堅決防止「帶病提名」。部分顯示政治忠誠仍是篩選黨代表的

首要因素。 

3.少數民族區域 

               此外，這波地方黨代會的「換屆」情形，另一看點是「少數民族區

域」的政治生態出現調適。如在新疆，第九屆黨委常委班子共 14 人，

軍方代表罕見地未擔任常委。與上屆相比，本屆新疆黨委常委班子平

均年齡為 56.4歲，最年長的是出生於 1953年的的新疆黨委副書記、自

治區政府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顯示少數民族高層年齡趨於下降。而

在內蒙古，內蒙古黨委常委班子共 11 人，同樣沒有軍方代表，但唯二

的副書記，除政府主席布小林外，另一位是政法委書記李佳。西藏的

情況則是黨委常委班子共 12 人，黨委書記吳英杰、三位副書記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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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兼區政府主席齊扎拉（原拉薩市委書記）是 1998 年以來西藏自治區

第一位外省籍自治區政府主席（雲南籍）。這些地方在人事更動上有幾

個共同點：一是常委會換屆比例偏高，僅有少數幹部留任；二是少數

民族的年輕幹部愈容易被提拔；三是軍區政委已不再進入地方常委

會，但政法體系勢力逐漸強化。更值得注意是，軍區政委退出省市地

方黨委會，並不是發生在少數民族區域的特殊現象，「六中全會」後

換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皆是如此。就此，當這類「戎裝常委」退

出地方黨委常委後，能有效釐清地方主政官員與軍方將領的關係，強

化軍隊的專業性，減少軍隊與地方的利益糾葛。長期而言，將有利於

適應新一波軍事改革建立的新軍事體制，建立新型態的軍地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