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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中共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觀察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主稿 

 

 2024 年度中共黨校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

專題研討班」主題，延續 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宣

揚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凸顯中共領導的本質特徵；然而在黨

管金融思維下，外界看到的只是政治干預金融，而非政治服務金融。 

 習近平的「中國夢」從強國強軍，到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再到當

前的金融強國，顯露其強國雄心戰略日益明顯，雖然大多需要漫長

的過程，但卻已引發西方國家的疑慮與防堵，顯然未蒙其利、先受

其害。 

 

（一）前言 

中共中央黨校每年固定舉辦一些專題研討班，其中以省部級主要

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層次最高、最受矚目。該班首次舉辦是 1999 年

1 月的金融研究班，2000 年 1 月則是財稅專題研討班，其後自 2002

年起，幾乎每年均舉辦專題研討班（2009、2020年停辦）。近幾年，除

2019年 1月專題研討班，以「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為主題，其餘以學習貫徹上一年度的黨大會或全會精神為主題。由於

去（2023）年底中共未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今（2024）年 1月 16

至 19 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

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基本上，這次研討班主題，是延續 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因此，習近平的與會講話，就是對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的進一步闡述，主要環繞中國特色金融發展

之路與建立金融強國的內涵，強調中共將探索一條與歐美本質不同的

金融強國之路。 

 

（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要點與意涵 

2017 年 4 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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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需要學習借鑑外國有益經驗，但必須立足國情，從實際出發，

準確把握金融發展特點和規律，不能照抄照搬。2019 年 2 月，在同

一場合，習近平重申立足大陸實際，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去

年 10 月，習近平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概括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

之路的「八個堅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

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

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統籌金

融開放和安全，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今（2024）年習近平強調，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

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並重申「八個堅持」。 

「八個堅持」之中，以「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最重要也最具「中國特色」。在中共思維裡，凡是具有戰略全局性、

影響層面深廣的事務，都要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去（2023）年 2 月中

共「二十屆二中全會」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組建中央金

融委員會，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

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

策、重大問題等。並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金融系統黨

的工作，指導金融系統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其

目的就在於，讓黨中央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其次，中共強調堅持所謂人民性，認為西方金融以資本為中心，

主要服務對象是富人、大企業；而「中國特色金融」強調以人民為中

心，服務於大眾，同時具有「普惠性」。換言之，金融業不能只服務

一部分群體，不僅要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更要服務所有人民。 

此外，中共認為各國在金融領域競爭，除了金融機構等的硬實力

的競爭，亦包括理念、價值觀、行為規範等軟實力。習近平繼去年在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金融系統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本次進一步提到「積極培育中國特色金融文化」，要求做到：「誠

實守信，不逾越底線；以義取利，不唯利是圖；穩健審慎，不急功近

利；守正創新，不脫實向虛；依法合規，不胡作非為」。希望為金融

系統注入中華傳統道德觀的文化基因。 



3 
 

 

（三）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要點與意涵 

2023年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目標。中共認為金融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金融強

國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沒有金融崛起，終

難有大國崛起。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銀行業資產世界第一，並且擁有

第二大保險、股票和債券市場，但只能說是一個「金融大國」，還無

法稱為「金融強國」。畢竟所謂金融強國，必須本國貨幣能在全球支

付貨幣中占有一席之地，並做為國際儲備貨幣；同時要掌握金融關鍵

基礎設施，擁有在全球具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並且在全球金融體

系治理中，具有話語權參與規則制定等。因此，習近平強調，「金融

強國應當基於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

和綜合國力」，同時提出需要具備的六大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六個強

大」）：強大的貨幣、中央銀行、金融機構、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監

管、金融人才隊伍；同時，透過建立六大體系：健全科學穩健的金融

調控體系、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完

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自主

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

系」。 

此外，中共表明，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是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保障。因此，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強調，要著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特別是系統性風險，要求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並要求

金融管理、宏觀調控、行業主管部門，以及司法機關、紀檢監察機關

加強監管協同，透過健全權責一致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嚴厲打擊金

融犯罪。同時指出，風險處置過程中要堅決懲治腐敗，嚴防道德風險。 

就強大的貨幣來看。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及對外經貿

活動的擴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同時

也是邁向金融強國的必要條件。然而，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統計，2023年 12月份資料，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占比

為 4.14%，維持全球最活躍貨幣的第 4名，次於美元、歐元與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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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近年人民幣國際化雖有進展，惟前行的路程尚漫長遙遠。 

再就中共加強金融監管機制觀察。2023 年國務院金融改革，裁

撤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會），組建國家金融監督

管理總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所有金融業監管，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

制改革，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證監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

機構，進行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革，改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

制、加強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統一規範。讓既有的「一行兩會」變

成「一行一總局一會」的金融監管新格局，同時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

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終結金融機構與地方政

府的糾結不清關係。然而，這樣的機制是否能將監管標準統一、提升

監管效率，尚待觀察，畢竟中共金融監管體制曾一變再變。 

另從反金融腐敗來看。中共金融腐敗的範圍甚為廣泛，涉及監管

尋租與共謀、證券內線交易、融資訊息欺詐，以及在信貸交易中利用

職務索賄等。習近平上臺後，對金融整頓與反腐持續進行，未曾間斷。

一方面，對金融領域展開的最廣泛的聯合審查行動，2021年 10月起，

中共展開中央第八輪巡視工作，派出 15 個中央巡視組進駐經濟核心

地位的 25所金融機構，包括中國人民銀行、3大監管單位、10家國

銀或金融控股公司、2家證交所、4家保險公司，以及 5家國有投資

單位，進行審查。一方面，查辦涉嫌嚴重違紀官員，其中部級官員就

有保監會前主席項俊波、證監會前主席劉士余，並拘捕大規模轉移資

產至海外的富豪肖建華、吳小暉等。此外，2023 年更是中共金融反

腐力度最強的一年，據統計，從監管部門到銀行、保險、證券等領域，

有超過百名現任或退休的金融系統幹部被查。 

 

（四）結語 

首先，過去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都是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或候任總理）主持。然而，本次專題研討班開班

時間，適逢總理李強出席瑞士舉辦的達沃斯論壇（WEF），開班式改

由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主持，以致有評論認為李強的角色已遭邊

緣化。甚至有評論稱，結業式由蔡奇總結講話，未邀李強出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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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2人水火不容；並稱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中紀委副書記兼監

察部長劉金國，以及公安部長王小洪參加，具有恐嚇成分，或是要防

範金融風險。然而，這種分析明顯是誤解，因為專題研討班結業式本

來就是中央書記處的場域，歷屆都是由中央組織部長主持，第一書記

發表總結講話，其他書記出席。本屆 7名書記，出席結業式有 6位，

唯一缺席者為中央統戰部長石泰峰。 

其次，2018年 3月中共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修正的《憲法》，在第

1條第 2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增寫：「中

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同樣邏輯，中國

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最本質的特徵。雖然中共學

者解釋這個特色是在凸顯異質性、差異化、個性化，建構主體性，然

而，在黨管金融的思維下，外界聯想的卻是政治干預金融，而非政治

服務金融。 

三者，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希望達到「國家富強、民族振

興、人民幸福」。從強國強軍，到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

文化強國、體育強國、製造強國、農業強國、品質強國、航天強國、

交通強國、網路強國，再到當前提出金融強國，顯露出習近平的「強

國雄心」戰略日益明顯，惟其中大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才有機會

達成。然而，其中幾項關鍵領域，卻已經引發西方國家的疑慮與防堵，

顯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最後，今年 1月的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強調要深

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醫藥和基建工程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

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可以預期今年中共紀委等部門仍將持續加金融

大案件查辦力度，繼續反腐高壓態勢，同時強化金融巡視及紀監委的

監督力量，並健全金融領域的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