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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年度工作會議及地方「兩會」觀察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游智偉主稿 

 

 由中共經濟、農村、金融、政法與外事五項中央工作會議觀察，官

方保守看待 2024 年的發展，並強化社會管控、提升基層政府治理，

以及加強對政府各部門的監管力道，凸顯既有貪腐、治理能力不足

問題仍是威脅，今年情勢不容樂觀。 

 中國大陸各省市區的政府工作報告反映部分地方經濟「總體目標」

難達成要求，拉動經濟以擴大國內消費為主，及重視糧食安全與農

村現代化；另各省市區均提出「加強執政能力」篇章。 

 

（一）中共年度工作會議及其重點 

自去（2023）年 10 月以來，中共陸續召開新一屆的中央工作會議，

目前已召開之會議分為經濟、農村、金融、政法與外事等五項。中共

公布之經濟、農村、金融與政法會議新聞稿相當程度暗示中共並不看

好今（2024）年的發展1，除下修經濟成長率之外，同時也在不同的會

議場合強調四個相同重點：第一，經濟、農業與金融工作會議強調應

強化對製造業/實體經濟的資源投入，同時極力警惕與防範金融風

險，特別是房地產議題導致的地方債務。第二，強化社會管控能力與

提升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以「楓橋經驗」為藍本防範安全問題，這

也是農村與政法會議的重點之一。第三，在經濟與農村會議中，強調

投入更多資源及心力防範規模性返貧。第四，強化對政府各級部門與

預算的監管能力，紀委與監委除必須更強力監督政府部門之外，同時

也要強化對紀監委的監管力道。 

                                                      
1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討論的議題與其他四者的關連性不高，僅止於強調在堅持習近

平領導的條件下，持續擴大影響力、改善國際形象及推動世界多極化，就此而言，中

共今（2024）年的外交政策將更強調對外宣傳與統戰，特別是針對安全、發展與文明

倡議及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及宣傳。此外，由於中共強調應持續推動「世界多極化」，中

共對美國的政策也不會有太大變化，但可能將因美國總統大選而稍有收斂。相較於此，

今（2024）年中共外交政策的首要之務將為處理北韓與俄羅斯更緊密的安全合作及互

動，因為北韓與俄羅斯關係的轉佳將導致朝鮮半島局勢的不穩定；第二個重點則應為

東南亞國家，除透過強化其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緩解南海爭議帶來的壓力之外，同時

也透過強化與個別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合作及對話，緩解美國東亞布局帶來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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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科技創新、擴大需求及擴大開放、防

範債務與房地產風險、處理既有社經問題：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於去（2023）年 12 月召開，該會議對今（2024）年經濟政策提出

9 個目標，這些工作目標相當程度反應中國大陸的經濟困境，特

別是美國對中共的經濟制裁導致的科技「卡脖子」，該會議要求金

融機構加大支援科技創新並強化企業主導科技創新的能力；其次

是要求擴大國內需求，推動數位、綠色、健康消費，智能家居、

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需求；再次則是防範房地產、地方債務、中

小型金融機構風險，極力避免房地產產業導致的系統性風險；最

後則是處理既有問題，包括三農、區域發展不均衡、環保與能源

及資源浪費、以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 

2.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確保糧食安全、防止規模性返貧與提

升政府治理農村的能力：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重點則分為糧

食安全、防止規模返貧與提升政府治理農村的能力。《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學習運用「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有力有效

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以下簡稱《千萬工程》）為中共今（2024）

年應對三農議題的具體目標及政策，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或《千

萬工程》均強調糧食安全，要求糧食產量在 1.3 兆斤以上，並確

保耕地保護制度強化產業與就業幫扶機制，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

準並提升農民收入、改善鄉村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教

育、醫療及保險）；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是兩者均強調應強化政

府治理農村的能力，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對鄉村瞭解、幹部儲備、

整合監督執紀力量，並藉「楓橋經驗」推動「平安鄉村」，打擊宗

族黑惡勢力與防範電信網路詐騙。 

3.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及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

一領導：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於去（2023）年 10 月底舉行，該

會議強調必須強化對金融產業及體制的監管以化解金融風險，強

化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道，將更多資金用於促進科技創新、先進

製造、綠色發展與中小型企業，確保糧食與能源安全、支援創新

發展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然而，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更強

調應強化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強化中央金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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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功能、加強黨組織在金融系統的影響力。 

4.中共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強調「楓橋經驗」、提升法治化經商環境建

設水準：中共中央政法會議的內容強調推動政法工作現代化以服

務中國式現代化，並強化安全保障、堅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

解重大安全風險及維護社會穩定，而「楓橋經驗」則是最重要的

核心概念，同時也可見諸於各地方政府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 

    誠如前述，這些會議強調四個共同重點：對實體經濟的資源投

入與防範金融風險、強化社會管控能力與提升基層政府的治理能

力、防範規模性返貧、強化對政府各級部門的監管能力。這四個重

點暗示北京承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不佳，因為必須投入更多資源

與資金在發展實體經濟，同時因不斷強調防止規模性返貧與強化對

社會議題的管控能力，暗示北京認為既有的基層社會問題（特別是貧

富差距）依然嚴峻，而提升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強化

對政府各級部門的監管能力，則暗示既有的貪腐及治理能力不足等

問題仍是威脅，因而今（2024）年中國大陸的情勢仍不容樂觀。 

 

（二）中共地方「兩會」及各省政府工作報告觀察 

1.各省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之「總體目標」反映達成中共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目標的困境 

（1）各省市定義的區域生產總值成長目標不均，內陸省分高於沿海

省分：中共地方政府在地方兩會期間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

從數據的分布來看（詳表 1），中共所有省市提出的年度經濟成

長率（GDP 成長預期目標）之平均為 5.65%，此與中共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的內容相去不遠，但仔細檢視內容，多數倚賴內陸省分

（如甘肅、四川、寧夏、新疆、西藏），或去（2023）年經濟成長未達

設定標準的省分（例如湖南於 2023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設定之經濟成長

目標為 6.5%，但實際僅 4.6%；河南 2023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設定之經濟

成長目標為 6%，但實際僅 4.1%）。然而，若考慮到類似政府文件或

數據的不透明特徵，仍須更嚴謹看待中國大陸及其各地的經濟

成長率，因此中國大陸今（2024）年的經濟成長仍有明顯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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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產值的增加有限反應近半數省市無法達到經濟工作會議強

調的「實體經濟」：表 1 第二個重點是地方省市對提升「實體經

濟」一事力有未逮。從各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共有 15 個

省市（西藏、青海、四川、陝西、海南、湖北、山西、山東、江蘇、安

徽、福建、上海、北京、天津、吉林）未曾提出「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即便排除三個直轄市，12 個未提出此目標的省分仍反應

中共雖在經濟工作會議雖然強調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並在金融

工作會議強調應投入更多資金協助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多數省

分仍無法做到這點。 

表 1  中共地方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之經濟與社會目標 

地點 
GDP 成長 

預期目標 

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 

進出口總

額增長 

一般公共預

算收入增長 

城鎮調查

失業率 

居民消費

價格漲幅 

新疆 6.5% 8% 20% 10% 5.5% 3% 

西藏 8% N/A N/A N/A 5% 3% 

青海 5% N/A N/A N/A 5.5% 3% 

甘肅 6% 7% N/A 6% 5.5% 3% 

四川 6% N/A N/A 6% 5.5% N/A 

雲南 5% 7% 30% 3% 5.5% N/A 

寧夏 6% 8% 6% 5% 5.5% 3% 

陝西 5.5% N/A N/A N/A 5.5% 3% 

重慶 6% 7% N/A 6% N/A 3% 

貴州 5.5% 6.5% N/A 3% 5.5% 3% 

廣西 5% 6% N/A 3% 5.5% 3% 

海南 8% N/A N/A 7% 5.5% 3% 

廣東 5% 5% 1% 3% 5.5% N/A 

湖南 6% 7% 6% 6% N/A 3% 

湖北 6% N/A N/A N/A 5.5% 3% 

河南 5.5% 7% N/A 5% 5.5% 3% 

山西 5% N/A 5% N/A N/A 3% 

內蒙古 6% 7% N/A 6% 6% 3% 

河北 5.5% 5.5% 3% 5% 5.5% 3% 

山東 5% N/A N/A 4% N/A 3% 

江蘇 5% N/A N/A 4% N/A N/A 

安徽 6% N/A N/A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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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5% 6.5% N/A N/A 5.5% 3% 

福建 5.5% N/A N/A N/A 5.5% 3% 

浙江 5.5% 6% N/A 5.5% 5% 3% 

上海 5% N/A N/A 5% 5% 3% 

北京 5% N/A N/A 5% 5% 3% 

天津 4.5% N/A N/A 4.5% 5.5% 3% 

遼寧 5.5% 5.5% N/A 5% 5.5% 3% 

吉林 6% N/A N/A 10% 5.5% 3% 

黑龍江 5.5% 5% N/A N/A 6% N/A 

平均 5.65% 7% 10% 5% 5% 3% 

未提及

之省市 
0 15 24 8 5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2.因為擴大對外貿易的可能性不高，故擴大國內消費方為拉動經濟

成長的重點：中共經濟工作會議的另一個重點—雖然未被其他工

作會議提及—則是對外貿易，經濟工作會議雖強調「擴大高水準

對外開放。要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拓展

中間品貿易、服務貿易、數位貿易、跨境電商出口」。但地方政府

工作報告中提及擴大對外貿易的省分僅有 7 個（新疆、雲南、寧夏、

廣東、湖南、山西、河北）；相較之下，所有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均

提及「擴大國內消費」，這也呼應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擴大國內需

求。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

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3.糧食安全與農村現代化為地方省市處理三農問題的重點：糧食安

全的議題分為兩個重點：第一，主食產量能否負擔中國大陸民眾

的需求，其中又以玉米、大豆及水稻更為重要，山東、山西、甘

肅、吉林、黑龍江等五省將重視玉米的生產；山東、雲南、吉林、

黑龍江則重視大豆生產；廣西、四川、吉林、江西、湖南、黑龍

江、福建則重視水稻的生產。第二是耕地保護，相較於主食產量

與安全僅集中在特定省分，多數省分的政府工作報告（除海南、廣

東、內蒙古、吉林外）均提及耕地保護。 

      然相較於糧食問題，地方政府更重視的是農村現代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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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同時處理「防範規模性返貧」與「振興農村」等問題，多數

省市（除內蒙、天津、江西、江蘇、河南、青海、陝西、甘肅、湖北外）均

將農村現代化與城鎮化結合，嘗試以此推動農村現代化，例如山

西、廣東、河北、廣西、北京、四川、寧夏等 15 個省市均強調此

路徑，相較之下，透過城鎮化推動農村現代化也是中共地方省市

今（2024）年農村工作的重點之一。 

4.藉鞏固習近平領導、反制官僚主義以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但個別

省市的推動方法有異：今（2024）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均提出「加

強執政能力」篇章，其中不難發現「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均見諸於所有地方政府

工作報告。然而，各省市強化黨政能力建設的途徑確有不同，較

常被提及的路徑有二：第一，透過「主題教育」強化，這個現象

出現在 18 個省市（上海、山東、山西、廣東、廣西、內蒙古、北京、甘

肅、安徽、江西、江蘇、遼寧、青海、重慶、陝西、海南、湖北、福建）的

報告；第二，強調「從嚴治黨」，這個詞彙出現在 18 個省市（安徽、

北京、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海南、黑龍江、湖北、吉林、內蒙古、青

海、山東、山西、天津、西藏、雲南、重慶）的報告。值得留意的是湖

南、浙江、河南、河北、四川與寧夏等省分並未提及這兩個方式，

而是在強調鞏固習近平領導的條件下，調整政府作風、強化工作

效率等。 

 

（三）結語 

從中共自去（2023）年 10 月至今（2024）年 2 月中旬公布的各類

中央工作會議及各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來看，值得留意的重點有

三：第一，中國大陸的發展很可能早已觸頂，很難再回到過去榮景，

因為中共在過去數年持續下修經濟成長率的同時，雖然中共強調重視

實體經濟，但並非所有地方政府均呼應此點，這可能源於過去各地的

經濟發展模式或主力造成的限制。第二，在這段期間內，中共提出的

諸多建議或政策與「安全顧慮」直接或間接相關，這也反映中共各級

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對社會安全與既有問題（特別是貧富差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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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社會動亂或治理成本的提升。第三，考慮到習近平上臺後的運

動式治理，各地方政府對提升黨政能力建設的實際操作方式應具有一

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仍有部分省分的操作模式較為不同，這個現象相

當異常，但原因仍須後續觀察。第四，雖然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及

外交政策的走向不在本文範疇中，但值得留意的是雲南設定的今

（2024）年對外貿易增長目標為 30%，這也暗示中共可能將更重視中

南半島國家乃至於整個東南亞國家，可能更重視泰國及越南，因為王

毅甫結束訪問泰國的行程，並與泰國副總理兼外長班比（Parnpree 

Bahiddha-Nukara）完成年度磋商，其議題涉及南海行為準則與湄公河流

域的開發及相關合作，也因為越南與美國的安全及軍事合作及越南在

南海議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