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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年中共「兩會」觀察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取消總理記者會，修改「國務院組織法」，明確「國務院堅持黨的

領導」，以及「『習思想』作為國務院行事的指導思想」，使得「黨

強政弱」的趨勢更加明顯。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公益慈善、社會工作等論述，由「社會治

理」改列於「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部分，釋出中共將強化基

層維穩訊號；另政協在對臺工作部分著墨不深，或象徵將強化手段

隱蔽性和靈活性。 

 中共近來展現高新技術野心，並逐漸建構「新質生產力」論述，惟

恐難解決當前經濟困境；習近平出席「解放軍與武警代表團」時稱，

「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鬥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再將國安

和經濟問題掛鉤，恐將深化中國大陸內部經社矛盾。 

 

（一）前言 

  今年中共「兩會」3 月 4 日、5 日在北京開幕。與往年相較，此

次會前官媒相當低調，大陸網站也少見「兩會」相關話題登上熱搜。

然會議開幕後見網友評論，大多還是要求政府盡快改善住房、就業和

社會保險等問題。此外，往年最受矚目的總理記者會，在人大開幕前

一天舉行的記者會中宣布取消，且未來幾年也不再舉辦，這不僅再次

反映「黨強政弱」，更讓政策透明度再度降低。以下分別敘述此次「兩

會」的概況，再根據相關重點進行總結分析。 

 

（二）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首先回顧去年工作。李強強

調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2%、現代化產業如 C919等國產運輸工具成功

投入建造營運、科技創新突破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6.1%等重

點。而對於今年發展目標的部署則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左右，另

要守住失業率、消費價格漲幅和糧食產量等紅線。本次報告還首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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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智能+」，意味著該項目將被廣泛應用於國民經濟之中，象徵

數位經濟和所謂的「未來產業」將受到政府強勢支助。而李強表示會

重點支持研究和產業，投資和消費等詞彙也在報告中多次出現，可預

期未來中共亦會在這些領域加大投入。 

但觀察報告敘述，實則並無說明如何改革，在缺乏具體藍圖的情

況下，通貨緊縮、投資信心以及隨之而來畢業潮就業問題的擴大，將

會持續考驗中共執政能力。另外，超長期特別國債將於今年開始發

行，專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和安全能力建設，但這很可能也是為了解決

地方政府嚴峻的債務問題。 

在社會發展部分，防止規模性返貧仍是重中之重。民政部長陸治

原指出，目前有 6,600 萬人已納入「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而當中

有超過半數在去年享有低保。他並強調下一步要健全社會保障，解決

養老資金來源問題。事實上，此次會議明確指出，將城鄉居民基礎養

老金每月最低標準提高人民幣 20 元。但這項政策引發民怨，一來是

此退休金仍與公務員所領金額相差甚大，二來則是低幅度的調升是否

能在實質上改善基層生活，令人存疑。但可見的是，在「白髮運動」

後此類社福權益愈趨為民關注。第二，依循往例，報告提出「引導支

援社會組織、人道救助、志願服務、公益慈善等健康發展」，但此項

措施今年被放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部分，故所謂的「引導

支援」很可能是中共將再強化基層維穩的訊號。 

至於對臺與涉外工作，此次報告省略對臺工作的回顧，基本上僅

是重申一貫的原則和態度。報告提到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此外，習近平在下團組時依然提及要「不斷壯大反獨促統力量，共同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在對外關係上，則是一如往常宣稱持續推

進三大全球倡議和堅持和平外交等原則。報告中亦指出「反對霸權霸

道霸凌行徑」，似有意暗指美國對中共施以科技掐脖子等措施。 

    

（三） 人大與政協動向 

1. 人大會議重點 

此次人大會議除了審議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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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等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以及中央與地方預算以

外，還審議了「國務院組織法（修訂草案）」，但是並沒有將人事任免

案排入議程中。 

首先，在中央預算報告中，今年度外交支出、國防支出與公共安

全支出預算分別增長 6.6%、7.2%和 1.4%，另值得注意的還有科技支

出與糧食儲備支出，分別也都增加 10%左右，呼應中共對科技創新與

糧食安全的不斷呼籲。在地方預算部分，財政赤字達到 7,200億人民

幣，預計將發行債券彌補。 

在人事部分，王毅可能在短期內持續擔任外交部長一職。至於秦

剛和李尚福的下落，2月 27日人大發布公告，共計 11名代表資格中

止，秦剛即在其中，但未見李尚福的消息。秦剛是「辭去」職務，破

除過去懷疑其已逝世的謠言，也反映出幾種可能，一是「兩會」在即，

避免模糊焦點；二是秦剛罪刑未如外界想像嚴重，或已安全著陸；三

是習近平顧及自身選人任用之體面，給予秦剛下臺階。截至目前，秦

剛依然具中央委員身分。至於李尚福，已無中央軍委身分，雖未出現

在該份公告中，但在人大開幕的會前記者會上，發言人婁勤儉表示其

已無人大資格。不過目前全國人大官網上，李仍隸屬「解放軍和武警

部隊代表」之一。 

「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旨在符合黨的政治要求。該法自 1982

年實施，這是首次修訂。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稱此次修法是為

了明確「國務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明確「習思想作爲國

務院行事的指導思想」。此一舉措使得黨強政弱的趨勢更加明顯，黨

中央和政府部門的從屬關係，反映出權力集中的大方向。 

2. 政協會議重點 

在政協部分，通篇工作報告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在闡述政協如何鞏

固黨的領導、以及強化政治培訓。王滬寧在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政

協建立「第一議題」制度，將黨建牢抓，並且貫徹學習「習思想」，

強調對「統一思想」的努力。此外，也多次提及民族事務，例如「新

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和「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並且持續推進「宗

教中國化」和調查研究等。在兩岸工作的部分，則回顧不多，僅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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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等協商建言，舉辦第六

屆『兩岸基層治理論壇』，助推兩岸融合發展」。 

政協在 2024 年的主要任務分為四個部分：一是堅持黨的領導，

二是堅持黨的創新理論武裝，三是獻計於「中國式現代化」，四是畫

好最大同心圓。細看這四項任務，大多仍是聚焦於加強政協本身的黨

性體質，與去年似無太大差異。反而是在王滬寧在人大參與「臺灣代

表團」審議時，表示去年中共已進一步掌握對臺戰略主動，並重申「一

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與外部勢力干涉，以

及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等。即便如此，今年政協在對臺工作部分少有著

墨，除了報告中並無列舉相關預期政策外，此前政協新聞發言人、前

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未提及臺灣相關議題。這可能是

為了避開媒體針對金廈海域「三無」漁船翻覆事件大作文章，但也可

能象徵對臺工作的隱蔽性和靈活性將會強化。 

 

（四） 結語 

觀察此次「兩會」，二項重點相對突顯，一是經濟問題，二則是

強化習近平領導。從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組織法」的

修訂到政協對黨建的強調，均圍繞在上述重點之中。經濟是首要解決

問題，就連劉結一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政協代表非常關注此議題，

特別是青年就業問題。由此可見，長久以來的房地產危機、地方政府

債務、消費不振，以及失業率居高不下，其影響相當嚴重。 

然而，中共近來展現高新技術野心，並逐漸建構「新質生產力」

論述，這種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和人才紅利的方式，恐怕難以解決當

前通貨緊縮的問題。另外，習近平在出席「解放軍與武警代表團」時，

也不斷強調「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鬥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

如此將國安和經濟問題掛鉤的方式，或許很難破除當前中國大陸經濟

社會出現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