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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習近平強調中共的領導地位不動搖，要求防範、阻斷政治風險；高層促學

習貫徹「習文化思想」，訓練公務員成為「習思想」信仰者、實踐者。 

 習近平強調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西方有本質差異；鑄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工作主線，促進民族交流交融團結。 

 國務院政策部署步調加速，推進稀土礦產、全國統一大市場、新型城鎮化

、銀髮經濟等相關工作；應對天災事故，強化社會治理管控。 

 持續推進反腐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習近平點名整治金融、國企、能源、

醫藥及基建工程 5 大領域；2023 年遭查中管幹部 47 名超越 2022 年；多名

解放軍將領、軍工集團高層遭撤人大、政協資格。 

 

一、 重申黨的領導地位，防範政治風險，強化思想教育 

(一）習近平強調中共的領導地位不動搖，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

領導，防範、阻斷政治風險 

去（2023）年 12 月 4 日習近平在國家憲法日要求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共領導地位

、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動搖。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稱堅持中共

領導是憲法最顯著的特徵，要保證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的各方面全過程（新華

網，2023.12.4）。今（2024）年 1 月 4 日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人大、國務院

、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及中央書記處工作匯報，重申以「習思想」指導

，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為最高政治原則（人民日報，2024.1.5）。 

政治局去年 12 月 21 至 22 日召開學習貫徹「習思想」主題教育專題民主生活

會，習近平要求政治局成員必須保持高度政治敏銳性，及時防範政治風險，消除

各種政治隱患，阻斷不同領域風險的轉化通道，防止非政治風險轉化為政治風險（

新華網，2023.12.22）。今年 1 月 13 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傳達習指示，稱堅持黨的絕

對領導，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提高政治敏銳性、政治鑒別力，防範化

解重大安全風險（新華網，2024.1.14）。 

(二）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加強正面宣傳、壯大主流輿論 

蔡奇去年 11 月 6 日出席「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座談會」，稱把學習「習

近平文化思想」作為重要政治任務，加強宣傳闡釋，防範化解意識形態風險（人民

日報，2023.11.8）；促新聞工作者把「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必修課，加強正面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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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中國新聞獎代表。新華社，2023.11.21）；稱「十八大」以來文化遺產工作取得歷史

性成就，根本在於習近平領航掌舵，「習思想」科學指引（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座談會。

人民日報，2023.12.19）。今年 1 月 3 日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強調貫徹「習近平文

化思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最大的政治，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壯大主

流價值、主流輿論、主流文化（人民日報，2024.1.3）。 

(三）第二批「習思想」主題教育聚焦深入基層，進行總結評估 

蔡奇去年 10 月 21 至 22 日赴陝西考察學習「習思想」主題教育，強調要讓民

眾有獲得感，縣級政府扮演落實落細惠民政策的承上啟下作用（央視新聞，2023.10.22

）。中組部長李干杰要求著力各項任務落實落地，辦好民生實事（「習思想」主題教育

工作推進會。人民日報，2023.10.21），督促破解卡點瓶頸，解決群眾難愁判問題（「習思

想」主題教育中央巡迴指導組座談會。人民日報，2023.11.24）。今年 1 月 3 日中共軍委副主

席何衛東主持軍隊學習「習思想」主題教育會議，要求緊盯備戰所急，旅團黨委

、基層營連落實措施，做好主題教育總結評估工作（解放軍報，2024.1.3）。 

(四）加強公務員政治訓練，成為「習思想」信仰者、實踐者 

中組部長李干杰去年 10 月 19、20 日出席全國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會議、全國

公務員工作座談會，稱以「習思想」教育幹部做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把政

治訓練貫穿幹部成長全週期，堅持和加強黨對公務員隊伍的集中統一領導，建設

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隊伍（新華網，2023.10.19、21）。 

(五）正副部級人事調整；地方組建社會工作部、數據管理局 

近期中共正省部級重要職務調整有山西省委書記（原民政部長唐登杰調任）、國防

部長（原海軍司令員董軍調任）、民政部長（原山東省委副書記陸治原調任）、文旅部長（中

宣部副部長、國新辦主任孫業禮兼任）、國家稅務總局長（原國家醫療保障局長胡靜林調任）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原浙江省政協主席黃莉新調任）、重慶市政協黨組書記（

原安徽省委副書記程麗華調任）、河北省政協黨組書記（原河北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張國華調

任）、浙江省政協黨組書記等（原河北省政協主席廉毅敏調任）。 

中央部委及地方副部級重要職務調整有民政部副部長（原浙江麗水市委書記胡海峰

調任、原民政部辦公廳主任李保俊升任）、水利部副部長（原應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長陳敏調任

）、發改委副主任（原新疆副主席劉蘇社調任）、人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長（原中

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調任）、國臺辦副主任（原國臺辦研究局長仇開明升任）、網信辦副主任

（原國家保密局副局長王京濤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原青海省紀委書記汪洋、原北京市副

市長劉宇輝、原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孫廣宇調任）、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原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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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燕軍調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主任（原清華大學校長王希勤調任

）。另調整地方省委專職副書記職務，包括河南（原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孫梅君調任

）、山西（原新疆區委副書記張春林調任）、青海（原遼寧省紀委書記劉奇凡調任）。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去年 10 月 25 日為國家數據局揭牌，要求統籌發展和安

全，促進數位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人民日報，2023.10.26

）。地方陸續落實《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北京、上海、江蘇、四川等地已成立

省委社會工作部、省政府數據管理局，其中數據管理局長由省級發改委（江蘇沈劍

榮、福建吳宏武）、工信廳（廣東楊鵬飛、青海靳力）、網信辦（天津鄧光華）、統計局（雲南

李燦和）、城市運行管理中心（上海徐惠麗）、大數據中心（四川顧紅松、內蒙古吳蘇海）

幹部擔任；省級社會工作部部長則由省（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北京遲行剛）、信訪局

長（江蘇田洪、內蒙古吳志強）升任，或由政法委書記兼任（四川靳磊。澎湃新聞、新華日

報、四川日報、青海日報、中國信息化周報，2024.1.2、8、11、16、23）。 

 

二、 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突出「中國式現代化」超越毛鄧 

(一）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西方有本質差別 

習近平去年 10 月 30 日出席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加

強金融監督、完善金融體制、優化金融服務，防範化解風險，要求把馬克思主義

金融理論、當代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

展之路（人民日報，2023.11.1）。 

中央金融委員會 11 月 3 日召開會議，由國務院總理李強擔任主任，副總理何

立峰為辦公室主任，會議強調提升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

數位金融等重大戰略、領域支持力度，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壓實風險處置責任，

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全面領導，推動各項任務落地見效（人民日報，2023.11.21）。 

習近平今年 1 月 16 日出席黨校舉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

專題研討班，提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 8 個堅持1、6 個關鍵核心要素2，培育

中國特色金融文化3，強調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著力防範化解金融系統性

                                                 
1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

旨、堅持防控風險為永恆主題、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上推進金融創新、堅持金融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 
2 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

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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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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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落實屬地風險處置和維穩責任，透過擴大對外開放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規則

影響力，並守住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線（人民日報，2024.1.17）。 

(二）關注國民經濟、產業、供應鏈安全，稱「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強

國建設是毛澤東等元老的未竟事業 

習近平去年 10 月 27 日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推動新時代東北全

面振興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重申東北「五大安全」使命（國防、糧食

、生態、能源、產業安全），促合力推進取得新突破（人民日報，2023.10.28）。11 月 7 日

深改委第 3 次會議，強調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體制優勢，推動國有資本向國

家安全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集中，並加強監管電力、油氣、鐵路等壟斷屬

性行業（人民日報，2023.11.8）。 

總理李強 11 月 14 至 16 日赴黑龍江、吉林調研，召開國企改革發展座談會，

稱當前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要深刻認識國企的重要使命，發揮科技創新、

產業控制和安全支撐作用（人民日報，2023.11.16）。11 月 27 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

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稱推動產業供應鏈現代

化，維護國家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以一域之穩為全域之安作出貢獻（人民

日報，2023.11.28）。 

習近平 12 月 26 日出席毛澤東誕辰 130 週年紀念座談會，稱以「中國式現代

化」推進強國建設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未竟事業，是當代共產黨人的歷史

責任。另稱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人民日報，2023.12.27）。 

 

三、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增進民族團結，堅持宗教中國化 

(一）修訂「愛國主義教育法」促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習近平強調鑄

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民族工作主線 

去年 10 月 24 日人大常委會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法」，強調維護國家統一和民

族團結，港澳臺人亦需落實愛國主義教育工作，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人民日

報，2023.10.25）。 

習近平 10 月 27 日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稱其為

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要求立足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推行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統編史料教材，促進民族交流交融團結。12 月 14 至 15 日赴

廣西考察農業和社區治理，強調解放思想、創新求變、開放發展，建設民族互嵌



 5 

式社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及中國式現代化（新華網，2023.10.28、12.15）。 

政協主席王滬寧 12 月 17 至 19 日赴雲南調研，稱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的主線和宗教中國化方向，促進民族團結、宗教和順、社會穩定，建設民族團

結進步示範區，推進興邊富民行動（新華網，2023.12.20）。 

(二）堅持佛教、基督教中國化方向，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

傳統優秀文化 

政協主席王滬寧去年 10 月 25 日出席紀念中國佛教協會成立 70 週年座談會，

籲佛教界弘揚愛國優良傳統，增進「五個認同」（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

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堅定聽黨話、跟黨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推進佛教中國化（人民日報

，2023.10.26）。12 月 20 至 21 日會見中國基督教第 11 次代表會議代表，要求高舉愛

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堅持基督教中國化方向、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對教義教

規作出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人民日報，2023.12.24）。 

四、 國務院政策部署步調加速，推進智財權、稀土礦產管理

、全國統一大市場、新型城鎮化及銀髮經濟工作 

(一）建設智慧財產權強國，提升科技創新、核心競爭力、技術攻關 

去年 10 月 31 日國務院第四次專題學習深入實施智慧財產權強國戰略，有效

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總理李強強調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智慧財產權強國是

黨的重大戰略部署，對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有重大意義。11 月 3 日國務院常務會

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稱加強與國際條約

銜接，發揮促進科技創新、新產業新賽道發展的重要作用（人民日報，2023.11.1、4）

。12 月 19 日副總丁薛祥籲科學工作者多出關鍵性、原創性、引領性重大科技成果

，服務國家重大需求（出席何梁何利基金 2023 年度頒獎大會。人民日報，2023.12.20）。今年

1 月 2 至 3 日李強赴湖北考察長江存儲科技公司、武漢大學等單位，強調發揮企業

科技創新主體作用，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實現更

大突破（人民日報，2024.1.3）。 

(二）強化稀土產業管理，修訂《礦產資源法》保護國家戰略資源 

去年 11 月 3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推動稀土產業高品質發展工作，要求統籌

探勘、開發利用、規範管理，推動稀土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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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訂草案）》，稱依法保障

國家戰略資源，要求加快探勘開發、增儲上產，提升礦產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人

民日報，2023.11.4、12.1）。 

(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治理地方保護主義，規範行政處罰自

由裁量權 

去年 12 月 1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措施；12 月 18 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工作進展匯報，要求加快完善產權

保護、交易數據訊息、社會信用等基礎性制度，開展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等問題

專項治理。12 月 20 日國務院第五次專題學習「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

環境，持續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總理李強要求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

和公平競爭的規定，規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至國

際水平（人民日報，2023.12.2、19、21）。 

(四）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釋放內需潛能 

總理李強去年 12 月 13 至 15 日赴四川、重慶調研新型城鎮化和成渝雙城經濟

圈建設，召開新型城鎮化建設座談會，著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縣城為載體

提高城鎮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12 月 29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推進以人為本的新

型城鎮化措施，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李強稱新型城鎮化有利於拉動消費投資

，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正義，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日報，2023.12.16

、30）。 

(五）民政部新設老齡工作司，部署發展銀髮經濟、老齡產業措施 

去年 3 月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衛健委應對人口老化政策措施等相關職

責劃入民政部；11 月 10 日民政部公布機構改革方案，新增設老齡工作司，負責擬

訂、協調實施、應對人口老化議題（澎湃新聞，2023.11.10）。今年 1 月 5 日國務院常

務會議研究銀髮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政策舉措，稱重點解決居家養老、就醫用藥

、康養照護等問題（中新社，2024.1.5）。1 月 16 日國務院印發《關於發展銀髮經濟增

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提出發展老齡民生事業、擴大產品供給、滿足多樣需求、

優化發展環境等 4 方面 26 項舉措（新華社，2024.1.16）。 

 

五、 應對天災事故，推進鄉村振興，強化社會治理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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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署防災救災減災、保暖工作，地震、大雪、礦災考驗應急體系 

去年 11 月 10 日習近平赴北京、河北考察夏季水患災後重建工作，要求完善

防洪、應急管理體系，提升防災救災減災能力，確保民眾溫暖過冬。國務院副總

理丁薛祥 9 日出席今冬明春保暖保供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保暖保供是重大民

生、民心工程，要求確保能源供應穩定、價格平穩，優先保障居民生活用能（人民

日報，2023.11.10）。 

11 月 16 日山西呂梁永聚煤礦辦公室大災釀 26 死 38 傷，習近平指示維護民眾

安全、社會大局穩定；副總理張國清 17 日赴現場要求整治煤礦、燃氣等重點行業

隱患，該公司負責人等 13 人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應急管理部長王祥喜稱深入開

展礦山領域重大隱患排查整治行動，加大暗查、突檢力度（新華網、人民網，2023.11.16-18

）。總理李強 11 月 24 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整治能源、建築、交通運輸等行業

安全生產風險；28 日黑龍江雙陽煤礦再發生坍塌事故，造成 11 人罹難，且該礦場

前一天才進行安檢驗收；12 月 18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煤礦安全生產條例

（草案）》（人民網、中央社，2023.11.25、28、12.19）。 

華北、黃淮 12 月 10 日起遭逢低溫暴雪；14 日北京地鐵追撞事故造成 515 人

送醫、102 人骨折；習近平 15 日要求加強交通、能源、供暖、電網安全工作，深

入排查風險隱患，做好搶險救援準備（新華網，2023.11.15）。 

甘肅 12 月 18 日午夜發生 6.2 級地震，造成甘肅、青海 2 地 149 死、近 980 人

傷，轉移安置逾 10 萬 7533 戶。習近平 19 日指示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防範次

生災害，要求國務院、解放軍、武警部隊積極搶險救災。李強 19 日批示做好災民

轉移安置，維護災區社會穩定；23 日赴災區指導受災群眾安置、重建。副總理張

國清 19 日率國務院工作組赴災區指揮救災，中組部、財政部、水利部等部委撥付

3.2 億元人民幣救災、重建，中組部要求在抗震救災中考察識別幹部（人民網，

2023.12.18-20、23）。 

(二）三農工作強調鄉村振興、「千萬工程」，通過《糧食安全保障法》 

副總理劉國中去年 10 月 15 至 17 日赴雲南、四川調研農業農村工作，要求堅

守糧食安全、防止規模性返貧的底線，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落地見效（新華社，2023.10.17

）；11 月 17 日傳達總理李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等指示，要求

全面盤點農業農村發展任務（出席「全國冬春農田水利暨高標準農田建設電視電話會議」。中

國政府網，2023.11.17）。 

12 月 19 至 20 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傳達習近平指示，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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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運用「千萬工程」經驗辦實事；劉國中指鄉村全面振興是

戰略要求、主攻方向。人大常委會 12 月 29 日通過「糧食安全保障法」，訂定耕地

保護、糧食生產、糧食儲備、糧食流通、糧食加工、糧食應急、糧食節約、監督

管理等 11 章 74 條，2024 年 6 月 1 日正式實施（人民日報，2024.1.3）。 

(三）政法委宣揚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 

習近平 11 月 6 日會見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代表，強調發展新時代「楓

橋經驗」；政法委書記陳文清 7 日要求做到預防在前、調解優先、運用法治、就地

解決，提升化解矛盾糾紛能力（紀念「楓橋經驗」60 週年大會。新華網，2023.11.7）；11

月 13 至 15 日赴廣東政法機關調研，強調矛盾紛爭預防化解法治化；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赴江西調研要求落實各級信訪工作聯席會議機制，依法辦理信訪事項（

新華網，2023.11.15、12.1）；12 月 27 日要求落實信訪預防、受理、辦理、監督追責、

維護秩序每個環節，以及信訪統計、通報、考核每項工作（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全國視

訊會議。新華網，2023.12.27）。 

(四）李克強心臟病猝逝，官方嚴控輿論集會 

去年 10 月 27 日上午中共官媒公布前總理李克強 26 日在上海突發心臟病，27

日凌晨病逝（新華網，2023.10.27）。安徽、河南大量民眾自發獻花悼念，官方嚴控民

間輿論、集會，禁止學生群聚；安徽城管審查民眾獻花卡片字句，網傳工作手冊

要求不與群眾發生過激行動，以勸離為目的；網路封禁歌曲「可惜不是你」、李克

強金句「長江、黃河不會倒流」（法新社、自由亞洲電臺，2023.10.27、28、31）。 

習近平 11 月 2 日率正國級領導出席李克強告別式，胡錦濤、溫家寶等前領導

人均未出席，遺體同日火化（新華網，2023.11.2）；11 月 3 日安徽、河南等地民眾悼

念花束被清空。財新網 12 月 31 日撰文盤點 2023 年逝世的中外知名人物，李克強

排第一位，該文後遭刪除（中央社，2024.1.2）。 

(五）強制社群平臺網紅實名揭露，上海萬聖節嘲諷時局遭捕，嚴禁紀

念「白紙」週年，取消元旦跨年活動 

陸微博、抖音等社群平臺去年 10 月 31 日公告，超過 50 萬名粉絲的網紅強制

揭露姓名，改變 2012 年以來「後臺實名、前臺自願」規則（中央社，2023.10.31）。 

上海民眾 10 月 28 至 31 日藉萬聖節活動變裝嘲諷時局，包括全身貼滿白紙、

扮成維尼熊和監視器，扮演大白做核酸檢測，高舉「我在上海很想你死」、「學醫

救不了中國人」、「上證指數跌破 3 千點」標語等，部分變裝民眾被警方帶走，活

動照片遭全網封禁（紐約時報、BBC中文網，202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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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白紙運動」週年之際，官方加強審查「白紙」等網路關鍵字，加

強校園戒備，約談「白紙運動」參與者和海外留學生的家人，並恐嚇海外留學生

不得參與海外紀念「白紙」相關活動（自由亞洲電臺、法廣RFI，2023.11.25、26）。 

應急管理部 12 月 28 日發布「元旦假期安全提示」，要求各地加強跨年夜活動

安全管控，防範發生事故，上海外灘、廣東廣州、江蘇南京、河北武漢等多地官

方提前宣布不組織跨年煙火、演唱會等活動（中央社，2023.12.30）。 

(六）國安部續塑造境外滲透緊迫感，要求全民保密防諜 

國安部持續透過微信公眾號稱外國安插間諜在軍工單位，設立非法氣象站，

揚言嚴懲唱空中國者（10 月 22 日稱美國策反中籍學員滲透國防軍工單位；10 月 31 日稱非法

氣象探測站向境外傳輸氣象數據；11 月 2 日指控唱空中國者意圖引發金融動盪）。12 月 25 日發

布「日常保密注意事項清單」，要求全民不得留存、翻拍或流出「涉密文件」，強

調任何危害國家秘密安全行為必將受到法律追究（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10-12 月）。 

六、 推進反腐鬥爭攻堅戰、持久戰 

(一）修訂黨紀處分條例，中紀委第三次全會點名整治五大領域 

習近平去年 12 月 8 日主持政治局會議，部署黨風廉政與反腐工作及審議「中

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12 月 19 日發布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新

增 16 條包括：處分不顧黨和國家大局搞部門或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搞好人主義避

重就輕，面對重大矛盾衝突、危機困難臨陣退縮等（學習時報，2024.1.12）。 

今年 1 月 8 日習近平出席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稱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強調堅決打贏反腐鬥爭攻堅戰、持久戰，點名整治金融、國企、能源、

醫藥及基建工程 5 大領域腐敗（人民網，2024.1.9）。 

(二）官媒稱外事幹部被滲透疑指前外長秦剛；解放軍將領、軍工集團

高層遭撤人大、政協資格 

人大常委會去年 10 月 24 日免去李尚福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國家軍委委員

，秦剛國務委員職務。中紀委雜誌 11 月 1 日刊登中紀委駐外事辦紀檢監察組組長

張際文文章，稱外交外事幹部位於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被滲透策反

和廉政風險較高，外界認為疑似影射前外長秦剛（法廣RFI，2023.11.4）。 

12 月 27 日政協第 12 次主席會議撤銷軍工集團高層吳燕生（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劉石泉（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長青（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委員資格，外界認為捲入火箭軍腐敗案（自由亞洲電臺，202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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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人大常委會任命原海軍司令員董軍為國防部長，罷免軍委聯合參謀

部副參謀長張振中、火箭軍副司令員李傳廣、火箭軍裝備部長呂宏、南部戰區海

軍司令員鞠新春，以及前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李玉超、前空軍司令員丁來杭、

前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饒文敏、張育林等 9 名軍隊將領人大代表資格（詳見本期

軍事部分）。 

(三）中管幹部遭查 47 名超過去年；揭露公安、糧食、足球等領域鉅

額貪腐案例 

中共中紀委 2023 年共公開 47 名中管幹部遭查，超過 2022 年的 35 名。去年

10 至 12 月共 9 名，包括：原陝西省政協主席韓勇、原廣西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秀

隆、原國家煙草專賣局長凌成興、原中糧集團副總經理周政、原中國工商銀行副

行長張紅力、原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楊克寧、黑龍江常務副省長王一新、河北省紀

委副書記陳玉祥、原新疆副書記李鵬新（中紀委國監委，2023.10-12 月）。 

今年 1 月 6 至 9 日央視推播反腐電視專題片《持續發力、縱深推進》4 集，揭

露遼寧省 3 任公安廳長貪污逾 12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黑龍江糧儲領域系統性腐

敗導致 3 任糧食局長、13 名廳級官員落馬；國家足球隊教練靠行賄 300 萬獲得教

練身分，收賄 6,000 萬挑選國家隊球員；地方盲目舉債 3 年新增債務 1,500 億元等

案例（央視，2024.1.6-9）。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