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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政治局常委春節前後調研及活動觀
察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峯主稿 

 

 習春節採視訊慰問突顯擔憂疫情與社會穩定；李強、丁薛祥、趙樂

際低調進行政務交接；李希、蔡奇忙於反腐、黨建任務；王滬寧活

躍統戰工作。 

 習權力高度穩定，政策態勢趨向「安內攘外」，會否於「兩會」釋

出對外合作訊號，值密注。 
 

（一）前言 

依照往例，春節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人會選定特定地點下鄉視察與

慰問民眾，展示並宣傳領導人對民眾之親和力，例如習近平 2020 年

春節前考察雲南，2021 年春節前考察貴州，2022 年春節前夕則赴山

西慰問，到農村裡做山西在地特產年饃等。此外，春節期間也是領導

人下鄉調研的重要時間點，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節慶，無論是春運的

物流運輸，預防年節慶祝活動產生的騷亂隱患等，中共領導人特別關

心。不過，2023 年春節前夕，中國大陸擺脫「動態清零」的防疫管

控，中國民眾喜迎春節，出遊者眾，與前幾年春節相比社會穩定更受

矚目；另外，此時正值中共政治過渡期，2022 年第二十屆黨代表大

會（「二十大」）結束後新的政治局常委人事甫確立，接著 2023 年 3

月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全國「兩會」）將底定政府人事，這段時間的

中共高層動態或將突顯官方的政策關注方向。 

 

（二）習近平春節採視訊慰問，突顯擔憂疫情與社會穩定 

有別於過去皆親自下鄉慰問，2023 年的中央領導人春節慰問，

習全程採視訊進行。根據央視 26 分鐘的新聞聯播影片，可見習與高

層官員共同站著，以連線方式慰問各地基層民眾，陪同官員包含政治

局常委李強、蔡奇、丁薛祥以及政治局委員何立峰，還有疫情防控重

要官員如孫春蘭、劉國中等，皆屬習親信人馬。為了顯示官員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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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習在內的全部官員皆站著，不過僅習一人對麥克風講話，代表官

方對各界表達慰問。春節慰問的視訊連線場合，包含黑龍江的醫院醫

護人員、福建社福機構的看護與老人、新疆油田的油氣工人、高鐵鄭

州東站幹部職工、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羌

族自治縣石椅村等。除此之外，春節前針對解放軍戰略部隊的慰問，

習亦採視訊方式在北京八一大樓跟部隊連線，檢查部隊戰備工作。 

今年因採視訊慰問方式，習親和力似未能充分展現。前三年即使

有疫情，習仍親自下鄉慰問少數民族與基層人員，在 2022年 1月 26

日春節前夕，習至山西考察，就親赴電力公司視察煤礦儲煤與冬季供

電狀況與關注山西洪災狀況，同時考察農村脫貧狀況與宣傳鄉村振興

政策，考察行程中戶外不戴口罩，室內除習外則全員戴口罩，似乎對

疫情控制頗有信心。然今年改以視訊方式進行，研判應是自去年底清

零政策鬆綁後，解封導致社會上疫情大增，加上春節運輸流動量大，

陸國內疫情快速蔓延，染疫風險高，也導致下鄉考察染疫的風險激

增。疫情考量應是習在春節前夕選擇不出北京，採取視訊慰問的主要

理由，顯示中共高層對社會疫情疑慮不小。 

 

（三）李強、丁薛祥、趙樂際低調進行政務交接 

除習外，其他常委在春節期間活動顯示「二十大」結束後的政府

工作交接任務持續進行。李強在「二十大」後出席數項活動，包含「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黨外人士座談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第

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

幕」等。不過李強相對低調，春節前後許多國務院重要活動仍由現任

總理李克強主持與發言；2022年 12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中，即

由李克強報告今年經濟相關工作及明年規劃。李克強卸任前仍堅守崗

位，1月 9日到市場監管總局考察，強調穩就業穩物價；1月 17日考

察國家電網公司，要求確保電力供給穩定；1 月 18 日會見國外專家

代表，強調中方堅持開放等。春節後，李克強立即在 1 月 28 日召開

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做好穩定經濟發展、糧食供給、恢復消費以及

穩定外資外貿等工作。1 月 30 日又到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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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召開座談會，再次提到堅持開放以及穩定金融等重要目標。 

另兩位常委丁薛祥與趙樂際，亦未有太多公開露臉活動。丁目前

仍以中央辦公廳主任身分陪同習進行各項國內考察與國外訪問，觀其

行程，研判丁目前工作應仍作為習近平的重要幕僚。至於預計接任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趙樂際，12 月分別出席「中國民主建國會第

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國民主促進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兩個活動，除此之外，春節前後並未有報導提及任何重要行程。 

 

（四）蔡奇、李希活躍黨務，黨建與反腐仍為重要任務 

另位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在「二十大」甫結束

就積極進行黨務工作，舉辦「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講

團動員會」。除黨務外，較特殊的活動為其參加 12月 8日的「中國國

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中央致賀詞，12月

13日則赴南京出席「2022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2023

年 1 月 4 日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強調要緊抓媒體宣傳等，顯

見其在崗位上已有明顯積極任務。 

另個積極黨務工作者是中紀委書記李希，「二十大」甫結束，李

希即於 10月 26日召開中紀委會議，並且安排 1月 9日春節前召開「中

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二十大」後的幾次會議，習出席講話皆不

斷重複強調黨建工作重要性，從蔡奇與李希的積極活躍度觀察，他們

正在執行習重視的黨建任務。 

 

（五）王滬寧將接政協主導統戰與對臺 

被認為將接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2022 年底出

席「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十一次全盟代表大會」、「第十一次全國臺灣

同胞代表會議」、「九三學社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2022 兩岸

企業家峰會年會」等活動；2 月 10 日王親自會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

言，並強調兩岸應恢復交流，其如此積極參與涉臺相關活動，顯示將

任全國政協主席及對臺二把手應無懸念。同時，在 2023 年春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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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是在 1 月 12 日出席「紀念延安雙擁運動 80 周年座談會」，但並

未發表談話，應與其負責重要黨史與思想工作相關；此外，1 月 10

日參加「全國統戰部長會議」、1月 17日出席「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

人迎春座談會」，強調宗教團體是黨與政府連結宗教界人士的重要紐

帶，再加上王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亦明確了其將擔任全國政協主席

與主導統戰工作。 

 

（六）結語 

「二十大」後中共黨內高層人事持續更動，然一直要到 2023 年

全國「兩會」後，整個政府相關人事任免的安排方才底定；目前屬於

過渡階段，可以看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活動黨務較政務更活躍，國務

院與其他相關機構則持續進行政務交接，儘管這期間有許多如丁薛祥

辭職，蔡奇位置受挑戰等傳聞，但看來皆屬謠傳，中共黨內未見政爭

跡象，政局仍屬穩定。習近平權力鞏固下，當前的北京政策趨勢正朝

向「安內攘外」姿態，一方面希望穩定外交與兩岸關係，另方面則欲

爭取時機復甦經濟與鞏固內政，此理念將持續至「兩會」召開，換言

之，「兩會」的政策重點將在解決內政問題。為了和緩國際壓力與確

保國內穩定，中共屆時會否採取軟姿態，對外釋放合作訊號，值得各

界密切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