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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年度工作會議觀察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中共經濟情勢險峻，維穩成「二十大」政策主軸，惟高層對相關作

法及如何推進「共同富裕」，內部仍存歧見。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聚焦缺糧、宗教人士管理等

國安議題；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強調將大幅增長科研投資、深化制度

改革，在京滬大灣區建設人才高地。 

 「對臺工作會議」提升對臺工作歷史高度，有意強化統戰力度，再

度釋出反獨促統、促進融合發展信號，惟總體而言未有新意。 

 

（一）前言 

  中共中央每年所舉辦的工作會議，多由相關領導人發表講話，其

內容成為外界判斷新年度國家政策重要的風向球。2021年度在經濟、

農業、宗教及對臺工作（該會議到 2022年 1月 25日舉行）方面的會議，

皆已召開完畢。綜合而言，中共經濟情勢險峻，經濟維穩是「二十大」

政策主軸。此外，三農工作、農糧產銷、人才建設與宗教治理的問題

也逐漸浮出檯面。最後，在對臺工作方面，中共強化了反獨促統、促

進融合發展的政策，並使對臺工作獲得與歷史、民族相當的重要高度。

以下分析近期中共舉辦的年度工作會議。 

 

（二）會議內容觀察 

  第一，在經濟方面，外部環境顯得高度嚴峻，除了因疫情帶來全

球原物料價格的波動，又逢全球對中共咎責的聲浪排山倒海而來。此

外，國內在疫後經濟的表現愈趨失色，公務員減薪、農民工欠薪、民

企裁員的風波不斷。據此，中共於 2021年 12月 8至 10日召開「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中國大陸面臨來自「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故總結為「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目

標。在通篇 5000 字的新聞稿中，提及 25 次的「穩」字。2022 年將

著力穩定經濟的宏觀調控，做好「六穩」與「六保」工作，在改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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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濟時，不忘穩定總體經濟格局，迎接「二十大」的來臨，確保經

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會議揭示 2022年 7項主要重點工作：其一是宏觀政策要穩健有

效，將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也強化對實體經濟中的小微企業、科

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援力度。其二是微觀政策要激發市場活力，加

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執行，並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其三是

結構政策要暢通國民經濟的循環，除協助傳產進行產業升級，更寄望

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增強供應鏈韌性，發展所謂「專精特新」企業，

掌握世界經濟主導權，在住房方面則堅持房子非炒房之用，而是「用

來住的」。其四是科技政策要紮實落實，強化企業創新與國際科技合

作，並研發關鍵核心技術。其五是改革開放政策要激發發展動力，落

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吸引跨國投資。其六是區域政策要增強區域間

的平衡性與協調性。最後，是社會政策要確保民生的最低生活水準。 

特別的是，針對貧富差距的議題，會議重申「共同富裕」的經濟

戰略，能有效防止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在人民奮鬥「把蛋糕做大做好」

之後，透過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黨意之下公平分配，將

成為未來中共收歸社會資源的重要政策。出乎意料的是，會後社會罕

見出現「雜音」。中共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抨擊，官方公布數據是「報

喜不報憂」，反映出經濟負面變化的數據不足，對於判斷當前經濟壓

力造成困難，恐存在經濟數據維穩的問題。可見中共高層對於如何穩

定經濟發展與做到「共同富裕」，內部可能還存在歧見。 

第二，在農村方面，2021年 12月 25至 26日在北京召開「中央

農村工作會議」，習近平針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三農」問題發表

講話，要求做好三農工作、穩定基本盤，確保「穩產保供」，進一步

呼應了「光盤運動」的政策，以及潛在的缺糧問題。習近平稱，中國

人的飯碗無時無刻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將

糧食安全視作國安層次的危機，並要求落實耕地保護政策，確保有

18 億畝良田可作為耕地，穩定糧食播種面積與農產品的產銷供應，

擴大大豆和油料生產，目標為 2022年糧食產量達到 1.3兆斤以上（約

合 0.65兆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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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宗教方面，中共於 12月 3至 4日召開「全國宗教工作

會議」，是 5年內第 2次召開的全國性宗教會議，本次會議樹立起「黨

管宗教」的旗幟，全面強化對宗教活動的控制，習近平稱堅持「宗教

中國化」的方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具體來說，

要求宗教界弘揚愛國精神，增進對中共政權、民族文化與意識形態的

認同，有意識地加強黨史、新中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等黨的歷史教

育，讓宗教團體成為中共團結群眾的樞紐，徹底使得宗教界為中共的

意識形態服務。此外，中共加大對網絡宗教內容的監控力度，在 2022

年 3月生效的「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中，嚴禁任何組織或

個人在網路上傳教、發布、轉發任何講經及講道與儀式內容，是中共

基於國安需要，嚴防對政權的煽動或顛覆，更進一步恐會涉足宗教人

士組織管理。 

第四，在人才方面，中共在 2021年 9月 27至 28日舉辦「中央

人才工作會議」。過去，中共僅在 2003、2010年舉辦過這類會議，足

見中共在習時期對人才的吸納，仍然相當重視。習更提出人才政策的

階段性目標：首先，預計到 2025 年大幅增長科研的投資，在關鍵核

心技術領域擁有人才與新創團隊；其次，到 2030 年，建構能適應人

才的制度體系，提升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吸引世界優秀人才，並

著力於發展前沿技術。總的來說，主要佈局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

灣區的人才，並開發人才發展的試點，建設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

構，發起國際大科學計畫。 

在對臺工作方面，中共對臺工作會議於 1月 25日舉行，由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主持會議、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

並由身兼中共中央對臺小組副組長、全國政協主席的汪洋發表講話。

會議凸顯當前中共強化所謂「反獨促統」的政治訴求。其一，中共認

為臺海的不穩定性增多，將會積極應對，提高「反獨促統」的論調。

這包括提出「堅決粉碎臺獨分裂圖謀」，並由去年的「鞏固反獨促統

大勢」轉為本次的「築牢反獨促統強大陣線」，有意強化統戰的進行。

其二，提高對臺工作的歷史高度，將對臺工作賦予民族復興的意涵。

例如，會議提到對臺工作將「牽動黨和國家事業全局」，更稱「事關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中共將堅決推對兩岸統一。在宣傳與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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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方面，則要求「引導廣大臺胞堅守民族大義、辨別是非真偽」。

其三，延續中共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再次提出「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

題總體方略」的論述，並有望在「二十大」中完整闡述。其中，以「兩

岸一家親」理念，完善臺企與臺胞的同等待遇政策，和發展兩岸融合

發展示範區等，為主要政策。整體來說，對臺會議很大程度只是在複

製過去的一些政策立場，新意不大。 

 

（三）結語 

2021 年度的幾個工作會議，呈現出中共積極「求穩」的執政思

維。在「二十大」之前，習近平有意確保一個穩定的國內發展局勢，

更為妥善的實踐他在 2022年底的續任與權力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