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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習近平出席「國慶」招待會，示警新征程非一馬平川，堅定不移朝民族復

興目標邁進；官方首提「習近平文化思想」，部署第二階段主題教育。 

 習近平批西方式現代化血腥掠奪，稱「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民「共同富

裕」，國家自立自強。 

 高層會議部署黨建工作，聚焦經濟發展、科研自立自強。 

 習近平赴新疆、黑龍江等多省調研，續關注「安全」議題，要求共軍全面

提高部隊備戰打仗能力；李強等高層考察高科技產業、邊疆維穩工作。 

 續深化軍隊反腐，政法系統強化國安部署，籲全社會總動員反間防諜。 

 

一、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續強化意識形態領導工作 

(一）習近平示警新征程非一馬平川；批西方現代化血腥罪惡，稱「中

國式現代化」堅持「共同富裕」、自立自強 

習近平 9 月 28 日出席中共建政 74 周年招待會，稱新征程上，腳下的路不會

是一馬平川，團結就是力量，要朝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前進。「求是」8 月 15 日、

9 月 30 日分別刊登習近平署名文章（2023 年 2 月 7 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上

講話的主要部分），批評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造成兩極分化、階層固化，充

滿戰爭掠奪等血腥罪惡，「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在「共同富裕」取得進展，兼顧效

率公平，堅持自立自強，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二）「習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習近平促加強改進外宣，防意識

形態風險 

  中共「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10 月 7 至 8 日召開，稱最重要會議成果

為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會議傳達習近平指示，強調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極

端重要，要著力加強黨的領導，敢於鬥爭，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加強、改進對外宣傳工作，堅決有效防範化解意識形態風

險。 

(三）聚焦基層，啟動第二批「習思想」主題教育 

  中央廣電總臺、貴州、湖北、上海等央地黨委常委會 8 月 21 日起陸續召開「

習思想」主題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以「習思想」對照檢查個人行為，開展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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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批評（貴州日報、湖北日報，2023.8.22；上海解放日報，2023.8.24；央視，2023.8.29）。 

蔡奇 9 月 5 日主持「習思想」主題教育中央指導組第一批總結及第二批部署

會議，稱「以學鑄魂、以學促幹」取得明顯成效，「兩個維護」的自覺性提高；9

月至明（2024）年 1 月展開第二批學習工作，對象為省級以下各機構、基層黨組織

，循例部署中央巡迴指導組赴地方監控（北京青年報，2023.9.6）。 

(四）副部級人事密集調整；中央社工部部分內設機構亮相；發改委成

立民營經濟局 

  中財辦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兼中農辦主任（北京青年報，2023.10.14），另中央 4 位

正部級官員上任，原山西省委書記藍佛安任財政部長，中科院常務副院長陰和俊

任科學技術部長，公安部副部長亓延軍升常務副部長（人民網，2023.10.25；中共公安

部，2023.10.12）。原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鄧修明任最高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

明確為正部長級（澎湃新聞，2023.9.6）。 

  中央及地方副部級人事密集調整，前中共駐新加坡大使孫海燕任中聯部副部

長；中央政法委幹部局局長孫曉芳升副秘書長；發改委原副主任楊蔭凱任中財辦

副主任（中國經濟網，2023.8.1、9.4、9.7）。開發銀行副行長徐守本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海關總署政治部原主任許大純任自然資源部副部長；教育部辦公廳主任王光彥升

副部長；交通部國際合作司（港澳臺辦公室）司長（主任）李揚升副部長；南方電網

總經理王宏志任國資委副主任；科技部高新技術司長陳家昌升副部長；最高人民

檢察院第 8 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升司法部副部長；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雷海

潮任衛健委黨組副書記。原河南省紀委書記曲孝麗任中紀委國監委駐衛健委紀檢

監察組組長（中國經濟網，2023.8.8、30；9.6、10、13、22）；原湖北省政府副省長邵新宇

升常務副省長（排名第 1 的副省長），原國家工業訊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岩調江

蘇副省長；原吉林省委統戰部長吳海英升省委副書記；浙江杭州市委書記劉捷升

省委副書記；西藏自治區政法委書記劉江任黨委副書記（中國經濟網，2023.9.27、10.2

、8、10、11）。 

中央社工部部分內設機構和有關負責人亮相，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及社區治

理司司長陳越良任中央社會工作部籌備一局主導負責人，中央及國家機關工委會

黨建部黨建處副處長隨力瑞任中央社會工作部三局二處牽頭負責人；另發改委 9

月宣布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中國新聞網，2023.9.4；澎湃新聞，2023.9.12）。 

二、 中共高層會議強調幹部政治忠誠，推進科研自立；人大

加強政府債務監督、暫緩房地產稅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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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幹部培訓加強政治忠誠，辦公廳提高政治站位，各群團組織

忠誠黨的方向 

  習近平 8 月 31 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審議「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全國幹

部教育培訓規劃（2023－2027 年）」，要求把政治訓練貫穿幹部成長全周期，培養造

就政治過硬的高素質幹部。中共中央 10 月 15 日印發修訂後的「幹部教育培訓工

作條例」，要求把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主題

主線，強化政治忠誠教育，並以培訓成果作為考核內容和升遷依據（央視，2023.10.15）。 

  蔡奇 8 月 18 日出席座談會（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黨組（黨委）落實機關黨建主體責任

座談交流會），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走好踐行「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第一方陣；9 月 13 日出席「全國

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傳達習近平指示新時代辦公廳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

，確保政令傳輸安全暢通，築牢保密防線（人民網，2023.9.1、14）。10 月 9 日代表中

共中央在中國工會第 18 次代表大會致詞籲，各級工會要忠誠黨的事業，堅持正確

政治方向（北京青年報，2023.10.9）。另李希 8 月出席僑聯大會，籲僑界為鑄牢中華民

族共同體意識、推進祖國統一作出更大貢獻；丁薛祥 9 月出席殘疾人聯合會全國

代表大會，籲廣大殘疾人聽黨話、跟黨走，增強政治性（新華網，2023.8.31、9.18）。 

(二）聚焦經濟安全、新型工業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人大常委會 9 月 1 日通過「外國國家豁免法」，可管轄以外國為被告的民事案

件（2024 年 1 月起實施），並對外國國家財產實施強制措施；政治局 9 月 27 日就世貿

組織規則與改革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要求提升陸國際分工地位、維護國家經濟

安全（央視，2023.9.5、27）。 

  李強 8 月 16 日召開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聚焦擴大內需，拓展消費，同月

21 日主持國務院第三次專題學習，要求大力發展數位產業；9 月出席「全國新型

工業化推進大會」（22 至 23 日在北京召開），傳達習近平重要指示，要求引領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建設製造強國，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築物質技術基礎（人民

網，2023.9.24）；10 月 13 日主持召開「經濟情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國家經濟在

固本培元中持續回升向好，也要清醒認識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挑戰，需須進一步打

好宏觀政策組合拳（央視，2023.10.13）。 

中共中央「科技委」已召開首次會議，惟未公布會議內容（北京青年報，2023.8.20

）。丁薛祥 8 月 22 日出席政協常委會第 3 次會議，稱中共已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要以高度政治責任感，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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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清 9 月 1 日出席四川「中國質量大會」籲推動產業升級；何立峰同月 26

日出席「自貿試驗區建設 10 週年座談會」強調推動全產業鏈創新發展，努力建設

更高水準自貿區（人民網，2023.9.26）。 

(三）國務院派工作組赴地方清查隱形債務；人大加強政府債務監督，

暫緩房地產稅立法進程 

  傳 7 月政治局會議部署國務院工作組赴 10 個財政最差的省分清查地方隱形債

務（金融時報，2023.8.11）。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 9 月 11 日出席「建立聽取和審議政

府債務管理情況報告制度工作座談會」，要求人大依法加強政府債務監督，堅決守

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人大常委會同月 7 日發布本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金融穩定法入列，延緩

房地產稅立法進程（新華網，2023.9.8）。 

三、 華北等地豪雨成災，習近平稱成功克服洪澇；四川、內

蒙官員因公安事故遭問責 

(一）華北等地豪雨成災，習近平稱防汛抗洪取得重大成果 

  受颱風杜蘇芮外圍及殘餘環流影響，華北、東北地區 7 月底至 8 月初接續降

下極端強降雨，引發洪水沖淹、沖塌房屋等災情，北京 8 月 9 日公布因災死亡 33

人，18 人失蹤，近 129 萬人受災（截至 8 日，中新網，2023.8.10）；河北同月 11 日稱

29 人死亡、16 人失聯，全省直接經濟損失 958.11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截至 10 日

，解放日報，2023.8.11）；黑龍江共 37 個縣市，超 37 萬人和 387 萬畝農作物受災（新

華社，2023.8.9）。8 月各種天災共造成 888.7 萬人次受災，168 人死亡失蹤，直接經

濟損失 341.9 億元（央視，2023.9.7）。 

  蘇拉颱風 9 月 2 日先後兩次在廣東登陸，農作物受災面積約 573 公頃，海葵

颱風同月 5 日登陸福建，福州等地嚴重淹水，國家減災委、緊急管理部 6 日啟動

國家四級救災緊急應變，深圳 7 日進入暴雨緊急防禦（應急管理部，2023.9.7）。廣西

玉林 8 至 11 日持續大雨，逾 5 萬 5 千人受災（新華網，2023.9.7；北京日報，2023.9.12）

。 

李強 8 月 8 日主持召開國常會，部署搶險救災。財政部等 11 日緊急預撥 14.6

億元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19 日再撥付 10 億元，發改委增加中央預算 5 億元），入汛以

來，中共中央累計下達各項救災資金 96.84 億元（央視，2023.8.11、16、19、21）。人行

、金融監管總局印發通知，加大信貸投放，支援災後重建（新華社，2023.9.2）。 

習近平 8 月 17 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會，稱「防汛抗洪救災鬥爭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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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中國農民豐收節」前夕，稱中共今年克服黃淮罕見「爛場雨」、華北

東北局地嚴重洪澇，全年糧食生產可望再獲豐收（新華網，2023.8.18、9.22）。 

(二）官方瞞報山洪事故，習近平要求嚴肅究責；內蒙 2 名中管幹部因

煤礦事故遭問責 

  四川金陽縣 8 月 21 日凌晨受短時強降雨影響，突發山洪，致 4 人死亡、48 人

失蹤。習近平要求依法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四川 30 日稱所屬國企涉嫌瞞報事故

之 5 人被刑事拘留（人民日報，2023.8.30）。內蒙古 2023 年 2 月阿拉善煤礦礦災調查

結果 8 月 30 日公布，內蒙自治區副主席黃志強、代欽 2 名中管幹部分別受黨內警

告、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央視，2023.9.7、8）。 

四、 高層調研關注國安、高科技產業和邊疆維穩 

(一）習近平赴新疆、黑龍江、浙江、山東、江西調研，關注社會維穩

、能源安全，籲提高部隊備戰打仗能力 

  習近平 8 月 26 日結束出席金磚峰會及對南非國是訪問後未先返京，逕赴新疆

聽取工作匯報，要求把維護社會穩定擺在首位，有效治理非法宗教活動（新華網，

2023.8.27）。 

  習近平 9 月 6 至 8 日赴黑龍江考察，強調牢牢把握東北維護國家「五大安全

」重要使命（國家國防、糧食、生態、能源及產業安全）；8 日視察 78 集團軍（隸屬北部戰

區陸軍，駐地為哈爾濱市），稱須提高軍事鬥爭準備質量，加強戰鬥力建設，保持部隊

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同月 20 至 21 日，在浙江考察「千萬工程」、「楓橋經

驗」，籲浙省在推動「共同富裕」中先行示範，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

24 日返京途中，至山東棗莊察看石榴產業（人民網，2023.8.26、9.9、9.26）。10 月 10

至 13 日赴江西調研並召開「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考察生

態修復、能源安全、文化傳承及國防工業（新華社，2023.10.15）。 

(二）蔡奇探視北戴河暑修專家，籲做到「兩個維護」；趙樂際稱地方

立法應注意把握「政治方向」 

  蔡奇 8 月 3 日赴北戴河探望受邀前往暑休之 57 位專家，要求專家深入學習「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促做到「兩個維護」（人民網，2023.8.4）。趙

樂際 9 月在山東出席「全國地方立法工作座談會」，要求地方立法把握正確政治方

向，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貫徹立法工作各環節（新華社，2023.9.21）。 

(三）李強、丁薛祥考察高新科技產業，強調打好核心技術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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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強 8 月 22 至 24 至廣東調研科技攻關、企業創新及深中跨海通道工程，與

地方官企代表座談，要求創新吸引利用外資；9 月 21 日至北京調研專精特新企業

，強調緊抓關鍵環節，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新華網，2023.8.24

、9.21）。10 月 7 至 9 日至浙江，赴海康威視、廣立微電子等AI、EDA企業調查，

稱要推進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發展及數位科技突破，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新華

網，2023.10.9）。 

丁薛祥 10 月 13 至 15 日於深圳調研稱，要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以科技創新

開闢新領域新賽道、塑造高品質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央視，2023.10.15）。 

(四）劉國中關注糧食安全、鄉村治理；張國清調研山洪事故、央企援

藏、新型工業化 

  劉國中 8 月調研北京、河北、吉林災區衛生防疫、農業生產恢復（8.11-13 北京

、河北、吉林）、9 月考察遼寧、內蒙秋糧生產進度及西藏、安徽脫貧攻堅情況，要

求確保農產品供給安全穩定，守住防止返貧底線，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新華

網，2023.8.11、13、24、9.19；安徽日報，2023.9.24），10 月出席「全國學習運用『千萬工

程』經驗現場推進會」，稱要壯大鄉村產業，改進鄉村治理（北京青年報，2023.10.14

）；張國清 9 月赴川聽取金陽縣山洪災害調查處置有關情況，要求嚴肅追責謊報、

瞞報等行為，同月赴藏調研央企布局，籲國資加快建設電力、通信基礎設施，促

進西藏長治久安（新華網，2023.9.1、9.7）；10 月赴福建出席「2023 世界航海裝備大會

」開幕式，強調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推進新型工業化（北京青年報，2023.10.13）。 

(五）陳文清要求主動防控風險；王滬寧、石泰峰要求做好少數民族、

民企、宗教團體統戰工作 

陳文清 8 月 22 至 24 日在甘肅調研，出席「部分省區涉藏維穩工作會議」，強

調主動防控風險，堅決維護西藏和涉藏州縣（青海、四川、甘肅、雲南）長治久安（新

華網，2023.8.25）。王滬寧 9 月 21 日出席第 9 次「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稱，

持續推進文化潤疆、強化各族群眾「五大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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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泰峰同月 22 至 24 日，調研江蘇民企，籲強化加強民

營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引領，及對宗教教職人員管理（新華網，2023.9.21、25）。 

五、 續推軍隊、體壇反腐，嚴查醫藥腐敗 

(一）官媒發文稱個別幹部因交友不慎落馬；傳防長李尚福傳已遭解職

調查，軍委持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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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報」9 月 17 日發文批，個別幹部亂作為不作為，要推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另中央軍委改革與編制辦公室人員 22 日刊文稱，交友不慎是個別領

導幹部落馬重要原因，軍隊幹部要淨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另傳國防部長李尚

福因涉及軍事採購弊案，已遭調查解職（解放軍報，2023.9.17、22；路透、華盛頓郵報，

2023.9.15）。 

中央軍委發布「指標體系」（「軍隊黨委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檢查評價指標體系（

試行）」），壓實軍隊各級黨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解放軍報，2023.9.28）。 

(二）完成「二十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反饋；公布第二輪巡視對象 

  9 月下旬全面完成第一輪巡視反饋工作，指國企、金融、體育領域存在突出問

題。習近平 27 日主持政治局會議，審議第一輪巡視報告，要求加強黨領導及各級

「一把手」監督，加大國企、金融反腐（巡視回饋首次提及「巡視機構」重要情況要及時

向黨中央報告，新華社、北京青年報，2023.9.27）。 

「二十屆」中央第二輪巡視對象 10 月 10 日公布，將對科學技術部、工信部

、中國一汽等共 31 家單位黨委（黨組）開展常規巡視，對國家鐵路局、中國國家鐵

路集團開展巡視「回頭看」，李希 10 月 10 日出席「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要求

守住安全底線，深入查找風險隱患，發揮巡視利劍作用（人民網，2023.10.11）。 

(三）嚴查政績工程、數據造假和紀檢「內鬼」 

  李希 8 月在中紀委常委會集體學習，要求查處政績工程和數據造假，9 月出席

會議稱（中紀委國監委學習「習思想」主題教育總結會議暨委主題教育領導小組第 3 次會議），

要在清理門戶上動真碰硬，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深入推進幹部教育培訓，打造忠

誠乾淨，敢於鬥爭紀檢鐵軍（中紀委國監委，2023.10.14）。自 8 月中旬以來，中紀委國

監委共通報 22 名紀檢系統內鬼（統計至 9 月 15 日，環球時報，2023.9.19）。 

(四）年來 36 名中管幹部落馬；加大醫藥反腐，續查處足壇要角 

2023 年至今有 36 名中管幹部落馬（統計至 9.16），8 至 9 月共 6 名，包括：北京

航空航太大學副校長張廣、原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山西省委副書記商黎光、最

高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原庭長鄭學林、原中國工商銀行紀委書記劉立憲、黑龍江

政協副主席李海濤（中紀委國監委，2023.8-9 月）。 

7 月衛健委聯合公安部、紀檢單位，啟動為期一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

集中整治」；截至 9 月 14 日，已有超過 190 名醫院黨委書記、正副院長被查落馬（

華爾街日報，2023.9.14）。 

中超公司董事長劉軍涉違紀違法受查，足協前主席陳戌源涉收賄遭公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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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以來，已有 14 名足壇高層落馬（中新網，2023.8.30；澎湃新聞，2023.9.26）。 

六、 政法系統強化預防調解社會矛盾、保障政治安全  

  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 10 月在全國調解工作會議上表示，社會矛盾糾紛不能

都進入訴訟，要強化預防在前、調解優先（北京青年報，2023.10.9）；同月至河南調研

，籲政法機關忠誠履職，在維護安全穩定、化解矛盾糾紛上奮勇爭先（新華網，

2023.10.13）。國安部長陳一新 9 月赴廣東調研，要求國安幹警當好隱蔽戰線英勇衛

士（中共國安部，2023.9.13），同月發表署名文章稱中國大陸面臨組織化、持續化網攻

，要借助數位工具保障政治安全，完善高效權威國安領導體制，建立大安全治理

框架（中國網信雜誌，2023.9.26）。 

國安部微信公眾號 7 月 31 日上線，8 月 1 日籲全社會動員反間諜；4 日批外

媒曲解「反間諜法」，密集曝光多起典型案例，強調政治安全直接關係政權安危、

制度存亡（8 月 11、21 日稱破獲美中央情報局間諜案、15 日稱雲南學校退休幹部組敢死隊意圖

顛覆政權；9 月 5 日披露CIA間諜死於西藏，11 日公布愛國僑領梁成運為美情蒐、25 日稱要留意境

外勢力以低利率貸款等方式進行「間諜網勾」，中共國家安全部，2023.8-9 月）。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