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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中國大陸政治情勢總結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中民主稿 

 

「十八大」以來查處官員人數未減，企藉反腐進行人事洗牌，鞏固

習勢力；「十九大」後，習親信陸續到位，反腐運動或將走向強化

治理與預防貪腐。 

「十九大」後「習核心」正式成形，李克強地位弱化，王滬寧與韓

正的出任反映派系妥協結果，另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組成亦

凸顯習用人彈性、「能上能下」的落實；習未設立接班人選，續任

機率高；王岐山退而未休，走向值予關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十九大」冠名入黨

章，惟具體內容迄未明朗，啟用王滬寧或欲藉其豐富習意識型態的

內容，以為新時代執政基礎。 

     

回顧 2017 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之演變，最關鍵者即為「十九大」

召開，決定中國大陸未來五年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同時也突顯最高領導

人習近平的權力集中程度。以下將從反貪腐、人事安排與意識形態建立等

三個面向，觀察 2017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演變。 

 

（一）反貪腐運動 

2017年最令人吃驚的反貪成果莫過於 7月中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暨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遭免職調查，後續不但被雙開（開除黨籍與開除公職），

更被移送至司法機關調查。在「十九大」期間，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於分組

討論時提及孫政才與其他五名遭查官員（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

郭伯雄），指渠等涉及的案件是「陰謀竄黨奪權」，為文革結束、粉碎四

人幫後，首次有中共官員使用這種措辭，顯見情勢相當險峻。除孫政才之

外，「十九大」召開前亦查處 7名正部級官員、20餘名副部級官員、1名

軍委委員、4 名正軍級解放軍將領。即便「十九大」後至今，反腐工作亦

未停歇，2018 年初原中央軍委委員房峰輝遭移送軍事檢察機關（房曾於 2017

年隨習近平訪美，外界以為房已獲得習的信任），至 2018 年 1 月中為止，已查處 1 名

正部級與 4名副部級官員。2017年計有 40餘名副部級以上官員遭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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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懲處，相較於 2015年 65人、2016年 58人較少，但正部級以上的比例

增加，遑論孫政才不但時任政治局委員，更被外界看好是接班人選之一。 

 此外，從過往五年的反貪腐運動來看，呈現一幅令人疑惑的圖像，

2012 至 2017 年總共查處副部級以上官員及副軍級以上解放軍將領超過兩

百人，且逐年來看，被查處官員人數並未隨著反貪腐運動的大力推展而呈

現下降的趨勢。此種傾向與「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及中紀委持續建構

防範貪腐的機制，並大規模地重整黨內風氣的努力相悖，或可反映習近平

掌權之初，權力基礎尚未穩固，反貪腐運動不僅是如其所說「腐敗問題愈

演愈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新華社 2012 年 11 月 20 日授權發布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更涉及深層次的政權穩固

及統治正當性的問題。進一步論，當大批貪官污吏被調查時，接踵而來的

即是懲處與人事安排兩個重要問題。就前者而言，嚴重者為雙開並移送司

法機關，其次有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行政撤職、降級處分等，視犯

案情節輕重而定；但 2017 年所查處的高層官員中，仍以雙開並移送司法

機關者為多。後者意指因反貪腐運動所出現的職位空缺，其後續甄補的人

事安排，重要職位皆以習近平親信為主，連帶牽動「十九大」前後的人事

布局。以此趨勢來看，「十九大」後，可合理推斷反貪腐運動應有所消

減，轉而朝向強化治理與預防貪腐的方向前進，具體反映是即將成立的國

家監察委員會與審議中的監察法草案。一來，「十八大」以後的防範貪腐

機制及黨建工作若能發揮效果，貪贓枉法的官員數量必然減少。再者，習

近平親信已安排上位，從中央到地方，應能貫徹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可預

見大規模反貪腐的浪潮會逐漸消退。 

 

（二）人事安排 

中國大陸的人事安排在 2017 年經歷大幅度的調整，一來是因為「十

九大」的召開，許多官員屆齡退休；再者是因反貪腐運動所產生的職位空

缺。當然，一切的重心還是聚焦在政治局常委會，最終結果出爐，不令人

意外地是王岐山退休，胡春華與陳敏爾未進入常委會，新的最高領導層仍

是由 7 名政治局常委組成，惟與前屆不同的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方

式已然成形，李克強無論是排名第二的常委還是國務院總理，其角色都在

弱化。關於常委會的組成，栗戰書、汪洋及趙樂際入選為意料之中，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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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寧與韓正恰反映出強化意識形態與派系妥協的結果。尤其是王滬寧以長

期智囊的身分，在缺乏地方治理經驗的情形下入常，可見習不拘泥於常規

的作風。此外，李源潮、張春賢與劉奇葆未屆齡亦未連任政治局委員，同

時中央委員會中有多名「十八大」委員未屆齡卻未獲連任，顯見習近平所

宣示之「能上能下」的用人機制已在落實。「十九大」後，中央各機關與

重要省市的負責人，紛紛由習的親信接任，例如中央組織部長陳希、中央

宣傳部長黃坤明、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等，呈現統治基

礎逐漸強化的明顯趨勢。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是從目前的高層領導人來看，並沒有明顯的

接班人選存在。亦即習近平廢除隔代接班的機制，原來最被看好的胡春華

與孫政才，前者並未入常，後者則是已被雙開；「十九大」前傳聞陳敏爾

將入常一事則未發生。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除習以外，並沒有任何一人

能在 2022年成為新的最高領導人。究竟習會在 2022年續任，抑或正式卸

任並直接從政治局委員甚至是中央委員中拔擢最高領導人，都還需要時間

觀察，只是以目前態勢來看，習續任的可能性較高。除此之外，王岐山在

退休後，如果仍參與政治運作，其身分與模式皆須持續注意，可能形成高

層政治的新模式。 

 

（三）意識形態 

在經過兩年左右的醞釀後（2014 年 9 月栗戰書在中辦的內部講話時重提鄧小平的「核

心論」），2016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

黨中央」，亦即「習核心」，使得習的政治地位與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

民比肩。「十九大」時，習更進一步將其意識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冠名寫入黨章，使其地位超過鄧小平（鄧小平於 1997年 2月過

世，其理論於同年 9 月的「十五大」寫入黨章），直追毛澤東。其意識形態含括的面向

相當廣泛，但實質內容為何仍不甚清楚，簡單說來基本概念是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解決因

發展而帶來的矛盾。每一代的中共領導人都會提出自我的意識形態，作為

執政的基礎，並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寫入黨章。然而，習最令人驚訝之處在

於其在執政短短五年時間便能達此一目標，顯見個人權力迅速集中，達致

可與毛澤東相比之歷史高度。相對地，一般大眾對於其意識形態的理解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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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仍相當淺薄，或許可以朗朗上口的是「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等口號，卻無法真切地說出核心概念。由此觀之，王滬寧得以被拔擢

入常，最主要的任務應該不只是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甚至於是要豐

富意識形態的內容。在中國大陸當前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外交、族

群等許多領域都面臨重大挑戰之際，意識形態作為中國大陸的執政基礎，

更是需要普及與鞏固，呼應習近平在 2013年 8月 19日參加「全國宣傳思

想工作會議」時所發表的講話中提及「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

開始的……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

在手，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由此

看來，「十九大」將習的意識形態寫入黨章只達成階段性任務，後續將會

有更大規模的積極發展與應用。 

 

（四）結語 

以上從反貪腐運動、人事安排與意識形態三個現象回顧 2017 年中國

大陸的政治情勢演變，一個清楚而明顯的趨勢就是習的權力基礎在「十九

大」後更為鞏固，但是持續出現被調查的貪官污吏以及一些妥協式的人事

安排，顯見高層政治仍非完全穩定，然可預期的是這些干擾因素將會逐漸

減少。此外就是意識形態已寫入黨章，未來將成為中國大陸政經運作的方

向，宏觀環境在這樣的框架下恐怕也會更形緊縮。總的來說，2017年政治

發展在習近平的執政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過往五年已替習後

續掌權打下良好的基礎，也提供吾人觀察未來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絕佳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