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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後學習貫徹觀

察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蔡文軒主稿 

 

「四中全會」的學習貫徹工作由宣傳系統主導，派遣中央宣講團至

地方報告，地方宣講團則至基層報告，鞏固中央、地方、社會黨團

幹部間綿密的指揮鏈，以利政治思想鞏固，深化領導權力。 

「四中全會」後發布「輔導讀本」強調維護習近平核心地位，並定

於一尊的絕對權威；中共並結合「四中全會」精神宣講與第二批主

題教育，從意識型態與思想面向鞏固習近平領導體制。 

 

今年 10月，中共召開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

「四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四

中全會」議程環繞在「第五個現代化」戰略，其意在強化黨與領導人

的權威，鞏固「習核心」。近年中共中央為使政策傳達更為順暢有效，

因此在重大會議過後，會遣使中央宣講團至地方報告，地方也成立相

應宣講團至基層報告。此類學習貫徹做法，意在鞏固政治思想，成為

日後深化領導權力的關鍵作為。以下茲針對本次「四中全會」後的學

習貫徹作為進行分析。 

 

（一）中共中央宣講團的學習規劃 

十九屆「四中全會」閉幕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導、跨部門成

立中央宣講團，負責將中央政策傳令到地方的工作。首先，在人事方

面，成員主要為起草「四中全會」文件的相關人員，其他是中共重要

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如兼任各省市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共計

27人。根據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披露，11月 11日公布首批成員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

津市委書記李鴻忠，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全國人大憲法法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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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沈春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山西省委副書

記、省長樓陽生。根據會後輔導材料顯示，沈春耀、施芝鴻和樓陽生

同樣參與「四中全會」文件的起草工作。13 日第二批成員也相繼曝

光，分別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權，中央巡視組巡視專員苗慶

旺，中央編辦副主任牛占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舒啟明，民政部副部

長詹成付。 

其次，在宣講時程與受眾方面，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講團成員

集體準備，宣講內容主要依據「決定」文件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

精神宣講提綱」，並撰寫宣講稿。隨後 11 日至 16 日在 31 個省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展開宣講活動。每人負責一至二個省份，在北

京、天津、山西、山東等地也透過視訊會議的形式展開報告會。以李

鴻忠在天津市委黨校的宣講為例，該場次線上同時有 23 萬名黨員幹

部收聽收看，增強傳播幅度。在宣講對象方面，主要係針對各地黨政

機關、企業與事業單位、高等院校師生、街鎮基層組織等黨員幹部。

根據會議的提問人身份判斷，中央舉辦的宣講活動，參與對象也是各

地方黨政機構、高等院校的宣講成員，於此構成綿密的宣傳網絡。 

再者，在宣講內容方面，主要以所謂「中國之治」、治理現代化

為題，圍繞在「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與公報，並結合各地方組

織的實質問題，闡明中共中央「四中全會」的領導方向。中共中央宣

講團成員也到各地基層組織參訪，切合地方的主要議題。如中共中央

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赴湖北省武漢市，以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為

題，與社區黨員幹部交流。 

最後，在宣講成效方面，根據解放軍報指出，中央宣講團在各地

的報告會共計 32場，且舉辦互動交流活動近 50場。從傳播幅度而言，

直接聽眾達 45 萬人，連同透過電視與網路的閱聽人數更達 1,800 多

萬人。 

 

（二）中共地方宣講團的學習規劃 

在中共中央宣講團政令宣達的同時，省市政府同樣召集地方宣講

團。建構以宣傳體系為核心的指揮鏈，向省市內高校、企業內黨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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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學習，使省市人民思想和行動，轉化為與「四中全會」統一的

精神。根據人民日報，12 日在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艷玲領

導下，召開省委宣講團的動員會；13 日在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杜

飛進組織下，北京市宣講團成立，展開市領導帶頭宣講、市宣講團集

中宣講、特色宣講的策略；14 日浙江省召開省委宣講團成立會，並

進行集體準備，將對省轄區市，與高校、企業、農村、社區等基層，

深入宣講全會精神；同日，山東省宣講團成立並召開動員會，遴選

28名領導幹部與專家學者組織宣講團。 

 

（三）其他學習貫徹觀察 

第一部分，「四中全會」後發布「輔導讀本」，在政治層面觀察，

其內容旨在鞏固共產黨與領導人的核心體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更揭示，「兩個維護」內涵的重要性，即擁護

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擁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地位。撰文

中直指適用對象為習近平而非他人，是中央而非其他組織，不能層層

套用、隨意延伸。顯見中共中央極力避免該權威被移花接木的機會，

而強調維護習近平核心地位，並定於一尊的絕對權威。 

第二部分，中共中央宣傳部等舉辦「我和我的祖國」的宣講活動，

主要在河南、貴州、陝西、雲南等地的幹部群眾間展開。宣講團由勞

動、體育界、警消界等各領域的 16 名人士組成，深入高校、企業、

社區等群眾聚集地，講述人生故事與「四中全會」精神。 

 

（四）結語 

  「四中全會」的學習貫徹工作係由宣傳系統主導，在中央宣講團

報告的同時，地方宣講團的重要幹部是當然聽眾，以此鞏固中央、地

方、社會的黨團幹部間綿密的指揮鏈。中共中央宣講團是具備政治傳

達和思想統一功能的工作形式，近幾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會後，中共

會根據會議決議的需要，組建中央級宣講團，以迅速達到思想一致與

擴散，將中央意志上升到全黨意志。以中央宣講團人次分析，中共「十

九大」中央宣講團共 36 人，為副部級以上官員組成；十八屆「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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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的中央宣講團成員則為 31 人。由此推斷，本次成員略少，但

仍延續中共中央政治局級別成員領導的組織慣例。 

整體來說，在去年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同時推動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的大框架下，「四中全會」具「承先啟後」的作用；是習近平治

國理政的新一次「再定錨」，對內凝聚力量、對外展現制度信心。在

會議內部，習近平在「四中全會」表現其政治主控權，達成內部共識。

在會議外部，會後中央與地方的宣講團成為政令宣達的重要臨時性組

織。從會後公報、宣講講綱與實際的宣講活動觀察，實質意義而言，

會議意旨仍是鞏固黨和領導人的核心體制。於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陳希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研討會上，更將「四中

全會」精神宣講與第二批主題教育密切結合，藉以從意識型態與思想

的面向，來鞏固習近平的領導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