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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中央審計委員會等，於本季召開首次會議，強調黨對各主管領域

的集中統一領導。 

今年適逢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共官方自今年4月起陸續製播馬克

思系列節目，鋪陳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共的重要性；5月舉行馬克思

誕辰200周年大會，習近平致詞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大陸連結性

，突顯中共政權合法性。 

「十九大」後，持續建構各領域「習思想」，本季推出「習近平網

絡強國戰略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

」；另研發「習思想」網上研究院APP，拓寬傳播管道。 

中紀委公布首季反腐情形，優於去年同期；孫政才案獲判無期徒刑

，符合外界預期；楊家才、吳小暉、項俊波相繼公開宣判，每月維

持一名金融指標官員受審。首批環保督察回頭看第二階段完成，問

責近2,000人。另中共掀起肅清前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信辦

主任魯煒遺毒，各地方集會批判。 

共青團「十八大」會議6月29日閉幕，稱需擔負培養接班人的根本

任務，顯示人才儲備庫地位不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國組

織工作會議」，亦強調選拔年輕官員的重要性，凸顯中共官員面臨

接班斷層問題。 

 

 

一、中共中央高層委員會相繼召開首次會議 

中央國安委召開十九屆第一次會議，要求提高國安能力 

    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4月17日召開十九屆第一次會議，由習近平主持，李

克強、栗戰書及國安委常務委員出席，習強調要加強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

一領導，正確把握當前國家安全形勢，會議並通過「黨委（黨組）國家安全責任

制規定」（新華網，201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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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相繼召開

首次會議，均重申加強黨的領導 

    中共中央今年3月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央外事工作

領導小組改制為委員會後，本季相繼召開首次會議。習近平4月2日主持召開中共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並研

究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的思路和措施，另審議通過「中央財經委員

會工作規則」。副主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委員、中央書記處

書記王滬寧、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員副總理韓正等出席（新華網，2018.4.2）。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則於5月15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習主持強調要加強黨中央

對外事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準確把握當前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努力開創「中國

特色」的大國外交新局面，另審議通過「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工作規則」，副主任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委員王岐山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韓正等列

席（新華網，2018.5.15）。 

    中央審計委員會5月23日召開首次會議，習主持強調改革審計管理體制，組建

中央審計委員會，是加強黨對審計工作領導的重大舉措；要落實黨中央對審計工

作要求，建構集中統一、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審計監督體系。另審議通過「中

央審計委員會工作規則」、「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細則」等。國務院總理、

副主任李克強，中紀委書記、副主任趙樂際出席（新華社，2018.5.23）。 

 

中央深改委召開第二次會議；國務院新組建部門全數完成掛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5月11日召開第二次會議，習主持強調要確保中央與

地方機構改革有機銜接，研議「十九大」報告重要改革之實施規劃，並審議「深

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進展情況報告」、「關於地方機構改革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

等文件（新華社，2018.5.11），密切掌握推進機構改革進程。 

依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相關機構改革至遲於2018年年底落實。

有關國務院部分，至5月31日新組建國家醫保局揭牌後，新組建部門和單位已全數

掛牌（央視，2018.6.1）。惟各機構內部編制仍待持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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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強調持續擴大內需，中美貿易戰升級因應對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約每月召開一次。4月23日會議，強調今年經濟工作核心

是高質量發展，同時要堅持財政政策取向不變、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把加快

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另要求全力打好「三大攻堅戰」；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主動推進深化國企國資，財稅金融等改革；推動信貸、股市、債市

、匯市、樓市健康發展，及時跟進監督；要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審議「

關於新時代加強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的意見」（新華網，2018.4.23）。時值中美貿易摩

擦之際，本次會議強調持續擴大內需，或為雙方貿易摩擦升級預為準備。 

    5月31日會議，強調要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把黨管農村工

作的要求落到實處，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實，並要堅持精準扶貧，

為實施鄉村振興打好基礎；另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及「關於

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新華網，2018.5.31）。另6月29日會議，指出實現

偉大夢想，關鍵在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伍，歸根究底在培養一批優秀年

輕幹部接續奮鬥；大力發現培養優秀年輕幹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提供充足幹部儲備與人才保證（新華社，2018.6.29）。 

 

三、高調紀念馬克斯誕辰200週年 

中共製播馬克思紀念節目，鋪陳誕辰200周年 

    今年5月5日適逢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共自4月下旬密集展開宣傳活動，包

括中宣部理論局等單位製作「馬克思是對的」談話節目（人民網，2018.4.27），中央黨史

和文獻研究院、央視製作「不朽馬克思」紀錄片，分別自4月27日、5月3日於央視

及網路媒體播放，央視歐洲中心亦循馬克思足跡，推出「尋訪馬克思」特別報導（

人民網，2018.5.3）。另習近平4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強調學習馬

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共產黨人的必修課，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新

華網，2018.4.24）。 

 

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大陸連結性，突顯中共政權合法性 

習近平5月4日出席「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稱讚馬克思是「千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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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家」、「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大陸命運緊連

，其理論在中國大陸得到充分驗證，引領中國大陸走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

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時俱進，

但不同於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非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新華社，2018.5.4

），企為中共政權尋求合法性基礎，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現代化理論差異

性。 

另中共致贈馬克思家鄉德國特里爾市銅質馬克思雕像5月5日於西蒙教堂廣場

揭幕（新華社，2018.5.5），引起德國民間團體等抗議，5月10日並遭不明人士縱火（中央社

，2018.5.12）。 

 

四、各領域「習思想」體系持續建構，開拓新傳播媒介 

「習近平網絡強國戰略思想」 

    繼「十九大」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共持續在各領

域建構「習思想」體系，4月20至21日召開首次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

闡釋「習近平網絡強國戰略思想」。習強調沒有網路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要形

成黨委、政府、企業、社會及網民等多主體，與經濟、法律、技術等多手段相結

合治理網絡，用新的發展理念鑄造核心技術命門，加強黨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

領導（新華社，2018.4.21）。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習近平5月18至19日主持召開第8次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數出席，為迄今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生態文明建設會議。會議確立「習

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包括「三個體現」構成基本內容（體現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發

展理念、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系統思想）、「兩個歷來」勾

勒思想軌跡（歷來對生態環境看得很重、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很重要工作來抓）（新華社，2018.5.19）。 

 

「習近平外交思想」 

    習近平6月22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外交思想10點堅持（堅持以維護黨中央權威為統領加強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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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外交、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

根本增強戰略自信、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以深

化外交布局為依托打造全球夥伴關係、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底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以對外工作優良傳統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為方向塑造中國外交獨特風範），中央外事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稱該項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確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

」（新華社，2018.6.23）。另外長王毅24日召開全體駐外使節座談會，要求渠等要用「習近

平外交思想」武裝頭腦（新華社，2018.6.24）。 

     

拓寬「習思想」傳播途徑，嚴控言論自由 

    中共中宣部組編「習近平新聞思想講義（2018年版）」於6月14日出版（新華社，

2018.6.14）；中共天津網信辦與新華網6月30日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網上研究院」APP（澎湃新聞，2018.6.29），藉文宣品印刷及線上學習平臺建立，進一

步推廣「習思想」。另對於有違「黨的全面領導」原則書籍則嚴加管控。傳北京書

店6月初遭官方要求下架已出版販售多年的紀實文學、歷史學術、宗教等類書籍，

反極權、反烏托邦等題材不得擺在明顯位置（美國之音，2018.6.14），疑因與習強調黨的

全面領導等作法悖離。 

 

五、首季反腐數據同比去年成長，指標性官員陸續受審 

今年首季紀律審查情形優於去年同期，傳多名官員涉罪自殺 

   中共紀檢機關公布首季紀律審查情況，立案11.9萬件，處分省部級以上官員22

人、廳局級官員680餘人（人民網，2018.5.28），較2017年同期增長（立案10.2萬件、處分省部級幹部

官員14人、廳局級官員400餘人。中紀委網，2017.4.18）。第二季查處前財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張少春、前貴州省委常委、副省長王曉光等多名久任原職的問題官員（中紀委網，2018.6.28

）。另5月份至少6名中共官員自殺（浙江省寧波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胡虎森、浙江省衢州市紀委書記監察委主

任李伯來、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王曉明、江西省上饒市廣豐區副區長、公安局長鄭金車、江蘇省建湖縣老幹部局局長成萬

東、天津農商銀行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殷金寶）（新唐人電台，2018.5.28），前均傳涉違紀問題，顯見中共反

腐對地方官員壓力之大。 

 

首批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第二階段完成，問責近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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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進行第二階段，6督察組於2018年5月30日

至6月7日陸續進駐河北、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東、廣西、雲

南、寧夏等地，執行督察任務。截至6月25日止，總計受理有效舉報24,246件，完

成查處12,409件，其中立案處罰2,579家、罰款25,096萬元；立案偵察208件、拘留

235人；約談1,065人、問責1,939人。中共藉反腐式環保督察，施壓地方落實。 

 

孫政才案宣判符合外界預期，續肅清魯煒遺毒 

    中國大陸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4月12日就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案進行

一審公開審理，孫被控非法收賄金額逾1.7億元人民幣（新華社，2018.4.12），5月8日公開

宣判，依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終身政治權利，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新華社

，2018.5.8）。孫案刑期符合副國級以上貪腐官員（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令計劃、蘇榮）判刑標

準（博聞社，2018.5.9）。 

    繼肅清薄熙來、孫政才遺毒後，中共再掀起對前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

信辦主任魯煒肅清運動，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刊文批魯煒對黨極度不忠（新浪網，2018.4.14

）；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開展魯煒案警示教育，黑龍江、寧夏、安徽、山東、福建

、浙江等陸續召開會議，表態汲取魯案教訓；此外，前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網信辦局長徐豐傳涉魯煒案已停職，共青團6月6日公開「十八大」代表名單（

共青團微信，2018.6.6），未見其名，間接證實徐被查的傳聞。 

 

每月均有指標金融官員受審，金融反腐穩健進行 

    中共前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被控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河南省濮陽市

檢察院4月26日開庭審理，楊當庭認罪（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5.10）；前安邦集團董事長

吳小暉金融貪腐案5月10日公開宣判，因集資詐騙、職務侵占罪，一審判處有期徒

刑18年，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剝奪政治權利4年（新華社，2018.5.10），判罰金額創

中共司法史新高（BBC，2018.5.10）。另中共前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俊波被控

受賄1,942萬餘元人民幣，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6月14日一審公開審理，項當

庭認罪，將擇期宣判刑期（新華社，2018.6.14）。中共藉此展示打擊不法金融風險決心，

嚇阻金融詐騙集團不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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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拔年輕官員為首要之務；共青團人才儲備庫地位不變 

    習近平率政治局全體常委出席6月26至29日召開中共青年團第十八次「全國代

表大會」，王滬寧代表致詞（人民日報，2018.6.27）。會議通過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報告決議

，強調共青團今後5年要擔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根本

任務，顯示共青團人才儲備庫地位或不變；另通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修

正案」的決議，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共青團行動指南（

新華社，2018.6.29）。現任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賀軍科當選新一屆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

記，為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 

    共青團「十八大」代表大會閉幕的同時，6月29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及7月3至4日在北京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習近平均在會中強調培養起用優

秀年輕幹部之重要性（新華社，2018.7.5）。中共官員面臨年齡斷層，選拔年輕官員成當

務之急。 

 

七、中共迎黨慶，公布黨員人數日增，突顯中國大陸人民對共黨擁戴 

    中共為迎第 97 個黨慶，習近平 6 月 29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

習，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最大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新華社，2018.6.29）。中共

中組部公布「2017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截至 2017年底中共黨員共 8956.4

萬人，比 2016年凈增 11.7萬人，增幅 0.1%（新華網，2018.6.30），中共黨員人數持續增

加；另中共官媒並強調共產黨初創時期不到 60 人，迄今為世界第一大黨（新華網，

2018.7.1），凸顯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共的擁戴。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