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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北戴河暑休期間高層內鬥傳聞觀察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黃信豪 

 

 北戴河會議源自於 1950年代的「中央暑期辦公制度」，胡時期取

消辦公制度，開始具休假遊憩性質，重要性應已不如以往。 

 今年北戴河會議背景是一系列不利於習的內外因素（如美中貿易

戰），媒體的揣測集中在「習李關係」、「元老聯合罷習」、「習近

平被迫交權」，惟傳言可能性不高。 

 

每年 7、8 月間，有關北戴河會議的相關訊息，就會成為關注中

國大陸政情的焦點。雖然北戴河會議非中共內部制度性的會議，但自

毛澤東時代便存在，且據聞該會議對中共高層人事安排、政策方向有

重要影響。由於官方幾乎從未正式公布相關消息，北戴河會議因此更

添幾分神秘色彩。 

 

（一） 近期的北戴河會議與今年暑休之重要背景 

「北戴河會議」源自 1950 年代的暑期辦公制度。1954 年夏天，

中央領導集體到北戴河避暑、辦公，建立「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在

毛澤東時期，每年夏季的中央會議都在北戴河舉行，並通過數項重大

決議，如「通過大煉鋼」、「大辦人民公社」與「砲打金門」等。1965

年受文革影響暑期辦公制度終止，直到 1984 年該制度再重新恢復。

在運作近二十餘年後，胡錦濤時期北戴河會議有重大改變。2001年，

中共開始安排重要的專家學者前往北戴河，高層以表彰會見的方式給

予這些頂尖學者榮譽，讓北戴河活動開始具有「休假」性質。2003

年，胡錦濤決定五大班子（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不

到北戴河辦公，並取消中央暑期辦公制度。此後，每年七、八月中共

高層領導及元老仍會在此避暑休憩，並舉辦一些非正式的會議、會談

等，北戴河會議的名稱因而仍繼續存在（官方大多稱「北戴河暑期休假」）。 

儘管北戴河會議在胡錦濤時期的政治色彩降低，但高層領導與元

老的集會，以及與專家座談的活動依然持續。根據報導，近年來習近

平與北戴河會議的相關訊息如下：在胡錦濤第二任期，習近平（時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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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皆在北戴河會見專家和基層一線人才；2013年，

習近平親自出面確定「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針；2014 年確定習李分

工；習主抓頂層設計，李管短期政策落實；2015 年，新華社所屬的

財經國家週刊，則刊出「別等了，北戴河無會」一文，說明該年度北

戴河無會議。2016、17 年，隨著「習核心」在「十八屆六中全會」

提出以及「十九大」的召開，近兩年的暑期皆有北戴河「激戰」、「黨

內鬥爭」的傳聞。這些權鬥的傳聞是真是假無法證實，然而，可以確

定的是延續先前的慣例，在習第一任期會見專家的也是時任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劉雲山。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應是習近平上任後最受關注的一次。就黨內而

言，「十九大」習近平打破「接班人入常」安排（無 1960 年後出生者進入政

治局常委會）、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這

些權力集中於一人的發展趨勢，更讓人好奇黨內的反習聲音會如何因

應。就對外與社會氛圍來說，今年春天以來美中關係急轉直下：「美

中貿易戰」開打引發一連串國內經濟波動，金融風險也持續累積，加

上黑心疫苗、性侵風暴等挑動社會敏感神經等等。這些內外部事件讓

外界對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激化，抱持更大程度的想像：反習勢力

是否將會集結，進而對習近平提出挑戰？  

 

（二） 相關傳聞與評析 

本年度北戴河會議的相關傳聞，可說是在一連串不利於習近平的

國內外背景下所展開的。人民網明確指出，今年共有 62 名中共專家

8月 3日抵達北戴河，8日中午近 12點乘專列返回北京站，結束為期

6 天的「休假」。而自 8 月 1 日開始，中共政治局常委集體隱身將近

兩週，期間只有李克強、栗戰書在北戴河各有過一次露面，其他五名

常委都沒有公開現身。顯示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應已在 8 月上旬結

束。 

多維新聞報導此次北戴河會議將討論「中美貿易戰」、「金融風險

控管」以及「強化集體領導」等三大主題。綜合來看，今年度北戴河

會議期間相關傳聞大致可區分「習李關係」、「元老聯合罷習」、「習近

平被迫交權」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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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習李關係：習近平 7 月出訪中東、非洲，傳聞此次出訪前李克強

已因穩定金融不力遭到架空。 

2. 元老聯合罷習：傳聞多位元老連署致信中央，批評習近平搞個人

崇拜與左傾，要求政治局擴大會議處理，甚至要習近平循華國鋒

模式下台。 

3. 習近平被迫交權：傳聞王滬寧因捧習過頭、應對貿易戰文宣不當

被迫頂罪下台、習領導科技權力拱手讓給李克強；胡春華代替王

滬寧入常委會成為總書記接班人；二次修憲，重新恢復國家主席

任期制。 

就公開資訊而言，上述傳聞屬實的可能性皆不高。首先，從習李

關係來看，目前並沒有李克強遭架空，或者習近平交出權力的明顯事

證。第一，3 月政府換屆過後，數個由總書記親任組長的領導小組/

委員會已開始運作，其中李克強亦出任多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如深改、

財經、國安、網信、外事等五大委員會，以及新成立的法治委、審計委）。這顯示李克強

作為遂行習近平意志的「二把手」地位，仍相當穩固。第二，習領導

科技權力拱手讓給李克強的傳聞主要來自國務院成立「國家科技領導

小組」。然而，「由國務院總理出任組長」僅能說明這個小組屬國務院

內最高層級之小組，無法以此推論習權力遭到縮減。 

其次，中共中央是否重回集體領導，或者甚至再次修憲恢復國家

主席任期制？目前難以判斷真偽，但可以在下半年特別觀察黨內權力

格局是否出現走回「集體領導」的趨勢。舉例來說，可觀察中共官方

是否仍密集出現「習核心」、「定於一尊」等用語；是否再度修憲則必

須密切注意今年秋天「四中全會」後至明年「兩會」前，官媒是否有

相關的報導來引導、塑造輿論。在這些官方文件用語改變，特定評論

出現之前，難以判斷當前集權於習一人的黨內格局是否有所改變。 

最後，元老是否聯合罷習？這基本上屬實的可能性極低。中共自

六四以降以來政局便相對穩定，沒有現任政治局常委，甚至國家領導

人遭罷黜的案例。從邏輯上來說，「罷習」一事具高風險且低報酬，

退休元老不見得有誘因發動此事，更遑論元老們並非皆屬同一派系，

不見得有集體行動的動機。更根本的是習近平已高度掌控軍隊，元老

即使有動機也沒有能力發動罷習。總之，以上關於北戴河期間中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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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權鬥的傳聞可能性皆不高。 

 

（三） 結語 

或許基於北戴河的神秘色彩，每逢 7、8 月份北戴河會議前後，

媒體常出現「黨內權鬥、總書記地位不穩」的報導來滿足外界的想像，

今年也不例外。除了這些無法驗證真假的報導外，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仍有兩個觀察點值得注意：第一，不同以往，今年由政治局委員陳希

與專家會面；第二，中共官方釋出訊息，稱北戴河會議已失去傳統的

議政功能，向休閒度假轉變。這些實質的訊息，或許顯示在中共的決

策平台裡，北戴河會議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