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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習近平省部級幹部研討班講話及「二十
大」前政治情勢觀察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習談話將「二十大」定調為中共開啟新目標起點，是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強調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外部環

境四大考驗。 

觀察認為習近平講話具宣示連任意味，習政治權力雖大致穩固，但內

外部不利「習核心」事件不斷，藉此次研討班傳達及統一思想，為「二

十大」換屆改選提供政治保障。 

 

2022年 7月 26至 27日，省部級幹部研討班於北京召開。這次研

討班的主題為「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

大』」，出席的中央領導人包含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

滬寧、趙樂際、韓正，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省部級幹部研討班

一直是中央領導人與省部級幹部間，在傳達、溝通及統一思想的重要

場域，最早自 1999年 1月開辦，每次約為期一週，且每年至少舉辦一

次。除 2001、2009 和 2020 年沒有舉辦外，其餘主辦的場次主題通常

為學習領導人的重要理論與政策，包含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

的「科學發展觀」，及習近平在新時期的思想。 

此次省部級幹部研討班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在於這是「二十大」

之前最後一次此類會議。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尤其是重要省市的一

把手，都可能是未來新一屆中央領導的重要人選。在國內外情勢皆受

挑戰的「二十大」前夕，省部級幹部研討班的召開與其主題，成為外

界觀察「二十大」情勢的重要指標。 

（一）省部級幹部研討班的講話 

習近平在本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的講話，大致可分

為三個部分，包括：過往政績的回顧、當前內外情勢分析，及闡明「二

十大」的重要任務。首先，習稱過去當政 10年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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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強調第二任期「極不尋常，極不平凡」，並指出在疫情、香

港問題和維護國家利益等方面的成果。在內外情勢方面，習說明大國

外交以及維護臺海局勢的決心。最後，則將「二十大」定調為中共開

啟新目標的起點，也指出未來 5 年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關鍵時期。 

許多觀察認為，習的講話頗有宣示連任的意味。然而，依據往例

現今在新一屆政治局的部署，應該已經有了大致的定調。習藉此次研

討班，另一個作用在於促使省部級高官服從上級的安排，為「二十大」

的召開與新一屆黨與國家領導機構的換屆改選，提供政治上保障。另

外，我們也可以從習近平所強調的「四大考驗」，即執政考驗、改革開

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反映出「二十大」之前，

習可能還會再運用諸如反腐敗等手段以維持個人權力、外部局勢，與

社會的整體穩定。 

（二）在「二十大」之前的情勢觀察 

從習在研討班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共面臨的挑戰與危

機。以下就其內外部壓力來分別討論。 

首先，是來自內部的壓力。今年初，對於 COVID-19 的「清零政

策」致使民怨沸騰。大規模的封控措施，除了造成人道問題以外，更

對經濟、財政和民生造成嚴重傷害。而近期社會事件頻傳，如河南村

鎮銀行事件與唐山暴力事件等，反映中共官員的地方治理能力欠佳和

法治觀念薄弱的現象，這些來自民間的不滿可能打擊習近平的形象。

此外，海外更不斷傳出「倒習」聲浪，甚至形成所謂「翡翠運動」，直

指習上任以來政治逆行、經濟崩塌、民生艱困和人權狀況惡化等問題。

過去幾年，習對於維權群體和民間異議人士的打壓及高調反腐肅貪，

被譏諷為政治上的個人表演，但欠缺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對於資本財

團的敵視，也嚴重挫傷私人投資的積極性。經濟沉降的後果，即是失

業潮的湧現。當前種種問題映照出習近平的治理能力，即便習可以在

「二十大」連任，但這些問題始終將緊緊困擾習政權的施政。 

其次，是外部環境的惡化，使得中共在國際間也面臨挑戰。首先，

烏俄戰事的爆發使中國的戰略環境變得更加嚴峻。第二，拜登於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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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正面回應美國會軍事將介入保護臺灣的言論，顯見美方仍未放

鬆對北京的警戒。此外，加上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的部署，使得兩

國元首在 7月 28日的通話中，習近平甚至以「玩火必自焚」回應。就

當前的觀察而言，美中臺三角關係是影響「二十大」之前，中國外交

與兩岸關係的重要變數。整體而言，美中關係持續惡化恐將是大趨勢，

雙方的爭鬥可能將延續到後「二十大」時期。 

「二十大」在即，由於內外情勢的壓力，使得習近平必須先穩住

領導幹部的政治效忠。在這個前提下，習近平在省部級幹部研討班的

政治工作，在於強化學員對於習思想的「正確」認識。概括習近平在

研討班講話中所指出的各項議題，背後反映出目前中共所存在的重大

風險。 

（三）結論：習的權力穩固與政治發展 

就近期的人事布局看來，習近平於「二十大」的政治局部署大致

底定。但黨內對於習近平的一些政策，例如打破任期制與對美的貿易

戰，始終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可以說，習的政治權力是大致穩固的，

但國內外有一些不利於「習核心」專政的事件，始終不斷。這也揭示

為何習近平極力透過諸如省部級幹部研討班等活動，來進一步強化他

的政治地位。 

習近平的諸多親信在「二十大」入主政治局常委。一些觀察認為，

丁薛祥、李強、胡春華和陳敏爾為入常的熱門人選。舉例來說，被視

為首席幕僚的丁薛祥，曾多次隨習近平視察外訪，日前亦陪同習訪港，

其入常的機率更高。而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為習近平舊部，向為習的忠

實支持者。 

此外，即便疫情防控的措施導致民怨沸騰，但在嚴密的社會監管

之下，反習聲浪並不會形成一股真正有作用的勢力。總體而言，習的

合法性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威脅。習近平入主「二十大」應該是成定局，

但在這之前幾個月，習仍繼續透過諸多造神運動來強化其政治上的權

勢。本次的省部級幹部研討班就是在此背景下召開，成為一場政治表

演與幹部競表效忠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