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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十九大」會議之觀察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中共於「十九大」會議期間，持續加強北京、新疆等重要地區安

全保障措施，緊縮網路及媒體輿論表達空間，充分展現習近平治

黨治國的風格與決心。 

 習近平的冗長報告展現過人意志及體力，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順利寫入中共黨章，使其得到繼毛鄧之後，

同等的地位與權威標識。 

 「十九大」會議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包裝與露骨的政治輸誠，無

法改變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而黨內處理貪腐問題，

恐仍會流於人治色彩。 

 

（一） 前言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年 10月 18日召開， 24日閉

幕。閉幕當日選舉產生第 19 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

員，通過黨章修正案等 3 份決議，25 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亦公開亮

相。 

    此時，若我們把時空拉回五年前的那場中外記者見面會，當新任

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連同他的同僚步入人民大會堂時，恐怕也無法

想像「十九大」如今的場面。在當時，「紐約時報」觀察到習近平執

政的未來五年是危機四伏。畢竟當時中共高層飽受政變、醜聞、貪腐

等傳聞困擾，薄熙來、王立軍事件雖獲得暫時解決，但仍餘波蕩漾。

五年後，多數輿論相信，習近平有機會能取得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

黨內無可撼動的政治權威與個人地位。正如西方中國政治學者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所稱，「習近平時代」將開啟。 

    若未來要對「十九大」會議定調，此為習近平取得個人歷史定位

的代表大會，整個大會從基層的黨代表，到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對

習近平的領導、他的個人思想，都是一片讚頌。學者 David M. L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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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十九大」稱，「更像是一個加冕典禮，而不是向領導人第二個

任期的制度性過渡」。在可預期的情況，習近平的權威在黨內將無可

撼動，無論這對中共的發展是好或壞。 

 

（二） 社會氛圍：強調維穩，尺度緊縮 

    部分分析指出，本次大會前後的輿論尺度受到緊縮。首先，據外

媒報導，8月有多位中國大陸大學教授，被以「長期在網絡上發表錯

誤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不良影響」等理由，遭到校方解聘。其次，最

近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部、網信辦更聯合印發「關於規範黨員幹部

網絡行為的意見」，嚴格規定黨員幹部在微信等網絡媒體的言論尺度。

在大眾傳媒方面，則傳出總部設於香港的鳳凰衛視，高層遭到全面整

肅，多個知名節目（如「鏗鏘三人行」等）遭官方停播，消息顯示節目停播

來自中共廣電總局的授意。而有分析認為，由於鳳凰衛視創辦人劉長

樂與薄熙來關係密切，整肅該臺目的在「肅清薄周餘毒」。此外，劉

長樂本身有高幹子弟背景，曾長期於解放軍前總政治部的宣傳系統任

職，電台多個高管有中共涉外、輿情系統幹部資歷，或係習近平整頓

中共情報系統，並嚴防對手利用輿論攪局「十九大」。本次會議官方

亦要求各家媒體，包括黨代表及與會學者專家的採訪，都必須經過公

司高層許可及中宣部的核准，方可進行。媒體的採訪尺度與主題內容，

都受中宣部嚴格把關，必須與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在會議召開後，中國大陸境內，民眾的日常生活被官方以「社會

維穩」理由，受到嚴重影響。媒體報導，隨著「十九大」臨近，北京、

新疆等地各項安檢措施持續加強。在新疆省除不能買刀帶刀外，家用

刀具甚至要打上身分證號碼或二維碼，並進行實名管控。疆北地區則

傳出，穆斯林葬禮出席人數不得超過 15 人的限制，甚至要求穆斯林

「不得在葬禮上念經文」，須盡快完成葬禮。整個新疆處於「戒嚴狀

態」，當地街道皆是武警巡邏，各村落也特別成立巡邏隊。在北京市，

公安機關同樣如臨大敵，北京警方不僅禁止超市出售刀具，甚至禁止

民眾自助加油，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國家信訪局網上投

訴系統已無法正常運作，避免北京上訪群眾藉故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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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以本次大會的最高權力的穩定程度，並無必要將維穩尺度

做到如此境界。事前分析也認為，習近平在黨內權力安排問題、發言

權等，早已超越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顯示習近平有意藉這類舉措，

確立個人權威，表達從嚴「治黨、治國」的決心。而「十九大」的會

議過程則充分展現「習氏風格」。 

 

（三） 會議過程：確立『習核心』，習近平攀登權力高峰 

    本次會議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得到空前強化。首先，包括高齡百歲

的政治元老宋平在內，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前國務院總理

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等多位前黨內高層出席會議，傳達高層一致團

結對外的形象。其次，習近平「十九大」的報告長達 3個半小時、32,000

字，極為考驗黨代表長時間的耐力和體力，包括大會秘書長、現任政

治局常委劉雲山，高齡 91 歲的江澤民在內，都被中央電視台捕捉到

閉目養神的醜態。但習近平本人在 3個半小時的講話中，並無顯露出

站立太久而疲憊的任何表情，顯見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表演，意

在凸顯習本人身強體健，足以應付未來五年的繁重工作。最後，則是

與會黨代表更為這次冗長報告鼓掌 70多次，媒體統計，五年前的「十

八大」，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贏得的掌聲為 38 次，僅係習近平的一

半（惟胡「十八大」報告時間僅有 1 小時 40 分；胡錦濤在「十七大」的掌聲有 40 次。江澤民

執政時期的「十六大」報告獲得 16 次掌聲。20 年前的「十五大」，據當時央視報導只簡單表示，

「他的報告多次贏來全場熱烈的掌聲」）。媒體推測，這恐怕是歷任領導人的政

治報告中，黨內掌聲最多的一次。 

    在政治報告後，各地諸侯紛紛表態擁護，包括陳敏爾（被外界視為明

日之星的習近平親信、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稱習的報告是「劃時代綱領，給人民信仰的力量、

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蔡奇（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更稱「習近平不愧為英明領袖，不

愧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不愧為中共的一代核心」，用「三個不愧」強調

習在黨內無人所及的政治高度）、李鴻忠（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則稱習的報告氣勢恢宏、高

瞻遠矚、引領時代，且「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韓正（韓正稱習的報告「令人震撼，是

一篇面向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言」）、胡春華（胡春華則稱「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用報告中的新時代指導理論指引廣東改革發展」）等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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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表明與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表態方式更極其露骨，

在中共黨代表大會史，上次的類似場景恐怕發生在文革時期。 

   此外，習以外的 6 位政治局常委，在參與代表團活動時，一致提

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說明習近平在黨內的意

識形態論述與政治報告，已取得黨內高層完全支持與認可。 

（四） 會議主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其承繼毛、鄧的理論創新，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共黨章，確立習核心在中共黨

內的歷史地位。雖然有觀察認為，本次報告只是提出了更多的口號和

目標，只是重覆中共的一些「老話」，並無新意。不過與過去相較，

「新時代」取代之前的「中國夢」，成為新興的熱門詞彙。在報告中，

提及「新時代」一詞共有 36 次，遠多於外界早先認為熱門詞彙「中

國夢」（共 13 次）。對於「新時代」，習近平將其解釋為「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體中華

兒女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而在總結五年工作後，

習提出 14 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作為未

來實現「新時代」的建國方略。因此，若要用最簡單的語彙概括，可

將「新時代」視為中共對當前執政困境的正當性詮釋，並強調領導核

心（習近平本人）能提出有效的因應策略。 

    報告也對過去的社會主義階段論提出新詮釋，強調「新時代」當

前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現階段中國仍在朝「小康社會」邁進，

在 2020 年前，必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並達到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

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等發展目標。此外，報告還對未來

經濟社會發展提出新的階段說，第一個階段將會是 2020到 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屆

時中國大陸經濟、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有觀察認為，這些目標對當前的中國發展情況，有極大的差距。但有

利於說服當前的社會多數群體，接受習近平與中共長期執政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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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意識形態論述是否「冠名」的爭論上，「十九大」對黨

章修正決議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如同多位

地方諸侯的表態，強調習近平在思想體系的「空前發明」，這種萬眾

一心的擁戴模式，說明習取得冠名權，得到繼毛鄧之後，同等的地位

與權威標識。 

 

（五） 「十九大」領導集體：大致底定 

    「十九大」另一最大關注的焦點為政治局常委人選，早先預期的

入常熱門陳敏爾、胡春華等人未入選，外界猜測是習近平無意在本屆

安排第六代「接班人」。此外，現任常委王岐山最終仍因達到非官方

的退休年齡，未能續任。值得注意是，毫無地方主政經歷的王滬寧成

為入常黑馬，王滬寧雖歷經江胡習三朝，為中共高層備受信任的政治

智囊，成為罕見以智囊型官員直接入常的先例。有分析指出，王滬寧

入常的主因在於他「無害」，沒有拉幫結派的習慣，對黨內派系不會

造成威脅，僅會對最高領導展現忠誠。王續留任書記處，主管意識形

態系統，將發揮他在政治理論體系的專業能力。 

 

（六） 結語 

    中共「十九大」會議的召開，可說是習近平主政後的期中檢討。

不可否認，習近平的執政在這五年，確實取得部分重要成績。但從本

次的會議過程觀察，過度的讚頌之聲，掩蓋中共黨內乃至中國大陸本

身諸多的政治社會問題。整場會議，除鞏固習近平個人的領導權威外，

並無太大建樹。此外，政治意識形態太多的包裝與露骨的政治輸誠，

無法掩蓋未來執政合法性的陰影。習近平執政的後期，中共經濟增長

仍會持續放緩，黨內對處理貪腐問題，恐怕仍會流於人治色彩。迄今

為止，「十九大」報告提出國家監督機制，有關法規體制的建立，以

及反腐大將王岐山的屆齡離退，可能會使黨內的紀檢體制改革，形同

昨日黃花。長期而論，習近平的執政地位雖在本屆得到空前鞏固，但

對其個人追求的「真正」歷史成就、貢獻，恐怕仍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