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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十九大」與建構習近平思想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執中主稿 

 

中共權力接班的特徵之一在於意識形態的繼承和建構；領導人

就任後必須逐步連結個人路線與黨的理論，並統一黨內思想，

也必須展現實際政績，經黨代表大會認證以確立其意識型態。 

習近平思想理論建構已逐步到位，習的路線於「十九大」列入

黨章應無疑義，後續發展值予關注。 

 

    今（2017）年 10 月 18 日中共將召開「十九大」，對外界而言，孫政才

落馬、陳敏爾竄升，王岐山是否留任、常委會最終名單、「習近平思想」

如何建構，都象徵「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以來，習近平的權

力展現以及中共重回強人領導的格局。從近來中共官方文件與媒體不斷強

調「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重要連結，也意味「十九大」後

的旗幟路線與政策目標，都必須配合黨的「人格化」體現，也因此「習近

平思想」提出的呼聲，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當前各界對於「習思想」之討論，主要在其稱謂、冠名與序列。依既

有黨章之論述，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因此無論

是「習近平思想」或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寫入黨章，主要著眼於習

是否超越江、胡？以及能否等同毛、鄧？冠名「習近平」不同於「三個代

表」與「科學發展觀」歸屬於集體智慧結晶，凸顯核心地位；但「習思想」

之序列，是延續「鄧」、「江」、「胡」，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第

四個發展環節，還是鄧小平理論後的新階段，成為「毛思想」、「鄧理論」、

「習思想」三個時期？兩者間如何整合與分期可以同時滿足歷史定位、不

同時期集體智慧與習近平的「超凡」（Charisma）角色？除了領導人權威外，

仍必須從理論內容與實踐成果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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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開放後的意識型態發展 

    回顧中共意識型態的發展，對外體現不僅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解

釋社會現實的動態體系。在意識型態的「目標」、「現狀」與「方針」三個

變項中，核心領導人對現狀的界定，影響行動的速度與策略。改革開放以

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脈絡下，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作為銜接中共「核心」（馬列主義與毛思想）與「實踐」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中介，為中國大陸從共產社會道路「倒退」提供理論基礎，也使中共從

革命理想朝世俗理性發展。江澤民「三個代表」為「資本家」與「私有財

產」的存在，與中共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作為執政黨的角色，提供修憲

與合法化依據。胡錦濤則以「科學發展觀」調整發展方向，以降低經濟發

展過程中的失衡問題與社會矛盾，尋求永續經營。 

    由前述可知，中共透過意識形態的調整，為改革提供合法性與理論依

據；但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圍繞著核心領導人的權力結構，黨內不能有兩

種聲音是政局穩定的前提，亦使得接班人的「韜光養晦」成為常態，直到

接班後掌握意識型態詮釋權才開始快速鋪陳個人路線。比如胡錦濤上任初

期以「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來詮釋「三個代表」，轉而

強調不能根據數字（如GDP）來決定發展方向，把「三個代表」給「科學發

展觀化」，並在「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而習近平在「十

七大」進入常委會後，也只能在胡的理論脈絡下偶爾釋放個人觀點（包括 2008

年 9月在中央黨校演講中提出「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2010年 5月提出以「短」、「實」、

「新」，取代「長」、「空」、「假」的黨建思路；以及同年 10月以「權為民所賦」的權力觀，補充胡錦濤的

「三個為民」）。 

 

（二）習近平時期的意識型態建構 

    「十八大」在「薄案」與「紅歌」的餘煙下，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旗幟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習近平路線也開始組建。從提

出「中國夢」、「新八項」、「深化改革」到「四個全面」，其目標就是「小

康社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 2013年 11月起，中共

中央用半年時間，舉辦 7期省部級幹部研討班學習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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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2.18）。隨著周永康落馬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深化

改革」路線後，歷屆全會決定成為省部級研討班主題，並由習近平親自出

席開班式講話，強化省級領導幹部的看齊意識。此外，2014 年出版「習

近平談治國理政」，收錄習近平執政一年半以來，涉及 18個面向的 79篇

文章。同樣內容後續也在官方媒體如「新華網」、「人民網」設置「學習進

行時」專頁，有系統地整理習近平在各領域的論述。2014 年底，華中師

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石先鈺，在人民論壇發表「淺析習近平思想的基本特徵

及指導意義」一文，除了主張確立「習近平思想」，更建議中共的指導思

想表述改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及習近平思想」三個序列，

引起外界關注（人民論壇網，2014.12.17）。 

    在此期間，習的權力在「小組政治」與「整風反腐」下更加鞏固，至

「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後，隨著「十九大」日程接近，「習

思想」的宣傳也越顯熱絡，尤以「中辦」與「中組部」扮演重要的詮釋角

色與推手。今年 2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中央直屬機關 2017年

黨的工作會議」講話中，首次提出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新理念、思想與戰略

已經初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包括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百年」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經濟發展新常態與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和文化強國戰略，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打贏扶貧攻堅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把黨建工作作為最大政績，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等。中直黨建網，2017.3.14）。今年「兩會」結束前，國防大學軍隊建

設研究所所長劉明福在倫敦「自由俱樂部」，高調出版新書「習近平思想」

（鳳凰網，2017.3.29）。中央黨校校長劉雲山在 5月開學典禮講話中，也提出習

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新華網，2017.5.16）。7月，

中組部主管的「黨建研究」雜誌，由編輯部發表「在黨的創新理論偉大旗

幟下闊步前進」一文，文中明確提出「十八大以來的創新理論，也可稱之

為習近平思想」，該文與前述栗戰書的講話相呼應，從八個面向（主題主線、

主要任務、總體方略、發展理念、安全保障、外部環境、依靠力量、領導力量）概括「習思想」，

並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新

發展，是當代中國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今日頭條，2017.7.15），而「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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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也成為建構「習思想」得以操作的槓桿。 

 

（三）不同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值得關注的是，前述「黨建研究」一文對於「習近平思想」處理的主

題與歷史序列都有較為明確的論述。一方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四位領導

人，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範疇，鄧、江與胡時期分別回答「什

麼是社會主義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及怎樣建設

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及怎樣實現發展」。而習時期則是回答「什麼是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什麼樣的民族

復興及怎樣實現民族復興」，將主題從國家層次提升到全球層次，與江、

胡時期產生高低落差。 

    另一方面，在歷史序列上，類似前述石先鈺一文分為「馬列主義、中

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及習近平思想」三個時期，「黨建研究」一文則是以馬

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核心，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劃分三個階段（歷

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第一階段；鄧理論、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組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第二階段；最後則以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與處理的主題為第三階段。相較於鄧小平時期將毛澤東思想

晉升為「核心」意識型態，習近平則是把「毛思想」拉回「實踐」意識型

態與「鄧理論」同一位階，試圖解決本文一開頭所提的「超越」江胡與「等

同」毛鄧之問題，並滿足歷史定位、不同時期集體智慧與習近平的「超凡」

角色。 

 

（四）結語 

    中共權力接班的特徵之一，在於意識形態的繼承和建構。除就任初期

必須逐步連結個人路線與黨的理論、組織人事與未來工作，並統一黨內思

想，也必須以實際政績的實踐成果，經過黨代表大會的認證以確立領導人

的意識型態。自鄧小平以來，領導人在意識型態的「削減」與「保留」間

的抉擇，決定於黨國特質、領導人權威、前期政治遺產，以及國家社會關

係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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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習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

的戰果，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緊接著習的路線列入黨章也是鞏固核心角

色的必要步驟。由於黨章是中共全黨共同遵守的準則，黨章修正除體現重

大戰略思想，同時也具備規範組織與明確目標之功能。江澤民「三個代表」

於「十六大」寫入黨章；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於「十七大」寫入黨章。

今年 9月 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決議提請「十八屆七中全會」討論「十

九大」的黨章修正案（新華網，2017.9.18），因此習的路線於「十九大」進入黨

章應無疑義。 

    習近平在今年「7.26」講話（7.26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

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中，除定位「十九大」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的大會」，亦將 5年政績與旗

幟理論、小康目標與工作方針加以連貫。從前述各分口公開支持「習近平

思想」，可以確認其理論建構已經逐步到位。問題在於，「十八屆三中全會」

以來，無論是司法體制改革、監察體制改革或供給側改革等都仍處於試點

與進行階段。因此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飛躍來樹立「習近平思想」

是完成式？還是從當前官方文件所提「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

略」過渡到「習近平思想」的進行式？ 

    前述 9月 18日政治局會議決議中，提出「要把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

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戰略」，仍未見「習近平思想」之文字。因此未來的發展可能呈現

幾種可能：1.「習近平思想」一步到位；2.先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定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次飛躍，至「二十大」

整合為「習近平思想」；3.延續既有「馬列、毛、鄧、三、科」論述後新

增「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繼續對外宣傳「習近平思想」直至「二十大」

寫入。儘管如此，習核心與黨的人格化特質將是「十九大」的重點，而「習

近平思想」對中共黨史的重新定位，也讓習在「二十大」的影響力有延續

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