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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對中共今年重要政治議程之影響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執中主稿 

 

 受疫情影響，中共被迫調整既有政治議程，全國人大立法重心轉向

疫情防控，包括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亦將審議動物防疫法

（修訂）、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和生物安全法等草案。 

 「五中全會」將審議「十四五」規劃建議，面臨中美對抗、疫情防

控、內部經濟成長衰退與就業問題，習近平必須對外展現疫情、復

工、產能的可控性，以維繫權威穩定。 

 為續營造習近平的總指揮形象，全國「兩會」日程必須儘早定案。

疫情後續效應是習近平邁向「二十大」的「灰犀牛」，「五中全會」

將是重要的觀察節點。 

 

（一）前言 

COVID-19已擴散為全球疫情，回顧今年 1月，當中國各省正忙

於「兩會」召開與迎接春節外，源於湖北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不明肺

炎也逐漸擴散。官方說法從原本的「可防可控」，到鍾南山院士證實

病毒「人傳人」後，原本鬆散的氣氛也快速緊繃，自 1月 23日武漢

封城，先前網路上流傳的訊息一一被確認，社會才意識到疫情威脅嚴

重性。而且隨著媒體訊息披露（如武漢百步亭「萬人宴」舉辦時機、湖北

省政府凌亂的新聞發佈會、武漢市長周先旺解釋疫情「依法披露」、省際間出現

政府攔截防疫物資、主要醫療物資捐贈平台的「紅會」公信力不足），至「吹

哨者」李文亮醫師過世，政府隱瞞疫情與治理能力不足導致失控，廣

受社會與媒體質疑，壓力也隨之上傳至中央。使得原本手握改革主導

權的習近平，也被迫回應質疑，特別強調「高度重視」，且「親自部

署、親自指揮」，並透過「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展現。但前

述問題也讓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承認，本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

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特別指責地方政府在防疫中顯現的形式

主義與官僚主義（新華網，2020.2.4；求是，2020.2.15）。 

去年習近平在地方「兩會」開會前，不惜「插播」省部級黨政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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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幹部研討班，習近平在開班講話中特別提到在各領域（政治、意識形

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建等）要高度警惕「黑天鵝」（難以

預測）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可預見）事件。要求省級領導幹部

從底線思維與鬥爭精神去化解風險，以維繫「六個穩」（就業、金融、

外貿、外資、投資及預期）（新華網，2019.1.21）。只是從地方到中央對疫

情延誤處理，成為習近平自己口中的黑天鵝。不同於可觀察的地方經

濟或幹部考核指標，面對難以捉摸的病毒，習近平的黨中央只能承認

「疫情發展拐點未到」（新華網，2020.2.21）。影響所及，也被迫調整

防疫與既有的政治議程之順序。 

 

（二）中共「兩會」被迫延遲 

面對疫情，首當其衝的是地方（省級到市級）與全國「兩會」。每

年 1月是中國大陸 31省市召開「兩會」時程，包含政府工作報告與

人事換屆都是關注重點，最終接續 3月的全國「兩會」，確認今年度

的工作目標。以「人大」為例，疫情使少數省分（如四川、雲南）延期

舉辦，去年 12 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今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召開 13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並審議民法典草案（中國人大

網，2019.12.28）。然而 2月 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6次會議，決定

推遲 13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依官方的說法，理由包括「全國人大

代表近 3000 人，其中很多代表包括代表中三分之一的省市級和各方

面的主要領導幹部都奮戰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線，正在各自工作崗位

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人大網，2020.2.17）；以及「為了貫徹落實黨中

央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重大決策部署，繼續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中國人大網，2020.2.24）。

不過，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主要立法工作則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並將重心轉向落實中共中央的疫情防控，包括前述第 16 次常委會通

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

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及 4月 26日第 17次常委會，

也將審議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動物防疫法（修訂）、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和生物安全法草案（中國人大網，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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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五中全會」內外壓力大 

另一方面，2020 年既是中共「十三五」，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收官之年，同時在今年 10月份左右也將召開 19屆「五中全

會」，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綱要的建議。然而，習近平自修憲保障「三位一體」權力至今，面臨

經濟衰退、美中貿易戰與香港反「送中條例」之壓力，習也以「底線

思維」與「鬥爭精神」對應，至「四中全會」仍對外傳達「中國模式」

與「制度自信」。但前述三項壓力，如今又結合疫情的內外發展，使

習近平陷入中美對抗、復工與疫情控制的矛盾、境外移入威脅等困境。

由於投資、消費與出口三架馬車皆因疫情而衰退，緊接著面對社會內

部包含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與下崗轉職的就業問題，習近

平的核心角色必須承擔所有質疑。因此對外顯示疫情、復工、產能的

可控性，成為維繫習權威穩定的最大政治目標。 

 

（四）結語 

由前述可知，脫貧、防疫、產能與主權是習近平今年主要的政治

議程。即使當前依然陷於全球疫情、復工與防疫的矛盾中（如湖北與

江西公安因邊境通行問題爆發衝突，河南省清零後再度有確診案例，北京、廣東

均出現「無症狀」的省外輸入病例，李克強也要求國家衛健委認真研判無症狀感

染者的傳染性）。習近平仍在不同會議中，要求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

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包括視察武漢、浙江釋放重建經濟運行訊號（新

華網，2020.3.10;新華網，2020.4.2）；視察陝西抓扶貧與生態（新華網，

2020.4.25）；中紀委與國家監察委針對 7個省區的防疫扶貧「兩手抓」

（明報新聞網，2020.4.25）；國務院扶貧辦亦公布全國 97%貧困人口實

現「脫貧」，宣告脫貧目標必能如期實現（經濟日報，2020.4.24），到

鞏固中央對香港的控制權。這也意味全國「兩會」日程必須儘早定案、

「五中全會」也須順利過關，繼續營造習近平的總指揮形象，平衡疫

情對經濟、外事與社會衝擊效應對習近平權威的耗蝕。不過，在疫情

發展過程中，對於唯上是從的地方政府、無法預警監督的「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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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帖與刪帖的輿論管制、是否準確的官方數據以及濫捕野生動物的陋

習，事實上正挑戰著習近平的「治理現代化」與「全國一盤棋」。因

此，疫情的後續效應，對習近平邁向「二十大」是頭明顯的「灰犀牛」，

「五中全會」也將是重要的觀察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