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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觀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峯主稿 

 

 本次機構改革著重在金融收權、科技聚焦、港澳管治、數據治理與

社會基層管控，強化黨對科技、金融等重點領域的控制，突破科技

瓶頸並防範風險。 

 相較 2018 年機構改革，本次改革更為功能性和防禦性，能否強化

中共治理能力仍有待觀察。 

 

（一）前言 

  2023 年 2 月，中共第「二十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方案》，3月「全國兩會」召開，公布《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公布《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本次機構改革為 2018 年發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方案》後，再次對黨政機構組織進行大規模改動，涉及黨、政府、人

大、政協等主要政治組織，領域則涵蓋金融、科技、港澳事務、社會

基層治理等。 

  與 2018年改革相比，2023年方案更動的廣度與力度較小。2018

年機構改革涵蓋 8 大類 60 條改革措施，並在黨中央設立許多領導小

組與委員會，統籌協調管理黨、政、社會基層等業務；2023 年方案

則有 5類 19條，大多集中金融、科技領域。不過，習近平在 2月 28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民主協商會上，評論此次改革方案「改革突出重點

行業和領域，針對性比較強，力度比較大，涉及面比較廣，觸及的利

益比較深，著力解決一些事關重大、社會關注的難點問題，對經濟社

會發展將産生重要影響」，顯示此次機構改革對中共而言仍相當重要。 

 

（二）內容重點：金融收權、科技聚焦、港澳管治、數據治

理與社會基層管控 

  2023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包含幾個重點內容。首先在金

融領域重新調整黨政分工，黨上收金融事務管理權力，例如組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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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員會，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及組建中央

金融工作委員會，強化金融系統的黨建工作；科技則組建中央科技委

員會，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國務院也做相應改革，

包含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以及

統籌推進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革，藉由撤銷地方人行分行與支

行、再由總行派任地方分行方式，將金融相關事權上收。 

  另外，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以及金

融工作人員統一規範管理，旨在強化中央對金融結構全盤掌控。在科

技方面，國務院重組科學技術部，將許多業務分出，讓科技部更聚焦

發展科技創新，同時，國家知識產權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可見

中共在科技發展與管理的統籌規劃。 

  另方面，國務院將組建國家數據局，中共將數據視為生產要素，

大力發展數位經濟發展，而數據管理也承擔維穩功能，如改革方案提

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資訊化，促進智慧城市建設等，強化網路數

據應用在社會治理，就是讓政府可運用數據確保社會穩定。 

  此次改革中共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

港澳辦，並稱是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直接隸屬黨中央，可以說是垂直升格，並且從制

度上給予黨涉入港澳事務更大的權限。此外，基本法中對中央人民政

府不干預香港事務的限制框架，不適用在黨中央組織，換言之，中央

港澳辦的設置可直接讓黨中央對港澳事務進行管治。 

  在社會基層治理層面，中共將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此部門為中

共中央職能部門，與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等單位同級，其工作包

含（一）統籌指導人民信訪工作、（二）指導人民建議徵集工作、（三）

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四）統一領導全國性

行業協會商會黨的工作、（五）協調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深化改革和轉

型發展、指導混合所有制企業、（六）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

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七）指導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

設等七個方面。由其涵蓋領域可見，中央社會工作部對廣泛的基層經

濟社會組織與事務進行統籌管理，將會是黨管社會的重要機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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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改革方案中國務院也將優化農業農村部職責，完善老齡工作體

制，強化對於經濟易受影響群體，如弱勢階層、農民以及老年人的治

理。因此，此次機構改革目標之一明顯是要提高黨對基層社會發展的

全覆蓋管理。 

  2023 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全國人大的工作方式與全

國政協的機構組成也有所調整。全國人大部分組建全國人大常委會代

表工作委員會，負責如人大代表名額分配、資格審查等多項工作。考

量 2021 年全國人大組織法修法，強化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

尤其是針對國務院與中央軍委人事的任免權，此次人大機構改革延續

先前措施，更加強化全國人大常委會功能。全國政協部分則增設「環

境資源界」，以及整合共青團界別以及優化「特別邀請人士」界別委

員構成。2023年 1月各省市「地方政協」已紛紛新增「環境資源界」，

此舉象徵著環境治理領域的快速發展，同時呼應習近平對生態文明之

重視。 

 

（三）改革動機：功能性與防禦性 

  從以上改革重點內容可以看到，此次主要改革的重心，放在國家

發展與治理層面，與 2018 年著重在政治權力分工的調整有所不同。

換言之，與過去相比，2023 年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動

機更著重在機構改革的功能性與防禦性，而非政治性。 

  首先，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屬於功能性改革，主要是

反映中共政策重心，因此著重在組織功能是否符合當前中共政策目

標，特別是冀圖改革可有利於中共解決當前經濟發展之困境，以及有

助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習近平所提的中國式現代

化。基於此，不難想見中共對於推動經濟重大領域進行調整，包含金

融、科技等方面。目前中國發展瓶頸在於如何持續鼓勵科技創新帶動

新經濟動能，而要推動產業朝向創新，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進

入如半導體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另方面也需要在技術上擺脫被美國箝

制的困境，突破「卡脖子」的創新難題，因此，金融、科技收權的目

標，是在法律體制降低黨以舉國體制推動發展的制度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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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本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屬於防禦式改革，相當程

度反映習近平總體安全觀的落實，呼應習近平在 2022 年「二十大」

政治報告上的「安全」基調。中共在 2021 年以來對金融領域大力反

腐，整頓金融人事，2023年中紀委再次對金融領域進行一波大整頓，

尤其是在中央一級單位，大批官員落馬，包含各地國有銀行支行官

員，此次反腐整頓正好符合中央對地方金融收權的改革思維。同樣

地，此次針對科技集中發展的改革也延續 2022 下半年一波針對半導

體領域的反腐整頓。另外，改革方案中亦可以看到中共對於基層治理

相關機構的重視，例如中央社會工作部對信訪問題事權上收，對三農

問題的強化管理，以及對老齡人口的因應措施等，都旨在預先針對社

會不穩定風險高的領域強化治理。換言之，中共此次機構改革，針對

重點領域整治，主要目標是避免在金融、科技、社會等層面爆發對任

何大規模問題之風險。 

 

（四）結語：集中權力因應風險恐讓治理能力更加脆弱 

  儘管中共透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進一步強化黨對金融、

科技、基層維穩等事務的掌控，試圖以此達成政策落實以及防範風

險，但實際上此次改革是否能強化其治理能力，仍屬問號。例如在金

融業務上，若將地方事權上收，決策與人事權交由中央，但中央多大

程度對於地方事務有所了解，地方知識的重要性在於可以讓政策落實

更因地制宜，但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後的中央集權體制，未

必能夠有效派任具地方知識的官員進行接地氣的在地治理。政治風險

減小，但是治理問題可能叢生，最終導致事與願違，這恐怕是中共在

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後，仍須面對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