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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慶祝「七一」建黨百年，宣揚制度成就和中共執政正當性。 

 黨政會議強化黨內監督和黨的領導，推動人口、科技等政策，制定「反外

國制裁法」，凸顯新疆發展與反恐成就。 

 習近平等高層赴地方調研，考察南水北調、就業、民族宗教工作、種業與

夏糧；本土疫情再現，民眾施打疫苗已逾15億劑。 

 續推動第二批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掃黑除惡工作常態化；推動反間諜和法

治教育；持續進行反腐，今年以來17位中管幹部落馬。 

 

一、 舉辦「七一」建黨百年黨慶，凸顯政黨制度及人權成就 

(一）習黨慶談話提出「四項成就」和「九個必須」，向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邁進；各部委展開學習 

    中共中央 7 月 1 日於天安門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紀念大會，7 萬

多人參加，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共領導下完成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等首個百年奮鬥目標，創造「四項偉大成就」（「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革命與

建設成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向全

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提出「九個必須」（「堅

持黨的全面領導」、「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美好生活奮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偉大鬥爭」、「加

強中華兒女大團結」、「推進黨建」。新華網，2021.7.1）。 

  黨慶後習在政治局常委會聽取慶祝活動總結報告，要求持續推進深化拓展，

利用澎湃熱情和強大正能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7月13日會見慶祝活動籌辦工作各方面代表，肯定其成績（人民網，2021.7.13）。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學習習「七一」黨慶講話精神，國務

院、人大等各機關和各省展開學習活動（共產黨員網，2021.7.3、13）。 

(二）習與高層出席系列活動為黨慶暖場，要求用紅色資源做好黨建；

公布黨員數逾9千萬人 

  習與政治局常委 6 月 18 日赴甫落成的中共歷史展覽館，參觀「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主題展覽，重溫入黨誓詞，要求黨員幹部在思想、政治、行動與中央保

持一致，28 日觀賞「偉大征程」文藝演出（新華網，2021.6.18、28）；習表揚基層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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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幹部，首度頒發「七一勳章」予 29 人，重申堅持人民立場，為群眾辦實事，

並會見 103 名優秀縣委書記和「兩優一先」代表（新華網，2021.6.29）。 

  習 6 月 25 日就「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主持政治局第 31 次集體學

習，走訪紅色遺跡，參訪豐澤園毛澤東故居，要求自我革新和政治正確，矢志不

渝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新華網，2021.6.25）；向「文史哲」雜誌全體編輯

回信，要求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新華網，2021.5.10）；「求是」刊習文章（「學

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擔使命」和「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求加

強認同、傳承紅色基因、用好紅色資源，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求是」，2021.5.31、

6.15）。另中共公布黨員總數為 9514.8 萬人（比 2019 年底增 3.5% ，35 歲以下 2367.9 萬人，

占 24.9%。新華網，2021.6.30）。 

(三）密集進行黨史教育和宣傳活動，要求說好中國故事；宣傳制度成

就和「習思想」 

中共中央辦公廳圍繞建黨百年，組織開展「四史」宣傳教育活動（新華網，2021.5.25

）；中宣部組織建黨百年新聞報導，展開群眾宣傳教育，鼓吹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

，對外講好中國共產黨、新時代中國與中國人民的故事（黃坤明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宣傳工作專題電視電話會議談話，新華網，2021.6.8）；新華社、人民日報連刊署名

「宣言」文章。中共中宣部、網信辦、教育部及共青團公布「首批高校思政類公

眾號重點建設名單」，強化黨史和社會主義教育宣傳（新華網，2021.5.27）；發布「中

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新華網，2021.6.27）；推動「紅色旅遊百條精品線路」（中國

政府網，2021.5.31）、歷史文物展覽（上海「一大」紀念館暨主題展「偉大的開端-中國共產黨

創建歷史陳列」6月3日開幕，廣州「三大」紀念館20日開幕，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在黨的旗

幟下前進」主題展覽）和影視宣傳（「紅船」、「1921」、「將星傳奇」等電影陸續上映；主題廣播

劇及24集文獻專題片16、20日播映）。 

  中共國新辦6月下旬發布「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和「中國新型政黨制

度」白皮書，前者稱生存與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中共創立以來堅持人民作主，取

得經濟發展並脫離貧困，維護公民權益、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在各項人權領域

取得重大成就；後者稱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新

型政黨制度」的偉大政治成就，賦予八個民主政黨和無黨派人士參政空間，避免

舊政黨制度輪流做莊、政商勾結弊病（國新辦，2021.6.24、25）。另成立第2批「習思

想」研究中心（發改委、生態環境部、中國法學會和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新華

網，2021.6.26）；出版「習近平關於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2021年版）」，強調「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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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戰略布局改善黨內政治生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新華網，2021.6.28）。 

(四）遏制公安事故，強化社會維穩，營造慶祝黨慶氛圍 

  七一黨慶前夕發生多起公共與生產安全事故（中央社，2021.6.25），習對湖北十堰市

張灣區艷湖社區集貿市場燃氣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防範重大突發事件發

生，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為建黨百年營造良好氛圍（人民網，2021.6.14）；國務院安全

生產會議要求各單位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責任感，遏制事故發生（新華網，2021. 6.17

）；公安部要求落實維護安全穩定措施，為建黨百年創造安穩政治社會環境（趙克志

於全國公安機關慶祝建黨100周年安保維穩工作動員部署會，新華網，2021.4.27）；各地維穩升

級，北京郊區各鄉鎮5月22日起清理外來人口，毛左與湖南、貴州、廣州等多地異

議人士遭警方拘捕或帶走旅遊（中央社，2021.6.9、自由亞洲電臺，2021.5.31、6.10）。 

(五）黨慶前夕多地人事異動 

  河南省委書記王國生屆齡卸任，轉任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委，遺缺

由原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調任，原山西省長林武升任山西省委書記（人民網，2021.6.2

），山西代省長藍佛安和河南代省長王凱真除（人民網，2021.6.16、25），原湖北省委

副書記王忠林升任湖北省長（人民網，2021.5.31）。又多省副省長異動，陳春平、趙永

清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人民網，2021.5.11、6.6），李猛任山東副省長，李宏亞任

青海副省長，郭永紅任陝西副省長，康濤、黃海昆任福建副省長，郭錫文任貴州

副省長，胡廣杰任江蘇副省長（人民網，2021.5.27），徐文光任浙江副省長，崔茂虎任

雲南副省長，高雲霄、胡啟生任河北副省長，陳星任河南副省長（人民網，2021.5.31

），張鴻星任江西副省長（人民網，2021.6.3），孫洪山任山西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中

國長安網，2021.6.4），陳偉俊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人民網，2021.6.9）。另陳思

源任公安部副部長（人民網，2021.6.28）；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掛牌，衛健委副主任王

賀勝任局長（中國政府網，2021.5.13）。 

二、 強化黨內監督和黨的領導，推動人口政策、科技自立和

對外反制 

(一）推進監督「一把手」、基層治理、黨組織和政治思想工作，加強

對高校和央企的領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4月30日審議批准、中央中央5月22日發布「中國共產黨

組織工作條例」，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組織工作（黨中央及地方

黨委設置組織部，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黨組織設置組織工作機構），實

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提升基層黨建工作，強調以政治素質為選拔原則（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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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2021.6.2）；中共中央6月1日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

監督的意見」，強調「兩個維護」和政治正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推動由上而下

和同級相互監督，落實民主集中制，強化集體領導；中共中央、國務院7月11日發

布「關於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要求5年內建立黨組

織統一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建全網格化管理等（新華網，2021.5.22、6.1、7.11）。 

又中共中央修訂「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強化黨組織

職權和黨對高校的領導（國新辦，2021.4.22）；中辦5月30日印發「關於中央企業在完

善公司治理中加強黨的領導意見」，明確規範央企黨委（黨組）在重大決策事項的

職責範圍，強化黨對央企的領導（新華網，2021.5.30）。 

(二）通過多部法律，強化數據安全和對外制裁；推進上海對外開放 

  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7至10日召開，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得對個人及其親人和組

織採取不准入境、驅逐出境、查封或扣押境內財產、限制交易等反制措施）、「數據安全法」（國

安部門主導建立安全標準和審查制度，推動數位經濟，提升公共服務水準，管制數據出口）、「海

南自由貿易港法」等多部法律。栗戰書5月27日召開鄉村振興促進法實施座談會，

強調因地制宜推進鄉村振興，保障糧食安全，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確保中共長期

執政；7月23日召開學習貫徹「關於加強地方人大對政府債務審查監督的意見」文

件精神座談會，要求切實推動地方人大加強對政府債務審查監督（新華網，2021.5.27

、6.10、7.23）。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推進上海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先行先試，推動積體

電路、人工智慧等高新科技發展和創新產業聚落，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跨境貿

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強化吸引高端人才（新華社，2021.7.16）。 

(三）公布人口普查結果和三孩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重大政策舉措報告，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為

應對人口老齡化決定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和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新華網，

2021.5.31）；中共國統局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總人口14億1,178萬人（較2010年增

加5.38%；10年平均增速0.53%創紀錄新低。新華網，2021.5.11）。 

(四）尋求科技自立及新發展格局 

  習5月21日、7月9日分別召開深改委第19、20次會議，通過新發展格局、科技

、醫改、種業、自貿區貿易投資便利化和生態文明等的相關文件，強調科技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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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發展格局發動攻堅、改善公衛醫療、種業自立、推進減碳與自貿區高質量

發展等；5月28日出席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稱在航天太空

等戰略關鍵和高端產業領域取得突破，強調科技自立，推動基礎研究、創新和科

研體制改革（新華網，2021.5.21、5.28、7.9）。劉鶴5月14日召開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

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第18次會議，討論後摩爾時代積體電路技術，18日赴廣東調

研院士制度，強調問題和需求導向，實現國家戰略需求（中國政府網，2021.5.14；新華

網，2021.5.18）。 

(五）肯定新疆發展與反恐成就 

  習7月5日在新疆「七五」事件12周年當日簽署命令，授予武警部隊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總隊某部特戰一中隊「反恐尖刀中隊」榮譽稱號；中共國新辦7月14日發

布「新疆各民族平等權利的保障白皮書」，稱保障新疆各族各項權益（公民、勞動、

社會文化宗教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6月14日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數據，稱10年間維

族人口增加約162萬（所有少數民族增14.27%，高於全陸少數民族增長率10.26%），受教育水

準提升，城鎮化比例提高（新華網，2021.6.14、7.5、7.14）。國家反恐辦稱反恐工作未

侵害人權，有效確保多年無發生恐攻，稱「世維會」、「東伊運」和「維吾爾法庭

」等組織歪曲汙衊，批美「以疆制華、以恐遏華」（中國警察網，2021.7.14）。 

三、 習近平等高層赴各地調研 

(一） 習赴河南、青海、西藏調研，強調南水北調工作、鄉村振興和穩

疆固藏 

習5月12至14日河南調研並召開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強調全

國一盤棋，要求推進南水北調六項重點工作，強調統一市場和暢通內循環，加快

建構國家水網，提升水安全保障（優化配置、完善流域防洪減災體系）；6月7至9日赴青

海調研考察特色產業，要求民企發展結合鄉村振興、就業和民族團結，重申宗教

中國化，強調穩疆固藏和中共的革命精神；7月21至23日赴西藏調研，考察川藏鐵

路拉林段（拉薩至林芝）、脫貧和生態保育，慶祝和平解放70周年，強調民族團結和

練兵備戰。另習對廁所革命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實推動鄉村振興，棄絕形式主

義（新華網，2021.5.14、6.9、7.23、24）。 

(二） 李克強浙江、吉林調研大宗商品價格和創業就業；韓正山東調研

生態保育；胡春華海南、山西、河北調研種業、南水北調和夏糧 

李克強5月24、25日赴浙江考察大宗商品價格、靈活就業和「放管服」改革，

強調市場化和改革開放，6月15至16日赴吉林考察糧產、減稅降費和創業就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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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改革開放推動東北振興（中國政府網，2021.5.25、6.16）。韓正7月5至6日在山東調研

，考察生態保育、黃河治理和稀土等關鍵技術（中國政府網，2021.7.6）。胡春華5月初

在海南考察種業工作，21至22日在山西考察就業，5月29日及6月17日在河北考察

南水北調、督導夏糧農業生產（中國政府網，2021.5.8、5.22、5.29、6.17）。 

(三） 汪洋上海、浙江調研教育科技、寧夏、新疆調研民族宗教工作；

趙樂際山東、吉林調研黨風廉政 

汪洋4月26至28日赴上海、浙江高校調研教育和科技，強調妥善應對外部環境

變化，把外部壓力轉變為內在動力；5月17至19日赴寧夏調研民族宗教工作，強調

民族和諧、保障邊疆和宗教中國化；7月21至24日赴新疆調研，要求兵團做好維穩

戍邊、向南發展，加強民族交流和認同中華文化。趙樂際6月6至8日赴山東、7月9

至11日赴吉林調研，考察黨風廉政工作，要求發揮群眾監督、確保換屆風清氣正

，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和營商環境（新華網，2021.4.28、5.19、6.8、7.11、7.24）。 

四、 本土疫情再現，部署防汛救災 

(一） 徽、遼、滇、寧出現本土確診，民眾施打疫苗意願大增 

  安徽、遼寧 5 月 13 日出現關聯性本土確診，為同一感染鏈，雲南（瑞麗市）7

月 4 日、江蘇南京 7 月 20 日起再度出現本土疫情，進行封控管制和全員篩檢。徽

、遼部分，衛健委派出工作組，稱非變種病毒株，係境外傳入（新華網、澎湃新聞，

2021.5.15），6 月初「清零」（衛健委，2021.6.4）；基層診所、衛生站多起違規事件導致

未及早確認病情，遭責令停業整頓、究責，遼寧基層官員遭免職（新京報、中新網，

2021.5.17）。民眾施打疫苗意願大增，截至 7 月 25 日全陸已接種 153870.7 萬劑次（

衛健委，2021.7.25）。 

(二） 粵出現變種病毒株本土疫情 

  廣州5月21日起連日新增本土確診（央視，20221.5.21），係變種病毒株，造成多

點流行（人民網，2021.6.3）；進行封控管制（廣東衛健委，2021.6.8；新華網，2021.6.10），

強化交通管控（法廣，2021.6.7；央廣網，2021.6.11）。國務院工作組赴粵指導（衛健委，

2021.6.9），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省長馬興瑞6月7日赴穗調研疫情防控，要求擴大篩

檢和科技防疫（人民網，2021.6.8）；廣州發布措施（「關於進一步激勵全市廣大幹部在疫情

防控中擔當作為奮勇爭先的十項措施」）籲幹部擔當作為，將優先晉級錄用（人民網，2021.6.10

），廣東和廣州紀委監委成立疫情防控問責聯合調查組，調查失職失責（中央社，

2021.6.14）。 

(三） 部署防汛救災及防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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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6月1日進入主汛期後，內蒙古、黑龍江、安徽、江西、廣西、廣東

、福建等地江河水位超出警戒，氣象部門連續16天發布暴雨預警（6月26日至7月11日

），並於7月11日首度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隨著主雨帶北移至淮河流域，江蘇、安徽

、河南、湖北、四川、河北、北京等地成為強降雨中心。河南鄭州7月16日以來豪

雨釀成重大災害，習21日對防汛救災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防止因災返貧和災後大

疫，李克強21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救災工作（調度資金、救災和安置），國家防

總21日將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Ⅱ級，中組部印發通知要求黨員救災身先士卒（「關

於在防汛救災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的通知」。新華社，

2021.7.21、25；中國政府網，2021.7.21）；颱風「煙花」登陸浙、滬，國家防總防颱風應

急響應提升至Ⅲ级，水利部、東南省份部署防颱（中國政府網，2021.7.24）。 

五、 政法系統持續改革 

(一）推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 

郭聲琨5月17日在落實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2021年工作任務部署會，強調

依習近平法治思想貫徹全面依法治國，10至13日在浙江、23至25日在山東調研，

考察政法隊伍和教育整頓網格化服務，要求用好紅色資源開展黨史學習教育，鍛

造忠誠乾淨的政法鐵軍；7月2日主持政法委全體會議，要求學習貫徹習「七一」

講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法治力量（新華網，2021.5.13、17、26、7.2）

，7月19日在省部級、廳局級政法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專題研討班開班式

上強調「兩個維護」和政治正確（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中新網，2021.7.16

）。 

中央政法委6月10日宣傳首批270萬名政法幹部參加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取得進

展；郭聲琨7月8日主持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央督導工作匯報會議，要求推進

市縣政法隊伍建設，做好第二批教育整頓督導工作，取得黨和人民滿意的實際成

效（中新網，2021.6.10、7.8）。 

(二）掃黑除惡常態化，推進公安隊伍整頓、反間諜和法治教育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鬥爭鞏固專

項鬥爭成果的意見」，部署常態化掃黑除惡鬥爭（中國長安網，2021.5.20）；政法委秘

書長陳一新4月29日在省級掃黑辦主任會議，強調做好十件事（追捕「漏網之魚」、用

好重點線索、深查保護傘、精辦重大要案、持續整治「村霸」、深化信息網絡等重點行業整治、掛

牌督辦大案件、督導推動一批重點地市、選派掃黑除惡先進典型、善用輿論宣傳工具彰顯中共中央

打擊黑惡勢力決心。澎湃新聞，2021.5.7）；公安部5月17日召開全國公安機關掃黑除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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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鬥爭總結表彰電視電話會議，部長趙克志重申嚴打「關係網」、「保護傘」，防止

黑惡勢力滲透基層（中國政府網，2021.5.17）；6月8日召開第一批公安隊伍教育整頓頑

瘴痼疾整治視頻推進會，副部長王小洪強調嚴查干涉司法和違規經商等不法行為（

中國長安網，2021.6.8）。 

國家安全部4月26日公布「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規定」，制定反間諜安全防範

重點單位名錄，展開反間諜安全防範宣傳教育、受理舉報及表彰獎勵；國安部副

部長董經緯6月18日召開學習會議，部署相關工作，稱境外諜報機關和境內敵對勢

力勾結從事反華活動（中國長安網，2021.6.18）。另中宣部、司法部發布「關於開展法

治宣傳教育的第八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推進全民普法和學習習近平法

治思想（中國長安網，2021.6.15）。 

六、 黨風廉政建設與反腐工作 

反腐持續進行，原國家糧食局副局長徐鳴、河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甘榮

坤、青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蒙永山、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員副主任宋太平等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原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原副

校長于志剛因嚴重違紀違法遭「雙開」（中紀委國監委網站，2021.6.1、2、28、7.13、25）

。今年以來17位中管幹部落馬（澎湃新聞，2021.7.25）。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