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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十四屆「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確定新一屆政府高層人事

，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韓正當選國家副主席；國務院新任總理李強，26

部門除防長、發改委主任外，餘均續任。省級人事相應連動調整。 

 「兩會」相關報告強調「習核心」、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立法法」修

正案，明確立法合憲性要求等。另修正政協章程，新增黨全面領導。 

 推動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共中央新組建「三委一部一辦」，處理

金融、科技、社會治理等領域挑戰；國務院改革針對金融監管、科學技術

職能調整。 

 展開全黨「習思想」主題教育；大興調查研究工作；習近平等高層赴地方

調研。 

 針對中企、金融系統及體育總局展開巡視；多名中管幹部落馬；續加強反

腐。 

 

一、 召開十四屆「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中共十四屆「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於3月4至13

日舉行，除確定新一屆國家、人大、政協、國務院的人事，並通過「國務院機構

改革方案」、「立法法」修正案，及政府工作、預算等相關報告，重點如次。 

(一）確定政府高層人事，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習近平續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全票當選），韓正當選國家副主席

；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係「二十屆一中全會」確定之中共中央軍委會原班人

馬。李強任國務院總理，4名國務院副總理分別為丁薛祥、何立峰、張國清、劉國

中。5名國務委員依序為李尚福（兼國防部長）、王小洪（兼公安部長）、吳政隆（兼國務院秘書長

）、諶貽琴（未兼任部委）、秦剛（兼外交部長）。國務院26個部委首長，除防長李尚福、發

改委主任鄭柵潔2人為新任，其餘全部續任(詳附表)。 

「兩會」領導人方面，趙樂際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鴻忠、王東明、肖

捷等14名當選副委員長。王滬寧任「全國政協」主席，石泰峰、胡春華、沈躍躍

、王勇、王東峰（兼秘書長）等23名當選副主席。法檢系統部分，國監委主任劉金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分別由張軍、應勇擔任。 

「兩會」後，省部級人事陸續連動調整，包括：海南省委書記沈曉明調任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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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書記，接替已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沈曉明遺缺由海南

省長馮飛升任；吉林省長韓俊調任安徽省委書記，接替履新發改委主任的鄭柵潔

，遺缺由遼察省委副書記胡玉亭調任副省長及代省長（新華社，2023.3.14、16）。 

 

國務院部委首長 

外交部長 秦剛 公安部長 王小洪 生態環境部長 黃潤秋 衛健委主任 馬曉偉 

國防部長 李尚福 國安部長 陳一新 住建部長 倪虹 退役軍人部長 裴金佳 

發改委主任 鄭柵潔 民政部長 唐登杰 交通運輸部長 李小鵬 應急管理部長 王祥喜 

教育部長 懷進鵬 司法部長 
賀 榮

（女） 
水利部長 李國英 人民銀行行長 易綱 

科技部長 王志剛 財政部長 劉昆 農業農村部長 唐仁健 審計長 侯凱 

工信部長 金壯龍 人社部長 
王曉萍

（女） 
商務部長 王文濤   

國家民委主任 潘岳 自然資源部長 王廣華 文化旅遊部長 胡和平   

資料來源：中國網                                                 綜合規劃處製表 

(二）政府工作強調以「習核心」為指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當前發展面臨諸多困難挑戰，外部環境不確定

性加大，外部打壓遏制不斷上升，強調「二十大」精神開局之年，要以「習核心

」為指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穩中求進，突出「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

」，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發展主要預期目標設定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等（新華社，2023.3.5）。汪洋在政協工作報告提出今後工作建

議，要全面貫徹「習思想」，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栗戰書在人大工作報告強調維

護憲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及依法治國。「兩高」報告稱將維護國安工作放

首位，持續打擊危害國安犯罪等（人民網，2023.3.4、7）。 

新任總理李強在記者會表示政府欲達成全年經濟成長 5% 目標，需要倍加努

力，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過程中，仍必須「吃改

革飯、走開放路」（人民網，2023.3.13）。趙樂際於人大3月12日閉幕稱人大會議展現全過

程人民民主優勢。王滬寧於政協閉幕指出當前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

，需要凝聚共識、加強團結，要確保政治立場與「習核心」一致，全面增強履職

本領，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發揚鬥爭精神，敢於發聲（新華社，2023.3.11、13）。 

(三）習近平等高層講話及出席團組會，強調國家戰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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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3月13日於人大閉幕會強調推進強國建設，壯大綜合國力，維護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兩會」期間參加3個團組（江蘇及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民建、工商聯組會），

強調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國家戰略能力，引導民營經濟健康高質量發展。李

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分別參加所屬代表團組，強調

「兩個確立」、「兩個維護」、貫徹「二十大」精神；落實三穩(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

作，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推進共同富裕及中國式現代化（新華網，2023.3.6-9）。 

(四）修正「立法法」，明確立法、審議等過程合憲合法 

「全國人大」十四屆一次會議3月13日通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共37條），3

月15日開始實施，修正要點包括：明確合憲性審查要求，完善備案審查制度，確

保法律起草、審議和備案審查過程的合憲性、合法性。另明確人大常委會遇有緊

急情形，可經一次會議審議即將法案交付表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

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

一致，或者遇有緊急情形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 

(五）「政協章程」修正，新增堅持共黨領導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3月11日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

案」，總綱增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內容。並增寫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落實「愛國者治港澳」等（新華網，2023.3.18）。 

二、 推行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凸顯黨集中統一領導，

聚焦金融、科技領域 

中共為強化黨全面領導，於今(2023)年2月底「二中全會」審議通過「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方案」；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經人大會議通過，3月16日公布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全文；稱中央層面的改革任務力爭在2023年年底前完

成，地方層面的改革任務力爭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一）黨中央機構 

1.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研究審

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和問題等，是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設立中央金融委員

會辦公室，作為金融委辦事機構，列入黨中央機構序列。不再保留國務院金融穩

定發展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相關職責劃入中央金融委辦公室。 

2.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金融系統黨的工作，指導金融系統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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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組織等建設，作為黨中央派出機關，與金融委辦公室合署辦公。另將中央

和國家機關工委的金融系統黨建職責劃入。 

3.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加強黨對科技工作領導，統籌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和科技體制改革，研究審議國家科技發展重大戰略及政策，統籌解決科技領域重

大問題，統籌布局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

並由國務院科技部承擔科技委辦事機構職責。 

4.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負責統籌指導人民信訪、建議徵集工作，推進黨建引

領基層治理和政權建設，統一領導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黨的工作、協調推動深改

和轉型，指導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

體黨建等。作為黨中央職能部門。另社工部統一領導國家信訪局，劃入民政部（指

導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資委黨委（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黨建）及

中央文明辦（統籌規劃全國志願服務工作）等職責。 

5.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權、依法治港澳、維護國家安全、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調研、統籌

協調、督促落實職責。在國務院港澳辦基礎組建，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保留國

務院港澳辦牌子，同時，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辦。 

(二）國務院機構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要求國

務院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周密部署，精心組織，確保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要點包括：  

1.重組「科學技術部」，加強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科技創新管理、促

進科技成果轉化等職能，保留國家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國家實驗室建設、

科技重大專項、技術轉移體系建設、國際科技合作、科技人才隊伍建設等職責（其

他職能併入相關部委）。承擔黨的中央科技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責。 

2.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籌金融監管；人行恢復省級分行、分支

機構改革(撤銷大區分行，恢復31個省級分行，深圳、大連、寧波、青島、廈門設立單列市分行) ，建立中央金

融監管地方派出機構，加強人員及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等。5月10日召開國家金融監

督管理總局領導幹部會議，首任黨委書記由四川副省長李雲澤擔任。 

3.組建「國家數據局」，負責協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推進數位中國、數位經

濟、數位社會規劃和建設等職責（原為網信辦、發改委負責）。 

4.部分機構改隸及職能調整，包括知識產權局、信訪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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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局職責劃入農業農村部；中國老齡協會由民政部管理等。 

5.精簡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制5%，收回的編制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工作。 

(三）全國人大、政協組建及合併 

組建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作為常委會的工作委員會，負責代表

名額分配、資格審查等。全國政協增設「環境資源界」界別，將「共青團」和「

全青聯」整合等。 

三、 新一屆國務院工作啟動，突出黨統一領導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3月14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新一屆國務院開始全面履

職，強調國務院是政治機關，必須講政治，增強「一盤棋」意識。3月17日主持國

務院全體會議，要求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在新起點

推動各項工作開好局起好步；通過新版「國務院工作規則」，縮減至8章43條，修

訂重心強化落實以「習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突出黨集中統一領導地位，及

不再以專門章節規定推進政務公開、廉政和作風建設等。 

國務院4月23日就「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

首要任務」召開第1次專題學習，李強指出高質量發展是跨越重大關口、贏得戰略

優勢的關鍵，要求增強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抗風險能力，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

性應對外部形勢的不確定性（中新社，2023.4.23）。 

四、 推動主題教育，聚焦「習思想」、落實「二十大」精神 

(一）全黨展開「習思想」主題教育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從今年4月開始，在全黨自上而下分

兩批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稱「習思想」）」主題教育

。同日就此主題召開第4次集體學習，安排政治局委員發言，為全黨示範（國務院副總

理劉國中、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干杰、中宣部長李書磊、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天津書記陳敏爾）；習近平稱面對錯

綜複雜國際國內形勢，實現「二十大」戰略目標，迫切需要廣大黨員幹部深入學

習「習思想」（新華社，2023.3.31）。 

主題教育工作會議4月3日召開，習近平強調要以主題教育為契機，加強黨的

創新理論武裝，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水準及執政能力；教育引導黨員幹部，接受

政治體檢，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委蔡奇以中央學習貫

徹「習思想」主題教育領導小組組長身分作總結講話。中央指導組培訓會議4月4

日召開，部署主題教育督促指導工作，由副組長劉金國(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主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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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副組長李干杰(政治局委員)出席講話，要求堅持嚴督實導，完成黨中央重大政治任

務，有效開展主題教育。顯示新一輪全黨思想教育小組，已由「一正兩副」國級

幹部組成(蔡奇、李干杰、劉金國)。 

(二）持續落實「二十大」精神專題研討 

習近平2月7日出席中央委員會新進、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

徹「二十大」精神研討班，強調正確理解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打破「現代化等

於西方化」迷思，堅持黨的領導、敢於鬥爭；抓好開局年工作，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社發展，實現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另，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3月1日舉行90

週年慶祝大會暨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習近平強調必須堅持以黨的旗幟為旗

幟，提升領導幹部推動高質量發展及化解風險本領（新華社，2023.3.1）。 

陸續召開學習貫徹「習思想」和「二十大」精神研討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

記蔡奇2月20日出席中管幹部的研討班強調，增強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

維護」政治自覺，推進中華民族復興（人民日報，2023.2. 21）。中紀委書記李希出席3月23

至25日二十屆中紀委委員的研討班，要求推動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強化政治監督（

新華網，2023.3. 25）。政協主席王滬寧4月17日出席統一戰線研討開班式稱要用「習思想

」統一行動，把握團結奮鬥的時代要求，擔負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使命（人民日報

，2023.4.18）。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4月17日出席新一屆人大代表學習班強調，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持續加強理論武裝，站

穩政治立場，遵守憲法法律（人民日報，2023.4.18）。 

五、 推動「大興調研」方案；習近平等高層地方調研 

(一）全黨開展大興調查研究工作 

中共中央辦公廳3月19日印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工作方案」，指當前發展

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

環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內部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

；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迫切需要調查研究找到破解難

題的辦法和路徑；列明12項調研內容(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依法治國、維護社會穩定、全面從

嚴治黨的重大問題，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長期未解決的

老大難問題等）、6個步驟（提高認識、制定方案、開展調研、深化研究、解決問題、督查回訪；其中規定縣處級以上

領導班子成員每人要帶領1個課題開展調研，同時針對相關領域或工作中最突出的難點問題專項調研）及4項工作要

求（加強組織領導、嚴明工作紀律、堅持統籌推進、加大宣傳力度。新華社，202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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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習近平廣東調研及考察雄安新區，關切農漁業、製造業發展 

習近平4月10至13日赴廣東考察農漁業、生態保護、鄉村振興及製造業創新。

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關鍵技術自主研發及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等（人民網，2023.4.14）。5月10日在河北雄安新區考察，稱實踐證明黨中央建設

雄安新區決策完全正確，要堅定信心保持定力以取得新進展（人民網，2023.5.10）。 

(三）李強湖南、海南、廣西及雲南考察企業創新及農業；趙樂際廣

東調研重點領域立法工作 

李強3月21至22日在湖南調研及召開先進製造業發展座談會，強調落實「二十

大」戰略部署，把握高質量發展任務，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築牢實體經濟根基

。3月29日赴海南考察自貿港、養老及醫療產業，要求堅持改革開放，高質量高標

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4月12日視察北京獨角獸企業發展情況（銀河航天（北京）網絡技

術有限公司、北京海博思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平線機器人技術研發有限公司），強調加快晶片研發核

心技術攻關，加大支持科技型企業。4月24至26日赴廣西、雲南調研，強調鞏固脫

貧攻堅，高質量發展實現興邊富民（新華網，2023.3.23、29、4.12、26）。趙樂際3月21至24日

赴廣東調研，強調加強重點、新興領域及涉外等立法工作（新華網，2023.3.25）。 

(四）劉國中安徽、浙江調研農業、鄉村醫衛；李希湖北考察 

副總理劉國中4月9日至11日至安徽、浙江調研強調抓好春季農業生產，加強

鄉村醫療衛生服務保障，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人民群眾健康，推動經濟運行持續

好轉。中紀委書記李希3月19至21日赴湖北調研，要求紀檢監察部門絕對忠誠、強

化政治監督，專項整治鄉村振興領域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及推進國有企業黨風

廉政建設和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等（新華社，2023.3.21）。 

六、 展開新一屆巡視工作；持續加強反貪腐 

(一）針對中管企業、金融單位、國家體育總局啟動第一輪巡視 

全國巡視工作會議暨二十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動員部署會3月27日召開，李希要

求發揮政治巡視利劍作用；將對中核集團、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30家中管企業

黨組開展常規巡視；對中投、國家開發銀行等5家中管金融企業黨委開展巡視回頭

看；對國家體育總局黨組開展機動巡視。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干杰宣

布此輪巡視組長授權任職和任務分工決定。4月8日15個巡視組完成對30家中管企

業、5家金融單位和國家體育總局進駐工作（人民網，2023.3.2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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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檢監察教育整頓 

中共中紀委書記李希2月24日出席紀檢監察幹部隊伍教育整頓動員部署會議

，強調要刀刃向己，嚴肅認真堅決清理門戶；堅持將黨的領導貫穿全過程、要防

止運動式，避免「一刀切」，以徹底自我革命精神開展教育整頓 打造忠誠乾淨擔

當、敢於善於鬥爭的紀檢監察鐵軍確保實效（人民網，2023.2.24）。張軍、應勇3月16日分

別主持最高法院、最高檢黨組擴大會議，要求加強隊伍建設，形成風清氣正的司

法氛圍、從嚴管黨治檢（中新網，2023.3.17）。 

(三）中管幹部續被查；體育反腐持續進 

2023年至今已有17名中管幹部被查(統計至4月16日)，包括：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

副主任王雪峰、國家菸草專賣局原副局長何澤華、山東省青島市政協主席汲斌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焦小平、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易鵬飛、遼寧大連市

政協主席郝宏軍、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李東、重慶市人大

常委會原副主任鄭洪、寧夏銀川市委原書記姜志剛、宗教事務局原局長崔茂虎、

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李再勇、山東省政協原副主席孫述濤、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

副主任殷美根、中國銀行原董事長劉連舸、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杜兆才、光大集

團股份公司原董事長李曉鵬、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劉捍東。其中，金融行

業、央企和體育領域4人，地方省份11人，2人來自部委（中紀委網站、中新網，2023.4.）。 

另外中國足球界多名高層官員接連落馬，包括，1月19日中國足協原秘書長劉

奕、常務副秘書長兼國家隊管理部長陳永亮、2月14日足協主席陳戌源、3月24日

中國足協紀委會主任王小平、競賽部部長黃松、3月29日中國田徑協會主席、足協

副主席于洪臣、中超聯賽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董錚等相繼被查。另中國賽艇協

會、中國皮划艇協會原主席劉愛傑遭調查(環球網、澎湃新聞，2023.2.16、3.29、4.4，中紀委駐體育總

局紀檢監察組網站，2023.3.4.4)。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