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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中央黨政最高領導春節前調研概況 
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吳仁傑主稿 

 

中共高層循例春節前夕赴地方調研，習近平、李克強分赴貴州及山

西，凸顯今年政策重點，包括推動新發展格局、鄉村振興戰略及展

開黨史學習教育。 

近年習近平強化制度性集權，由此次習、李調研重點及報導規格觀

之，已漸形成「先習後李」之主從關係。 

（一）前言 

調查研究(以下簡稱調研)被中共視為發現、剖析、解決問題和制定政

策重要方式，自毛澤東告誡領導幹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以降，

中共歷位最高領導人均視之為重要工作方法和決策參據，習近平更將

之作為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須提高的七種解決問題能力(包括政治能力、

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群眾工作能力、抓落實能力)

之一，要求圍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來

開展，且要經常化、制度化。 

其中春節前後尤其是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是作為中央黨政

最高領導的總書記和總理到地方調研，並對群眾致以節日慰問，自江

澤民 1989 年 6 月 13 屆「四中全會」擔任總書記隔年起即被視為重要

政治傳統延續至今。2021 年春節前習近平和李克強分赴貴州、山西

調研慰問，雖屬例行活動，但因 2020 年甫宣布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

會和脫貧攻堅任務，當前正值「十四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緊鑼密鼓

收尾，且全球疫情對經濟發展、民生保障衝擊仍未完全消除，加以今

年將慶祝建黨 100 週年，是以歸納有關調研重點和闡論要旨，有助瞭

解和掌握其施政焦點與政策取向。 

（二）習近平貴州調研要況 

習近平 2012 年 11 月 18 屆「一中全會」出任總書記，自次年起

每年春節前均援例安排地方調研慰問行程，截至 2020 年共八次，其

中 2013 年 2 月首次是到甘肅，其後七次依序為 2014 年 1 月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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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陝西、2016 年 2 月江西、2017 年 1 月河北、2018 年 2 月

四川、2019 年 2 月北京、2020 年 1 月雲南，除北京外，多為相對較

不發達省區，關注重點主要集中經濟發展、民生保障、扶貧攻堅、農

村改革、生態保護等議題。 

2021 年 2 月 3 至 5 日(臘月廿二至廿四日)，習近平到貴州畢節、貴陽

進行任上第九次春節前調研，並聽取水污染防治與生態修復保護、推

進鄉村振興和加強基層黨建，以及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等彙報，要求： 

1.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

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守發展和生態底線，統籌發展和安全工作，

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鄉村振興、實施數位經濟戰略、生態文明建設

上搶新機、開新局。 

2.著眼於形成新發展格局，推動大數據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

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積極釋放消費需

求，拓展消費新模式，透過深化改革解決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3.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發展壯大扶

貧產業，推促城鄉融合發展，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

織等全面振興。 

4.樹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導向，堅守發展和生態底線，統籌山、

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 

5.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致力解決地區、城鄉和收入差

距問題，落實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突出解決好教育、養老、

醫療、住房等問題。 

6.結合即將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從「長征」和「遵義會議」精

神中感悟黨的初心和使命，落實新時代黨建總要求；深入學習黨的創

新理論，加強黨史學習教育，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領悟力和執行力。 

（三）李克強調研概況 

李克強 2013 年 3 月 12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當選總理，自隔年起

每年春節前均依照慣例在習近平之後安排調研慰問行程，截至 2020

年共七次，依序為 2014 年 1 月陝西、2015 年 2 月貴州、2016 年 2 月

寧夏、2017 年 1 月雲南、2018 年 2 月吉林、2019 年 2 月內蒙古、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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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青海，均為經濟發展相對較落後的中西部或東北省區，主要看

望慰問貧困戶、受災群眾、農民工等弱勢群體，並考察春節期間保供

穩價、食品安全情況及民生保障等問題。 

2021 年 2 月 7 日(臘月廿六日)，其到山西運城調研慰問，指出： 

1.百節年為首，春節購物需求旺盛，要保障食品質量安全，多生

產綠色有機農產品，讓商家賣得好，群眾買得起、吃得放心。 

2.國家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將繼續實行幫扶和促進政策，鞏

固脫貧成果，讓群眾日子越過越好。 

3.要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使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推動高質量發展，並在發展中

不斷改善民生。 

（四）結語 

調研被中共視為政策擬定前參考、政策執行後評估的重要依據，

通常經過充分研究、比較成熟的調研成果，就上升為決策部署並轉化

成具體政策；尚未研究透徹的調研成果，要進一步聽取意見，使之完

善後再付諸實施；已形成舉措付諸實行者，則進行跟蹤評估，視情況

調整優化。是以在決策前和政策實施後，都會安排調研活動，而做為

決策中樞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調研活動，均經縝密規劃部暑，調研重點

除中央重大決策屬於共同項目外，通常與分工領域密切相關。作為集

體領導核心、掌管全般工作的總書記習近平，既藉由調研瞭解實況以

為決策參考外，也常透過調研期間講話提出新論斷或闡釋新政策，故

格外引發關注。 

中共中央黨政最高領導總書記和總理，自江澤民起由於基本有黨

政(政經)分工(或掌管全盤工作的總書記對總理授權)，故通常被外界以兩位姓氏

稱呼為「00 體制」，如「江李(李鵬)體制」、「江朱(朱鎔基)體制」、「胡

溫(溫家寶)體制」，反映到調研重點亦可見總書記雖著眼多面向，但

總理對經濟方面多所側重。習近平和李克強繼任初期，雖亦曾出現「習

李體制」說法，惟伴隨總書記習近平透過制度性集權強化對包括重大

經濟決策等大政方針的掌控，總理李克強相對僅扮演具體政策擬定和

執行角色，體現在春節前的調研上，除延續性的「先習後李」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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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規格不同外，從關注重點、聽取彙報、發表講話中，明顯出現前

者涵蓋各重點層面、後者多僅著墨保供穩價、食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

方面，已形同主從關係。 

綜觀兩人尤其習近平本年春節前調研重點，地點選定貴州極具政

治和政策意涵，既是脫貧攻堅重點省份，也是 1935 年召開「遵義會

議」確立毛澤東黨、軍領導地位，以及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天

眼」所在地。首先，2020 年 19 屆「五中全會」提出立足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論述，其中加速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現階段工作

重點，是以要求透過科技創新推進高質量發展，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

產業，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但亦強調要兼顧發展和生態、統籌發

展和安全。 

其次，隨 2020 年完成所謂脫貧攻堅目標後，19 大提出的鄉村振

興戰略成為接續銜接性工作重點，近期原負責脫貧工作的國務院「扶

貧辦」已撤銷改制為國家鄉村振興局，專責具體推進工作，冀能達成

2035 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2050 年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目

標。預期將提交 3 月 13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和

「十四五」規劃綱要，將對此兩方面工作進行針對性具體部署。 

再者，今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已決定結合慶祝活動在全黨開展

黨史學習教育活動，近日並下發「關於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通

知」和舉行「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進行動員部署，習近平年前到

被視為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所在省份考察，一方面顯示

對黨史的重視和一脈相承，另方面則藉以宣告即將開展的黨史學習教

育活動重要性並提出相關要求，冀能透過「學黨史」達致「悟思想、

辦實事、開新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