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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治 
 

 宣揚學習貫徹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擁護「兩個確立」；籌備「二十大」

代表選舉；14 省市區完成換屆；習近平要求嚴守換屆紀律，力保政經社環境

穩定；省級「兩會」1 月中下旬陸續召開，預計 2 月 1 日前舉行完畢。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習近平要求對「一把手」加強監督，堅決查處腐敗問題；

指示提升政法工作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化。宣傳「全

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批西方民主缺陷，

籲勿以一標尺衡量世界政治文明。 

 習近平考察冬奧會籌備情形；李克強上海調研電力保供措施；胡春華督導鄉

村振興建設與春節農產保供。 

 疫情升溫，擴及浙、陝、豫、津等地；孫春蘭、劉鶴考察地方及春節疫控；

官方籲春運疫控防止「一刀切」，多地鼓勵在地過年。 

 

一、宣講「六中全會」精神與籌辦「二十大」 

(一)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擁護「兩個確立」；習要求增強全

面從嚴治黨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中共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動員會，

王滬寧要求準確領會全會精神，注重習關於黨史研究論述、紀念活動的重要講話，

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召開；李克強 11 月 12 日主持國務院黨組會議，

栗戰書 12 月 24 日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6 講專題講座，汪洋 12 月 22 日主持

全國政協黨組會、常委會等，宣達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新華社，2021.11.12、

18、12.24），擁護「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為黨中央核心地位，確立習思想的指導地位），

增強政治自覺（提高「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習近平 2022 年 1 月 11 日於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六中全會」

精神專題研討班強調，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無條件執行

黨的戰略決策，增強全面從嚴治黨，建立黨史學習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新華

社，2022.1.11）。 

(二)要求嚴守換屆政治紀律規矩，力保政經社環境穩定；籌備「二十

大」代表選舉 

    習近平 12 月 27 至 28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強調要加強政治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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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建設，帶頭擁護黨中央領導權威；並指出召開「二十大」是 2022 年工作首要

政治任務，嚴守換屆政治紀律和規矩；要力保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風清氣正的

政治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政協新春茶話會、新春賀詞，新華社，2021.12.31）；1

月 6 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五大機關工作匯報及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強

調堅持黨集中統一領導；緊扣和籌備「二十大」聚焦發力，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新華社，2022.1.6）。 

   王滬寧 1 月 5 日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強調，今年宣傳思想工作突出「兩個

確立」，推動「習思想」深入人心；做好新聞、社會宣傳，為「二十大」召開營

造氛圍（新華社，2022.1.5）。郭聲琨主持 12 月 15 日平安中國建設表彰大會，強調

確保政治更安全、社會更安定、人民更安寧，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勝

利召開（新華社，2021. 12.16）。另中共中央 11 月 18 日印發「關於黨的『二十大』

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38個選舉單位選出2300名代表，差額選舉比例高於15%；

中央軍委 12 月 29 日發佈「關於軍隊出席黨的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由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 25 單位選出代表（新華社，2021.11.18、12.29）。 

(三)「兩會」3 月召開，「全國人大」審議地方人大和各級政府組織法

草案；省級「兩會」1 月中下旬舉行 

    中共「全國政協」14 次主席會議建議 3 月 4 日召開政協第 13 屆全國委員會

第 5 次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32 次會議通過，13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將

於 2022 年 3 月 5 日召開，議程為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修正草案）」、「第 13 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關於第 14

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14 屆

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代表辦法（草案）」、「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14 屆全國人大代

表大會代表的辦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兩高工作報告，審查 2021 年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與 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的報告、

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2021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2022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 

    省級「兩會」於 1 月中下旬密集召開，目前已有 29 省份召開（4 日西藏，6 日

河南、北京，17 日安徽、湖南、河北、重慶、浙江、甘肅、廣西、江西，18 日四川，19 日陝西、

貴州，20 日雲南、上海、山西、廣東、湖北、江蘇、寧夏、遼寧，21 日海南、青海、內蒙古，

22 日福建，23 日新疆、黑龍江、山東），餘預計 2 月 1 日前舉行完畢（天津、吉林未定）。 

(四)展開省級換屆，續行人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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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4 省完成黨委換屆（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蘇、廣西、西藏、

湖南、雲南、內蒙古、福建、河北及遼寧），餘 17 省（區市）將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

省部級人事調整，馬興瑞（原廣東省長）出任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另有任用。王

偉中出任廣東省代省長（人民網，2021.12.28），胡衡華（原陝西省委副書記）出任重慶

代市長（人民網，2021.12.30）。 

    多名省級人大、政協黨組書記更替，黃楚平（原湖北省政協主席）任廣東省人大

常委會黨組書記（廣東省人大，2021.12.30）；孫偉（原甘肅省委副書記）任湖北省政協黨

組書記，唐良智（原重慶市長）任安徽省政協黨組書記（人民政協網，2021.12.29、30），

田向利（原四川統戰部長）出任四川省政協黨組書記（四川日報，2022.1.1），徐新榮（原

陝西統戰部長）出任陝西省政協黨組書記（新京報，2022.1.6），黃莉新（原江蘇省政協黨

組書記）出任浙江省政協黨組書記，張義珍（江蘇省委副書記）任江蘇省政協黨組書

記（人民網，2022.1.11）。另劉建超晉升中央外事辦常務副主任（正部級），傳為外長

接班人選（星島日報，2022.1.13）。 

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與政法工作；綜合提升國家安全；建

設開放市場 

(一)習要求勇於自我革命，加強對「一把手」監督 

    習近平 1月 18日於中紀委六次全會開幕式發表談話，強調要強化政治監督，

保持反腐敗政治定力，完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突出加強「關鍵少數」

特別是「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新華社，2022.1.18）；增強依規治黨的自覺性

和堅定性，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確保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

程始終為堅強核心（黨內法規工作會議指示，新華社，2021.12.20）。「求是」刊文強調「第

三次歷史決議」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對腐敗問題要堅決查處（求是，2021.12.30）。 

    習近平 12 月 6 日主持政治局會議，強調勇於自我革命，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戰略方針，堅定不移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加強紀檢監察機關

法治化建設；另審議「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此外，就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行第 35 次集體學習，堅持法治體系建設正確方向，

加強重要領域立法（國安、科技創新、公衛、生物安全、生態文明、防範風險等），推動法

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新華社，2021.12.6、7）。 

    2021 年 25 名中管幹部受查，其中省部級 19 人，含 2 位正部級官員（「全國政

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傅政華、貴州省政協主席王富玉，解放日報，2021.12.31），為近

3 年中管幹部落馬人數最多（2018 至 2020 年分別為 23、20、18 人，法治日報，20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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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央視 1 月 15 至 19 日播放「零容忍」專題片，前司法部長傅政華、前公安部副

部長孫力軍、上海市副市長龔道安、重慶市副市長鄧恢林、前江蘇政法委書記王

立科、前山東省公安廳長劉新雲，以及前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前貴州省政協黨

組書記王富玉等現身懺悔（主題為「不負 14 億」、「打虎拍蠅」、「懲前毖後」、「系統施治」、

「永遠在路上」，16 個反腐個案）。首部「中紀委工作條例」印發，強調自覺加強黨的

領導，明確紀檢工作規律的組織制度和運作方式（新華社，2022.1.4）。 

(二)習指示提升政法工作化解風險能力 

    習近平對政法工作指示，強調要提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能力，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重大責任，支持政法單位為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國、法治中國提供有力保障（新華社，2022.1.15）。中央政法工作會議 1 月 15 至 16

日召開，強調鞏固深化五項成果（政治建設、正風肅紀反腐、素能培訓、正向激勵、制度

建設），從源頭預防和遏制違紀違法問題，堅決肅清周永康、孫力軍等流毒影響（中

新網，2022.1.16）。 

    郭聲琨 1 月 16 日於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總結會強調，以「習思想」為指

導，總結鞏固深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成果，推動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常態化制度化；

全面肅清流毒影響，堅定不移推進政法隊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新華社，

2022.1.17）。 

(三)強調政治安全，綜合提升國安 

    習近平 11 月 18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政治安全居首，在各領域綜合

提升國家安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加強典型示範，提升軍隊

榮譽和忠誠，審議「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 年）」、「軍隊功勳榮譽表彰條例」

及「國家科技諮詢委員會 2021 年諮詢報告」（新華社，2021.11.18）。 

(四)促建設公平競爭市場，培養一流人才 

    習近平 12 月 17 日中央深改委第 23 次會議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

要建設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統一大市場；突出培養一流人才；塑造科技向善的

文化理念。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關於進一步

提高政府監督效能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

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關於推動個

人養老金發展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21.12.17）。 

三、發表首部民主白皮書，宣傳「全過程人民民主」 

(一)習強調自主選擇人權發展道路；發表首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



5 

 

宣傳「全過程人民民主」 

    習近平強調堅持國際關係民主化，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發言權；中共

為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政黨，各國人民應能自主選擇適合的人權發展道路（從都國

際論壇視訊致詞、南南人權論壇賀信，新華社，2021.12.5、8）；國新辦 12 月 4 日發表「中

國的民主」白皮書，稱中國發展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使政治和社會生活各

環節、各方面體現人民意願、聽到人民聲音（新華社，2021.12.4）；黨史和文獻研究

院 12 月初出版「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勿以一標

尺衡量世界政治文明 

    栗戰書於第 27 次地方立法工作座談會強調，落實黨對立法工作領導，發揚

「全過程人民民主」，凝聚立法共識；維護法治統一，牢固憲法意識，提高合憲

性工作審查品質（新華社，2021.12.2）。汪洋主持「全國政協」主席會議，強調貫徹

「全過程人民民主」，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出席全國統

戰部長會議，強調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善於運用民主、討論的方法團結引

領，把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貫穿統戰工作全過程；王岐山稱實現民主自由是全人類

共同使命，不能以一把標尺衡量世界政治文明，願同各方探索人類民主事業發展

進步的新途徑（新華社，2022.1.10、14、17）。 

四、中共高層地方調研 

(一)習近平、韓正視察冬奧會籌備工作 

   習近平 2022 年 1 月 4 日赴北京考察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強調

堅持綠色辦奧理念；疫控工作是最大考驗，嚴格落實雙閉環管理，盡力防止疫情

發生；建設體育強國，必須實現高水平體育科技自立自強（新華社，2022.1.5）。韓

正 12 月 14 日在京調研強調優化賽事全過程閉環管理流程，嚴格執行各項疫控措

施；加強新聞和文化推廣，持續提升北京冬奧會影響力（新華社，2021.12.15）。 

(二)李克強上海考察電力保供措施，推進就業創新 

    李克強 11 月 22 至 23 日赴上海考察，強調即將生效的 RCEP 將形成全球最

大貿易區，用好更大程度貿易投資自由化；採取措施保障民生和企業正常生產用

電，解決地方電力缺口問題，防止出現新的「限電停產」現象；續推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激發更大創業創造力，頂住下行壓力（新華社，2021.11.23）。 

(三)胡春華督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春節農產保供  

   胡春華 11 月 26 至 28 日在陝西督導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鞏固拓展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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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堅成果工作，要落實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紮實做好異地搬遷後續扶持（新

華社，2021.11.28）；1 月 6 至 9 日在廣西督導脫貧攻堅成果，強調加大鄉村振興重

點幫扶縣傾斜支持力度，促進脫貧群眾持續增收；16 至 17 日山東督導春節蔬菜

穩產保供工作，強調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確保市場穩供（新華社，2022.1.9、17）。 

五、本土疫情延燒，多地籲在地過年 

(一)疫情升溫，擴及浙、陝、豫、津等地 

    浙江省 12 月 5 至 28 日，累計通報 490 例本土確診病例，31 日宣布實現動

態清零，解除封閉措施（新華社，2021.12.31）。陝西 12 月 9 日起疫情升溫，累計本

土確診逾 2000 例，西安 12 月 23 日起實行封閉式管理，27 日升級管控措施；1

月 5 日宣布疫情「社會面基本實現清零」，封閉式管理有望逐步解除，18 日無新

增本土確診病例。西安雁塔區委書記、副書記因防控不力遭免職，26 名基層黨組

人員和單位被問責。另網傳封城民生物資短缺、孕婦被拒入院導致流產案例，孫

春蘭要求不得拒絕就醫，市衛健委主任劉順智向流產孕婦道歉、醫院多人免職停

職（新華社，2022.1.6）；西安健康碼頻故障，大數據資源管理局長劉軍遭停職（人民

網，2022.1.5）。 

    河南疫情 1 月 1 至 19 日累計本土確診病例 976 例，禹州 1 月 3 日封城，安

陽 9 日證實 2 例本土確診屬 Omicron 變異株，10 日宣布暫停人員流動；多人防

疫不力被問責（安陽 61 家單位、11 位責任人，許昌 13 人、禹州 11 人）。天津 1 月 8 至 19

日累計 440 例本土確診，嚴控入京交通。北京、上海、廣東零星確診案例。 

(二)孫春蘭、劉鶴考察地方及春節防控 

    孫春蘭 12 月 17 至 19 日於浙江調研疫控工作，推進無疫小區建設，要求各

地成立「兩節」防疫專班；19 至 20 日在陝西要求盡快控制疫情波及範圍，切實

扭轉當前局面；29 日二度赴陝西調研，瞭解疫情嚴重的雁塔區疫控工作（新華社，

2021.12.30）；1 月 8 日赴河南調研，強調疫情面臨雙重挑戰，防控工作不能掉以輕

心，籲採取更針對性防疫措施（新華社，2022.1.11）；12 至 17 日在天津調嚴防控工

作，稱各地因應春節鄰近，疫控工作專班要加強應急值守，一旦發現疫情迅速反

應、及時撲滅（新華網，2022.1.17）。另劉鶴 1 月 15 日在京檢查春運工作，強調做

好春運疫情防控、加強安全生產和應急管理，確保北京冬奧會如期舉辦。 

(三)防止春節疫控「一刀切」；多地倡就地過年 

    2022 年春運 1 月 17 至 2 月 25 日止，預計逾 14.8 億人移動，發改委等 14 部

門要求落實疫控，保障人員安全有序流動，防止「一刀切」和「層層加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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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力做好 2022 年春運工作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22.1.7）。北京、天津、河南、遼寧、

上海等籲非必要不離開或就地過年（新浪網，2022.1.11）。多地補貼或發消費券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