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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孫政才案之影響及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中民主稿 

 

 2017年 7月中共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遭免職務、9

月遭「雙開」，10月「十九大」中紀委工作報告確認其被列為野

心家與陰謀家。 

 孫政才案涉及清除薄熙來、王立軍的思想餘毒不利，結黨營私的

野心及陰謀可能。孫案打亂接班秩序，最大影響則是凸顯習權力

定於一尊，「十九大」成為其個人主導的政治格局。 

 

（一） 孫政才遭免職，被列為「野心家與陰謀家」 

2017年 7月 24日中國大陸官場上出現一個驚人的消息，原重慶

市委書記孫政才（以下簡稱「孫」）因「涉嫌嚴重違紀」而被中紀委立案

審查（孫於 7 月 15 日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的工作）。兩個月後的 9月 29日，孫遭

到雙開處分（開除黨籍及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

處理。「十九大」會議期間，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分組討論會中，公

開指責孫與其他五人（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在黨內位高

權重，既巨貪又垢腐，又陰謀篡黨奪權」。而十八屆中紀委工作報告

中，稱此 6人為野心家與陰謀家。 

為何是由劉士余這位負責金融業務的高官主動發出此一訊息，其

背後的安排吾人不得而知，惟按中國大陸官員的發言邏輯，此番言論

定非劉士余的個人想法或口誤，而是欲明確傳達重要訊息。再者，徐

才厚已去世，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郭伯雄等四人皆已定罪服刑，

顯見此番言論主要還是藉由談論這些人的罪刑，進而順勢帶出尚未定

罪的孫之問題何在，並間接承認中共內部有密謀造反集團的存在（此

前官方從來未曾使用「陰謀篡黨奪權」等字眼形容前 5 名落馬高官）。準此，可能的情

況為孫在 2012年 11月接任重慶市委書記後，不但按官方所說「肅清

薄王餘毒不力」，恐怕仍在結黨營私，甚至有更為激烈的舉措。新任

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公開表示開除孫政才的決定完全正確、非常明智，

也非常及時，並承諾全面消除孫政才的不良影響，肅清「薄王」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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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而來的是重慶市的「十九大」代表中有 13 人被取消資格，原市

組織部長被調查，原副市長被撤職降級，顯見重慶官場上確實有一批

官員仍與中央路線不同，繼續支持薄熙來，甚至是周永康等人的陰謀

活動。 

相較於其他同被調查起訴的高官中，孫在被中央調查之前，其仕

途仍被看好，甚至始終是常委熱門人選，也沒有太多的訊息顯示其涉

及貪腐（中紀委於 2017 年 2 月曾批評重慶領導層在薄熙來、王立軍落馬 5 年後仍未徹底清除

兩人的思想餘毒，但未點名批評孫）。而在調查過程中，官方報導的用語口氣

逐漸加重，從原先在通報中仍稱其為「同志」，僅在中紀委網站發出

簡短聲明，提到孫涉嫌嚴重違紀將立案審查，一直到 9月底新華社正

式公告孫被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指其「毫無政治理念、喪失政

治立場，嚴重踐踏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講排場、搞特權；選人用人

唯親唯利，洩露組織秘密；利用職權和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或

夥同特定關係人收受巨額財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巨額利益，收受

貴重禮品；官僚主義嚴重，庸懶無為；腐化墮落，搞權色交易」，措

辭非常強硬。令人疑惑的是，數小時後，新華社又再次發稿，語氣較

為緩和，將原先的「毫無理想信念」與「嚴重踐踏」，改為「動搖理

想信念」及「嚴重違反」。然而，在 10月底的中紀委報告中，最終還

是稱其為「野心家與陰謀家」，並與其他 5名已定罪之高官並列。 

（二） 中國大陸各地支持對孫政才的處分 

同時間值得觀察的現象是，此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地方官員紛

紛公開支持中央的此項決定，向習近平表態效忠，但卻仍有近一半的

省市區沒有反應，尤其是廣東省在 4天後才召開省委常委會傳達中央

的決定，更是引人遐想。從各省市的反應或可看出，當時的政治鬥爭

仍相當激烈，立即擁護中央者，部分是習近平的親信，理所當然地支

持；也有一些是原先立場不明者，以及迫於形勢必須更加效忠者。從

後見之明來看，習近平此舉確實收到震懾之效，並進一步鞏固權力，

地方諸侯林立的現象不再，讓「十九大」的布局安排更能順利進行。  

從孫的背景看來，其仕途上在北京與中央任職時，曾先後獲得江

澤民親信的賈慶林、劉淇、曾慶紅等人大力提拔，更在 2012年僅 49

歲時進入政治局成為接班的熱門候選人，因此在主政重慶後有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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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最終遭致嚴厲處分或許也不令人意外。尤有甚者，在薄熙來等多

名高官落馬與中央大力打擊貪腐之際，孫仍持續江的意志，集結地方

勢力，意圖反對中央，對習來說恐怕更是難以容忍，必須在「十九大」

前處理，並且對孫的罪名定性更甚薄熙來等落馬高官。除了能清除潛

在威脅外，也進而消弭派系鬥爭，在新一代最高領導的人事安排上更

有自主空間。 

（三） 習藉孫政才案改變接班秩序、鞏固權力 

此外，孫的落馬有其個人因素與派系連結，但連帶地亦打亂可能

的接班秩序。原來被看好在 2022年中共「二十大」可接班的兩位 60

後（出生於 1960 年代）政治明星，孫政才被雙開，另一位胡春華最終也未

能在「十九大」後晉升常委，或可說隔代接班制度已被廢除（然此規矩

是否成為制度亦存在討論空間，嚴格說來迄今為止僅胡錦濤一人為鄧小平隔代指定並成功接班之

人選；而習近平並非江澤民偏好之人選）。後續接班安排出現變數，當各界普遍

認為中共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之際，孫政才落馬與胡春華未入常

又打破吾人之想像，變數增加。一種可能是習在「二十大」續任，並

同時提拔接班人選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另一種可能則是習屆時循過往

慣例退休（慣例指「七上八下」，67 歲可繼續上位，滿 68 歲必須退休；王岐山年滿 69 歲並

於「十九大」會議上正式退休，因此此年齡限制並未被打破），新任最高領導人直接

由目前的政治局委員中產生。惟目前尚難判斷後續可能發展。 

 簡言之，孫政才案對於中國大陸高層政治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觀察

窗口，無論是派系鬥爭，權力分配，政治繼承乃至於政治規矩等，都

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值得吾人深入分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孫案的

最大影響則是習進一步將權力定於一尊，至少未來 5年內毫無疑問將

是習個人主導的政治格局，惟習也將承擔更大的責任與面臨更多的政

策風險，在派系鬥爭消弭之際，習全面執政後更大的挑戰才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