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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新時代的

發展願景與政治走向 
 

●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教授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在北京召開。《中國

共產黨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這次大會產生

了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習近平開始了他作為總書記的第二個任期。習近平在這次大會之

後會有怎樣的發展願景與政治走向是外界矚目的焦點。 

習近平究竟會不會推動政治改革？ 

  在政治面，習近平不斷強調個人權威，建立了許多小組，自2013年起，習近平在身

兼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同時，還兼任著六個領導小組的組長和中央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其中有四個都是新設立的。而其他政治局常委，都在他擔任組長

的小組中，成為副手或成員，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也在小組中確立。1這些被認為是習近平

學習毛澤東的重要標誌。因為早在1958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

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這被視為「小組」首次出現在最高決策層。 

  就黨政一體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決策由政治局作出和由「小組」作出其實差距不

大，因為決策者幾乎都是同一批人馬。何以習近平要如此疊床架屋大張旗鼓？筆者認為

原因首先在於藉由成立小組來凸顯、強調這是當前政策的焦點。其次是讓決策過程更不

透明，以保留決策的彈性。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週年大會提出

「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接著在2013年3月當選國家主席後再宣誓「將忠實履行憲

法賦予的職責」。2015年3月24日，習近平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習近平曾說，「司

法體制改革成效如何，說一千道一萬，要由人民來評判。」「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當局還提出，「除涉及外交、國防等特殊領域外，政法委今後將

不會介入個案。」2015年10月20日的四中全會上，習近平正式提出「依法治國」。2015

年6月24日，部分公務員就職將向憲法宣誓。 

  對中共政權來說，黨的意志向來高於黨章，黨章向來高於憲法。在民主國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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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扮演的角色在中國經常是由黨公布、下發的政策、通知和規定來扮演，極少有人提到

這些政策、通知和規定是否違反「憲法」，一般人民和法院也沒有提出釋憲或對法律進

行違憲審查的權利。中共自己也承認，司法這塊仍是發展較為滯後的部分。如果習近平

能夠採取一些措施強化「憲法」的權威，就算是已經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改革。 

  和對「憲法」的重視相對呼應的是新任政治局常委，也被稱為三朝智囊的王滬寧的

「諾言論」談話。2016年5月12日，《鳳凰網》刊登「王滬寧日記五則」，指出「在政府

形象方面，政府的信譽就是要實踐政府對所治理的民眾的總體諾言。…能否在日常的管

理和政府活動中實現政府的諾言，是政府有沒有信譽的最基本的因素。」所謂「總體諾

言」，其實就是現代國家憲政民主的起源。因為憲法就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中國

向來以黨的權威和由上而下的治理為統治架構，對於人民的宣示向來是要求幹部的執政

素質，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而非強調政治是人民當家作主，政府是人民

代表，法律和政策是人民與政府的契約。基本上仍是封建時期君主要求官員「當好官」

的牧民思維。 

  但是，習近平仍有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體制下，想要實

施真正的憲政民主是不可能的。只要實施憲政民主，就有可能出現政權易手的情況，俄

羅斯的普京不能作為範例，因為普京不會長生不死。中國一旦政權易手，中國共產黨歷

來的統治，包括大量歷史真相勢必會被檢討，即使只檢討十分之一，就足以掀起驚天動

地的風暴，就算共產黨還是執政黨，只要出現選舉制度，「爭取被黨提名」就足以形成

嚴厲的內鬥。這點習近平絕不會以中國共產黨的存亡為賭注。 

  況且，目前中共自認為幹群關係雖然因為政治與社會的缺陷，包括貧富差距、發展

不均等而相當嚴峻，但遠沒有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力度。中國也不像蘇聯當年那樣，面

臨和美國針鋒相對的鬥爭。唯一可能引起糾紛的是朝鮮半島，這是中國未來幾年外交和

軍事的重點。 

影響習近平內政外交的最重要因素—軍事改革與朝鮮半島問題 

  內政方面，中國將賡續進行軍事改革。從習近平上台之後，黨政部門和地方建制變

化不大，主要變革在於軍隊。七大軍區已經改編為五大戰區，2018年起更將武警部隊完

全收回由中央軍委一元化領導，使其變成純軍事化部隊。 

  外界原本以為習近平的軍改在七大軍區改為戰區，以及重組中央軍委組織架構以後

已經結束。但武警的改編，證明了習近平仍然將軍事改革視為重中之重。這可能有以下

幾點原因：首先是政權的穩定依然存有疑慮，所以必須緊抓槍桿子，因為人民解放軍向

來號稱「鋼鐵長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且武警部隊不具備對外作戰的能力，改

組武警部隊和任何對外領土爭端或防獨促統都無關，可說完全是為了鞏固政權。其次，

是軍地關係的調整。過去武警部隊以行政區為建制劃分依據，省設總隊（軍級）、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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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隊，因此和地方關係非常密切，也屢有捲入政爭的傳聞。未來值得關注的是武警專業

部隊（黃金、水電、森林和邊防）的歸屬。 

  在其他部隊上，解放軍仍將因應朝鮮半島變局視為重點，因此專設「北部戰區」，

十九大之後，北部戰區陸海空三軍司令員均獲得提拔，備受青睞。據了解，首先戰區司

令員宋普選調任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接著戰區陸軍司令員李橋銘接任戰區司令員，近

日再宣布戰區陸軍領導鄭家概調任武警部隊參謀長。從過去中共中央發布的職務調動可

以看出，北部戰區至少五位將軍有職務調整，而且陸海空三軍司令員均獲提拔。 

  解放軍過去國防重點放在中國東北，主要是應付蘇聯的軍事威脅；蘇聯解體之後，

朝鮮半島因為北韓核武問題而長年出現緊張狀況，甚至有美國軍事介入而發生戰爭的可

能，就目前情勢，這是中國最可能對外動用軍事力量的部分，因為中朝之間有軍事同盟

關係，若朝鮮遭武力攻擊，中國以條約義務來說不能置身事外，北部戰區司令部設在瀋

陽，正是為了必要時作為中國再次軍事介入朝鮮半島的前線指揮部。 

  朝鮮半島問題是習近平外交的最重心，因為同時牽動中國的亞洲外交和對美外交。

全世界也只有在這個區域，中國能對美國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南海問題美國沒有安全義

務和介入歷史，也沒有金正恩這樣的「麻煩製造者」）。 

  目前看來，習近平採取「重兩韓、和美日」的政策。對國際社會加諸於北韓的制

裁，中國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明目張膽地包庇北韓。但是基於中國在這一區域

的既有實力和重要性，美國和國際社會也無可奈何。中國對北韓的包庇，足以讓北韓有

餘力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餘得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經濟運作。中國的有限度支持，讓

北韓經濟衰敗到無法脫離中國自立，但也不到徹底崩潰無從生存的地步。 

  中國持續支援北韓，才能確保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不支持北韓，北韓可能經濟崩

潰而出現難民問題，或是鋌而走險以更多的戰爭邊緣手段威脅南韓，到頭來中國還是得

面臨更複雜的壓力。中國更不能讓朝鮮半島發生第二次韓戰，因為現在已非1950年，中

國已經是對外高度依存的經濟體，支援北韓對抗美國和南韓完全不符合中國各方面的利

益，還要付出戰爭費和傷亡的代價。不支持北韓則二次韓戰的結果必然是北方遭南方統

一，以南韓轉型正義的往例，只要啟封、清算部分北韓的歷史文件，回顧過去北京支持

平壤政權的歷史，新韓國不可能和中國維持多好的關係，一如現在的東歐國家與俄羅

斯，或是統一後的越南與中國。對習近平來說，支援北韓的基本政策不會改變。 

  為了防止衝突，中國也刻意拉攏南韓。2015年閱兵，習近平刻意交好當時的南韓總

統朴槿惠，給足了南韓面子，之後左派文在寅上台，堅決表示在沒有得到首爾的同意之

前，美國不能對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這等於是實際上庇護了北韓。對習近平而言，

有文在寅在位，使他可以不必面臨「一旦美國攻北韓，就必須選邊站」的難局，因此在

2017年12月他歡迎文在寅訪問北京，之後中國不再對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TH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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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不滿。對於文在寅對北韓的援助，可以想見中國必然是站在支持的態度，因為可以

分擔美國指責中國包庇北韓的壓力。 

  在這種多手策略之下，金正恩有把握他的導彈與核武發展不致招來美國的大規模軍

事攻擊，經濟也還能在中、韓的暗助下維持，又能保持區域內重要行為者的地位，所以

他的發展不會停止。而習近平也因此可以持續保持對美國的影響力，因為換到其他國際

事務，除非經過聯合國安理會，中國的影響力目前仍有限。 

  為了「和美日」，習近平在2017年高調歡迎美國總統川普來訪。又在2017年7月和11

月兩次與日本首相安倍會談，其中11月11日的會談長達四十五分鐘，《人民日報》11月

12日中刊登了習近平和安倍晉三在中日兩國國旗前握手的照片，以往中共媒體報導中日

領袖會談的報導都不刊登國旗，或者不使用握手的照片，以顯示和其他國家的首腦會談

存在差別。日方也感受中國的善意，2017年9月28日晚，安倍首相特意出席了中國駐日本

大使程永華舉辦的中國國慶招待會，以往這類活動只由外務大臣出席。9月29日，安倍以

「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的名義，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互致了賀電。鑑

於兩國首腦上次因該原因互致賀電還是在2007年時。 

結語 

  在對外關係大致無虞的情況下，習近平不存在遭受內部挑戰的急迫壓力，以此可從

容推動軍隊組織，為他的權力保駕護航。在權力穩固的情況下，創造一些具有亮點、具

政治改革意味的措施，不僅強化名望與支持，更重要的是使自己成為新遊戲規則的制定

者與裁決者，應當是習近平往後的可能政治方向。 

【註釋】 

1. 郭子健，〈獨家解碼：中國政治為何離不開「小組長」？〉，《端傳媒》，2016 年 3

月 10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10-opinion-politics-in-china-why-group-

leader-important-guozij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