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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貫徹習近平意志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形 

沈明室 

國家國家安全所研究員兼所長 

一、前言 

全世界注目的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人事變化終於揭

曉，依照排名順序分別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

蔡奇、丁薛祥，以及李希。果然是如外國媒體所預測的，本

屆人事是最大程度的更換，而且已經推翻了過去的規則。如

果依照上一屆排名及職務變化，將會由習近平擔任總書記、

國家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李強擔任國務院總理、趙樂際擔

任人大委員長、王滬寧擔任政協主席、蔡奇擔任中央書記處

常務書記兼管宣傳、丁薛祥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希擔

任政法書記。 

從二十大閉幕時，胡錦濤被隨從人員強硬請走，無法參

加投票，就已經預示二十大的勝利召開，其實是專屬於習近

平個人集權勝利的會議，未來五年到十年的戰略與政策，將

會遵循習近平個人意志，外在牽制力量已經大幅降低。 

二、整體人事安排特色 

1.團派全軍覆沒 

原先外界預測，團派(胡錦濤為首的共青團派系)的李克

強可能循李鵬模式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但是在李克

強未列入中央委員名單之後，證明已經不可能擔任人大委員

長職務。至於是否擔任象徵性的國家副主席，看起來可能性

已經降低。另一位團派的胡春華雖然在二十大開會時極力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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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仍無法改變習近平的意志，胡春華連

政治局委員都無法進入，連副總理位置都會讓出。如果團派

在中央的勢力都被削減之後，省部級共青團領導要跨入黨內

領導的未來發展潛力也降低。 

2.批評爭議越大升遷越快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就是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李強，此

次直接擔任黨內二號人物，將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職務。但因

為上海在疫情期間的封城作為引起很多的不滿與爭議，李強

成為眾矢之的。習近平仍執意拔擢，除了對李強的信任之外，

也是對他承受反對派攻擊，有效防止波及中央習近平，因而

護主有功的肯定與平反。另外，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驅趕低

端人口或雄安新區開發區的成效不彰，原本不被外界看好，

卻被拔擢高昇。可見蔡奇及李強分別曾擔任習近平在福建與

浙江任職的秘書長，因為貫徹習近平的意志與命令，得到習

近平的賞識，即使受到批評，習近平仍不顧外界疑慮，執意

重用與提拔。 

3.王滬寧對習近平實質影響力不可小覷 

在此次人事替換中，67（含）歲以上留任者，僅王滬寧

留任，這也表示王滬寧之前中共內部不論是在《新華社》及

《人民日報》新聞報導方向有歧異，有人認為是王滬寧主導

的高級黑(表面肯定實際抹黑)的運作，看起來是臆測之語。這

也顯示王滬寧曾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的重用，號稱

「三代國師」，此次執筆習近平二十大的政治報告的王滬寧，

在習近平未來執政上，雖然擔任政協主席，仍扮演重要角色。



3 
 

尤其在未來大戰略及重要政策走向，應該會受王滬寧的影

響。 

4.習近平在常委會決策更專斷 

過去政治局常委的生態大致可以區分為江派、團派及習

派，為了集體領導及派系和諧，基本上成員會兼顧五湖四海

的原則，納入不同派系的人馬。在二十大剛開會時，習近平

邀請胡錦濤、宋平、李瑞環、溫家寶等元老參與，看起來有

融合各派，維持和諧的企圖。但是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政

治局常委會幾乎全為習派人馬，甚至為習近平延續第四任，

做好人事安排及準備。如此，習近平的未來決策討論幾無反

對聲音，使其對重大議題更加專斷。 

三、未來影響 

1.習近平對美台政策不會退讓 

習近平屬於文革世代，曾經歷許多批鬥，而在掌權過程

中，不斷受到江派及團派的掣肘與打壓，經過漫長的整治貪

腐，習近平終於能夠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治局常委會，貫徹自

己的意志，達成自己的目標。基於此，他不會以五年任期為

滿足，在未來十年，他必然會貫徹達成自己的理想與戰略意

圖。特別在美中對峙期間，不會畏懼美國的介入或是國際的

制裁與孤立。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中所提的反獨與反外

力干涉，主要針對台海等領土主權問題，證明不管美國採取

何種政策制裁中共，習近平只會短暫妥協，但是在根本利益

上絕不會退讓。 

2.中共內部政治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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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二十大獨攬大權的做法，讓江派及團派勢力大

幅被削弱，在無有力人士撐腰下，未來恐難再起。不排除這

些失去權力者因為內心充滿怨恨，伺機報復或掣肘，利用重

大事件挑戰習近平的正當性。尤其二十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者，主管職務非其主要專長，恐難勝任。例如，李強並無副

總理的歷練，丁薛祥任常務副總理經驗有所不足。李希任政

法書記如何貫徹後續反貪工作等，趙樂際如何主掌全國人大

等，不同派系者也都會靜觀他們是否出錯，藉機出手。但這

種現象正應了中共的順口溜：「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3.台海情勢的常與變 

國台辦主任劉結一並未進入中央委員會，意味著中共國

台辦權力結構將會改變，更可能證明習近平認為過去對台政

策已經失敗，失去耐性，必須重啟爐灶。習近平主張對台強

硬策略，並不在乎兩岸關係的變壞，或是美日可能介入，從

八月圍台軍演，發射飛彈進入日本經濟海域就可看出。習近

平政治報告提及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強調反外力干涉及鬥

爭，可以預期習近平在權力集中之後，必然致力於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達成，更加重視台灣及其他領土主權問題的解

決。和平統一台灣的統戰方式仍會延續，「一國兩制」從底線

變成對話條件，會升高對台的軍事壓迫，和戰兩手交互運用。 

四、結語 

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吹噓中共國家發展三步走策

略，第一步消滅貧窮的目標已經完成，緊接著要邁向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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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程。新征程可以區分建軍百年成果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小

康兩個重要目標。建軍百年將於 2027年完成，中共必須在軍

備發展、部隊規模與訓練要有突出的成果。未來在中共砸錢

辦大事的要求上，軍備硬體上必然會有重要成果，第三艘及

第四艘航母將陸續服役，核彈頭數量也會增加。然而在習近

平的「共同富裕」與「社會清零」政策下，加上新政治局常

委無經濟專才，只會貫徹習近平意志情況下，中共能否改變

經濟頹勢，尚無定論。在美國持續科技制裁打壓下，中共能

否順利過渡，或者將加速走向前蘇聯二十大以後的衰敗路

線，都將牽動全球情勢的重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