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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中共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於 10月 22日結束，本次會議最重要之議題自然是習

近平如何穩定獲得第三個任期的連任。（圖片來源：<http://www.mod.gov.cn/bi

g5/leaders/2022-10/15/content_4923517.htm>） 

 

從中共二十大報告看中國經濟前景與發展趨勢 

張弘遠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中共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於 10月 22日結束，本次會議最重要

之議題自然是習近平如何穩定獲得第三個任期的連任，另外一個值得

關注的焦點則是中共慶祝建黨百年的成就之後，如何分析當前所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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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並對中國未來發展提出全新的治國論述。吾人以為，習近平

在二十大政治報告中重複傳遞兩個政治訊號：一是強調各級黨員應該

要正確掌握「政治方向」；另一則是以「中國式現代化」來作為統籌

發展的總體綱領。 

中國的當前挑戰：政治安全與國家安全的交錯與惡性循環 

所謂的「政治方向」主要有對外與對內的兩層意義，對外是針對

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如中美矛盾）該如何與對手進行鬥爭，以及為

什麼一定能獲得勝利的理論認識；對內則是再次強調鞏固「兩個確立」

（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與加強「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

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和集中

統一領導）的重要意義。 

至於「中國式現代化」則是中共對於未來的施政藍圖，在二十大

的報告中，對於此一概念的描述是：「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

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

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

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

化。」習近平將「現代化」與中國特色進行概念連結，用意是欲強調

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將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將中

共存在的意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任務加以綑綁。 

習近平的執政初期，中共黨內面臨到黨風不正、黨紀不彰的現

象，整體國家則是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與經濟發展遲緩等問題。習近平

解決之道是透過反腐整風及意識形態控制來掌握權威，並以此壓制市

場社會與經濟利益團體，其後再透過防疫清零、數位監控等作為強化

對社會的控制；再者是巧妙地利用中美對抗的危機感，來強化自己對

於黨政軍經的集權程度。如此一來，習近平成功地鞏固自己作為黨核

心的地位，未來也將持續以國家安全、民族復興等施政主張來取代過

往之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目標。 

此外，本次報告中習近平對於國家安全問題的看法也值得關注，

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中，習近平認為當時中國大陸所面臨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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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這個矛盾屬於內部矛盾，可以透過強化國家與社會的良性治理

來化解。然而在二十大的報告中，我們則發現如「鬥爭」與「安全」

等詞彙成為重要用語，換言之，在「集中統一領導」之後的中共「新

政」，已然將政策主軸由「改革」與「市場」轉換成為「安全」與「鬥

爭」。何以如此？這則與近期美中之間所出現的大國對抗有關，鑑於

習近平的外交指導讓美中關係從接觸轉換到對抗，這也導致二十大之

後，中共對外路線的鬥爭性將更為明顯。 

二十大後：著重財富的重分配以確保黨國體制穩定 

二十大後的習近平「新政」是一種發展典範的轉移，過去鄧小平

改革是為了修補毛澤東主政與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強調「民主

集中制」、「不搞個人崇拜」與「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二十大之

後，習近平將自身權力位階置於全黨核心，強調「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思想成為全黨思想，習近平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與見解也

就成為全黨的理論指導。 

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出現效能衰退的現象，去全球化或地緣政經衝

突的事件不斷發生，而通膨與疫情又強化貧富差距與經濟壓力，這也

導致各界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批判。過往文明的發展經驗指

出，當資本主義衰退之際，便是共產主義擴張之時，若從這個角度來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則此一概念不僅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理論指導，同

時也將會是習近平時期共產主義全球化的參照。 

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內涵？對此則要回到中國經濟的

改革開放。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共在經濟成長領域是採取了市

場社會主義的模式，結合發展型國家的典範，以政策介入來協助產業

發展，並以外向經濟來推動製造業部門的升級，再透過以市場換技術

的方式使外商願意將技術帶入中國，最終這個策略讓中國成為「世界

工廠」。 

推動現代化的同時，也需要面對經濟成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對

此，中共當局主要是運用組織與科技作為控制工具，以壓制市場社會

或消音社會異議的方式來維持穩定，並在非關鍵部門或社會議題採取

彈性作為以抒解民怨，恩威並施來確保黨國體制的穩定性。當中國經

濟成長已經達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要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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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中共則進一步發動「全民脫貧」運動，並提出「三次分配」與

「共同富裕」的主張，以此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任務，並著手將中

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從快速成長到公平分配，從市場經濟到共同富裕，這些轉變都可

以在習近平二十大的政策報告的相關論述中看到，例如在報告中指

出：要「規範財富累積制度」，以及「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等等的觀點，而這些論點則與財政體系與分配制

度的改革有著直接關係，的確，我們也可以在二十大的報告中看到中

共強調：「要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 

綜合上述，二十大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將會放在財政體系、

分配制度的改革，過往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的投資狂熱或野蠻投機將受

到抑制。如此一來，推動過去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誘因機制將逐漸退

場，新的發展動力則是來自於財富公平分配與社會保障提高的制度建

構，而習近平在二十大所勾勒的執政規劃，則是企圖讓中共作為主要

政治力量來監督並落實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藍圖： 

政治安全為核心、計畫/指令經濟為主軸、公有制為主體 

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集中統一領導黨政體系的地位已獲確立，而

從現有的政治局委員的人事任命來看，全部人員幾乎都與習近平有著

直接從屬或緊密連帶，當習在黨內的權力已經沒有可能遭遇挑戰，而

整個黨中央則以擁護其所決定之政治方向作為工作重點，那麼習近平

規劃的「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在落實於經濟領域時則可能會遇到什麼

問題？ 

就目前來看，習近平認為中國與中共正面臨到國家安全與發展理

念的雙重威脅，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國需要勇於鬥爭；面對共產

主義理念的挑戰，中共則需要積極捍衛，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經濟

發展的前提會改變為經濟安全，且為了降低社會矛盾則需要推動社會

保障，而這種因應安全所進行的經濟規劃，則將會出現「戰時經濟」

的特色，並再次突顯出計畫規範、指令控制的傳統共產主義經濟治理

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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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有制、國營企業則成為經濟主體，一方面需持續推動國

家經濟成長；另外一方面則需落實共同富裕的中共政策目標。如此一

來，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等其他所有制企業則被設定成為輔助經濟發

展的角色，被排除在具壟斷特性或資本集中特性的行業發展之外。 

再者，強調所得分配與規範財富累積的政策指導，也將凸顯共產

主義體制的平均主義特色，而習近平的新政規劃無疑宣布過往中國市

場化改革路線的終止，而習近平所強調的實體經濟與充分就業等政策

導向，將會偏好將要素、資源集中在製造業部門，讓中國產業結構朝

向工業化方向持續發展，此舉也會讓原本發展良好的服務業與商業環

境受到限制與影響。 

最後，雖然二十大報告與黨章修正案等文件中皆強調中國將持續

推動市場開放，但鑑於中美貿易糾紛仍然持續，類似《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與《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經貿整合體系

對中國所產生的經濟圍堵效應正在發酵，且中國式現代化與習近平偏

好的產業模式皆依賴政府對於市場的政策干預，這將導致中國經貿架

構在對接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相關規範上的困難，提高中國融入全球

體系或區域經貿體系的成本，故而也將強化習近平推動以中國為中心

的經貿整合架構之決心。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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