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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2024 年 3 月 4 日和 5 日，2,200 名全國政協委員和近 3,000 名全國人大代表分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參加了為期近一週的中共「兩會」年度會議。（圖片來源：https://www.gov.cn/zhuanti/

2024qglh/） 

 

 

評析 2024 年中國「兩會」的二新與一高 

 

洪敬富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24年 3月 4日和 5日，2,200名全國政協委員和近 3,000名全國

人大代表分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了為期近一週的中共「兩會」年

度會議。固然「兩會」被外界戲稱為「橡皮圖章」或「政治花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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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般的會議，為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人士、預算等背書，但這仍是

少數可以窺探中共來年在政經社會、軍事外交、兩岸關係等大政方針，

也是個難得對外簡述說明其重點方向的政治窗口，特別是當國務院總

理提出「政府工作報告」、召開閉幕記者會，以及捕捉會議場內外所

透露出的一些風向。 

二新與一高 

本屆「兩會」作為貫徹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20大」精神的開

局之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75週年、「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

的關鍵一年，在新總理李強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背景下，可說是在後

疫情時代習近平主導下，遭逢經濟下行和衰退，老齡化和低生育率下

的人口紅利不再、中等收入陷阱、外資撤離、通縮與消費不振、地方

債務高築等諸多困境，為免內外交迫致使規模性返貧帶來社會不穩

定，累及共黨政權安全，為尋求新出路以挽救共黨繼續執政，鞏固其

政權的正當性的關鍵時刻。當前正迫切以「二新」（新質生產力與新

質戰鬥力）的手段，企能達成「一高」（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申言之，新質生產力是要從過去中共的「舊經濟模式」，即除了

民間熱衷於房地產相關產業投入，對中國 GDP 貢獻佔比達 1/4～1/3

之外，由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於傳統「鐵公基」（鐵路、公路、機場、

水利等基礎建設）等基建，並利用充沛廉價勞動力、土地、能源等勞

力密集產業之成本優勢，生產製造諸如家電、家俱、服裝等「舊三樣」

產品，現試圖產業升級至以高端、智能、綠化的「新經濟模式」，生

產包括以「新三樣」為主力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產業，以及

生物製造、無人機、商業航天產業鏈等關鍵領域產品。新質生產力就

其本質而言，是要以國家的力量，指明當前中國產業發展的方向，並

積極投入年度逾兆美元的預算，來加速其先進製造業的進程，並由此

創造出高生產力的就業機會和高質量發展，俾利扭轉當前不利於中國

發展的全球經濟大勢。毋非是要降低且擺脫中國對西方在高新技術（如

晶片、半導體等）上的過度依賴，實現在「高新科技」上更大程度的

自給自足，進而掌握世界新產業的大部分關鍵知識產權。 

再者，新質戰鬥力乃意謂中共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美中新冷戰

格局下，積極做好一系列的建軍備戰工作，企能在當前及可預見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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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贏得以高科技軍事行動為核心的「新質」戰爭。按官方解釋，它

指涉一種「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是集綜合感知、即時指控、

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保障於一體的資訊化條件下戰鬥力的基本

形態。」易言之，當前中共力推的新質戰鬥力與新質生產力是要彼此

能進一步高效融合且雙向拉動；新質戰鬥力的經濟對應物為新質生產

力，二者都與技術升級和有效整合息息相關。據此，中國人民解放軍

和武警部隊的新任務便是要能提升在新技術領域的戰略視野和作戰能

力，特別是全面提升以面向海洋、航天和網路領域的 AI輔助能力。 

中共正戮力於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 

綜言之，在中共中央指令經濟下，正戮力於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

創新，將其產業鏈和供應鏈予以進一步地現代化與科技化，提升重點

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使其成為尖端新科技的「製造強國」，而不再僅

是「製造大國」。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尖端前沿科技如 AI 人工智

慧來催生新產業，包括新能源、綠色科技產業如電動車比亞迪 BYD

等，追求中國經濟能擺脫當前困境及其經濟脆弱性，產生高質量的發

展新模式與新動能，終至確保共黨政權安全。無可諱言，任何的「創

新」是來自於政治體制在根本上予以鼓勵與支持。民主自由可說是經

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基礎；沒有民主自由，人民將無法充分發揮其創

造力和創新精神，畢竟為了「政治正確」的最高原則下，創作與發明

不得不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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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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