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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自從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關於其權力不穩的訊息從未間斷。 

（圖片來源：https://www.12371.cn/2020/12/23/ARTI1608687683064752.shtml） 

 

 

習近平權力穩定之謎 

 

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自從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關於其權力不穩的訊息從未間

斷，近期相關傳言又出現。而不同於過往由特定媒體、人士或網紅為

創造流量所傳出，此次美國具國安與外交背景的人士跟進，包括川普

第一任期的國安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及美國前駐百慕達大使、

曾於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的史雷頓（Gregory Slayton）等。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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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的是，關於中國情勢（尤其是人事議題）的判斷向來有學術研究、

政策研析與情報來源等途徑，本文也僅能在前兩者的基礎上提出觀察。 

習近平權力集中的歷程 

2012年「十八大」習近平就任之後，關於其在其他派系集結下反

撲而失勢、被政變的傳言不斷，特別是在前兩個任期時的「習（近平）

下李（克強）上」、中共有「兩個黨中央」等，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且是往反方向發展，即習的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集中。中共內部衝

突有權力、路線與政策分歧等三個層次，雖然三者無法截然劃分，不

過仍可作為「辨識」的面向，習李期間，特別到後期僅剩下政策分歧，

如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對民營經濟的態度、解決農村與農業問題，

是否已「精準脫貧」等，而此些分歧當然隨著「二十大」後人事更迭

也告一段落。 

不同於過往，近期最引人關注的人事議題不是發生在派系間，而

多是習近平所提拔的人「中箭落馬」或「被調整」。從兩年多前的外

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下臺，到近期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消

失」數月、軍委委員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被免除職務、原中央組織部

長李干杰與原統戰部長石泰峰職務對調、新疆自治區書記馬興瑞被免

除職務由統戰部前常務副部長陳小江擔任，再加上這兩三年解放軍內

部因貪腐案下臺的高級將領不斷，讓外界不斷質疑習權力不穩。特別

是李干杰、石泰峰、何衛東與馬興瑞四人皆為在任政治局委員，確實

較為罕見。 

反習論述多元但互相矛盾 

也正因此，持中共正在發生權力更迭、習近平權力不穩論點者，

認為此些人多由習所提拔，所以背後一股「反習」勢力正在集結，包

括由「團派」大將汪洋與胡春華取而代之。另一個劇本則是佛林更暗

指現任丁薛祥可能接總書記、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接任總理、中央軍

委副主席張又俠接任軍委主席。兩種觀點看似一致、實則矛盾，一致

的是習權力不穩將被取而代之，矛盾的是取代的前者是「團派」成員，

後者是習所提拔的人。實言之，「團派」在「二十大」胡錦濤被「請

出」會場、李克強離世後，已無任何挑戰的實力。而若說習失勢，取

代的是「自己人」，邏輯也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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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人質疑，近期習近平曾「消失」兩週，也是其失勢的證據。

事實上，習曾多次未出現公開場合也引發質疑，後也證明此種懷疑的

準確性。再者，過去一兩個多月來，習出席國際場合，包括五月初赴

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六月初與美國川普總統通話、六月中赴哈薩克

參加「中國—中亞峰會」，以及在北京接見外賓、赴地方考察、出現

在新聞聯播與人民日報也都一切如常。 

此外，習也被質疑未召開政治局會議，然而，過去也曾發生過類

似質疑，不過事實證明，會議確實召開不過並未公布，而中共也於 6

月 30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

例》，由於習上任後特別突出「小組治國」與「委員會治國」，此條

例也被外界認為是習近平權力受到制約。此條例目前雖未公開全文，

以目前「設立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是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集

中統一領導、推動重大任務落實的重要制度安排」來看，「決策議事

協調機構」依然定性為「頂層設計」，且將政策操作層次回歸至國務

院，亦即明確由黨領導、政府執行的「以黨領政」格局，實看不出有

何習失勢之說。 

總體而言，中共權力運作特別是菁英政治，確實像「黑箱」般難

以窺探。不過對中國情勢的判斷，對我國而言，不僅是簡單的制策研

析，而是攸關整體國家安全的重大議題，也是證明在當前中國研究極

其困難之時，臺灣的優勢與強項，如何「正確」與「客觀」的研判及

解讀確實非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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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