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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央社 

中國舉行年度「兩會」黨凌駕國家之上國務院淪為橡皮

圖章 

楊志恆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黨高國低」國務院總理地位下降凸顯習近平獨大 

  （一）「國務院組織法」修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今（2024）年度全國政協與人大會議（通稱為「兩會」）3

月 4、5日開幕，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主導提案審議「國務院組織法」

修正草案排入議程，該案將使「中共的地位凌駕國家之上」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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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每年提出之政府工作報告必須徹底服從中共與習近平思想的指

導，影響中國政治運作方式。其中最大的變革即為「兩會」後的總理

記者會被取消，總理地位矮化，必須依人大會議審議結果施政，對政

府工作報告亦未具主導性。根據李鴻忠說明指出，為了適應新形勢新

任務新要求，該法修正案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等重要內容載入「國務院組織法」，將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精神和成果，通過法律規定予以體現。修正

後「國務院組織法」共 20條，主要修改內容包括：增加國務院性質地

位的規定，明確中共黨大會通過的決議和習近平的思想，即為國務院

工作的指導思想；完善國務院職權的表述；完善國務院組成人員相關

規定；完善國務院機構及其職權相關規定；健全國務院會議制度；增

加國務院依法全面正確履行職能的制度措施。整體而言，就是貫徹堅

持黨絕對領導國務院，形成「黨高政低」歷史性變革。 

  （二）修訂「國務院組織法」後「兩會」變革：總理地位降習近平獨大 

    今年人大會議議程中最受關注的是「總理記者會」消失。原因係

為凸顯習近平地位至高無上獨大，黨內任何幹部無人與習地位相同。

2020年度「兩會」結束，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直率地回答記者

提問稱，中國仍有 6 億人年人均所得不到 1,000 人民幣，以後將不復

再現。現任總理李強今後不但在人大會議只負責宣讀政府工作報告，

從去（2023）年 12月香港與澳門行政長官李家超及賀一誠到北京述職

時，李強已無法再另行聽取述職報告，港澳事務現在也完全歸習近平

掌管，總理對港澳職權被取消，李強地位形同被降低，只能坐在第二

排座位旁聽。「國務院組織法」修訂已經將國務院完全置於中共與習

近平掌控中，「兩會」開會型態已經因為總理職權矮化而改變。被矮

化的總理，凸顯習近平地位上升，習政權更加穩固。 

二、李強施政按照習近平提出之「中國式現代化」架構 

  （一）「中國式現代化」即為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極權體制 

    2022年 10月 22日，中共二十大開幕時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出「中

國式現代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目的係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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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民族復興偉業。其內容包括 5 方面科學內涵，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

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

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 5 方

面的中國特色內涵。今年度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即按照該架構撰寫。

不過，根據報告撰寫人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黃守宏的說明指出，整

篇皆圍繞中國經濟建設此一中心工作，和高品質發展此一首要任務展

開。國際社會皆知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故對於李強總理的報告，

各國媒體都關注渠會否如同李克強般直率地提出經濟振興方案。可惜

的是，在會議討論時，代表們大都是套上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的

政治語碼，脫離不開黨控制的「政治枷鎖」。而在分組審議時，習近

平、李強等中共高層幹部做總結時，又引導到黨和習近平思想框架裡，

無法跳脫極權專制「鳥籠思維」。 

  （二）經濟成長約 5%，發行「長期公債」不再「大水漫灌」救經濟 

    李強總理將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定在約 5%，和去年略同。事實

上，國際媒體對目前中國經濟陷入困境，未來前景並不看好。中國目

前經濟問題最嚴重的包括：房地產增長引擎熄火、消費者信心萎靡不

振、債務強弩之末、外國投資撤離、經濟增長放緩等，均為顯著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住建部長倪虹、發改委主任鄭柵潔、商務部長王文濤

及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在記者會都說明中國政府提出之因應政

策，然國際金融機構對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的預測，仍認為欲達 GDP 5%

具難度，預測將可能降為 4.6%，且政府刺激政策亦須加碼。過去，中

國遇到經濟發展低迷時，會為刺激成長而由政府投資鉅額人民幣擴大

內需振興經濟。但這種刺激措施是在中國經濟是以自由市場經濟運

作，才會產生效果，現在，習近平不再提鄧小平時期經濟改革開放政

策，也不再學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運作法則，堅持走社會主義國

家發展道路，很難再期待中國經濟振興措施。今年中國採取救經濟方

式係發行鉅額長期公債，不再搞「大水漫灌」方式救經濟。根據倪虹

與鄭柵潔說明，此次諸多救經濟措施指向住房、人民消費、家電以舊

換新及城鎮化的投資，尤其是償還瀕臨破產的地方政府債務。發行長

期公債的好處是有利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預防地方幹部貪污腐

化，並服從中央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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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習近平在解放軍代表審議會強調強軍建設不提兩岸問題 

  （一）國防費增長 7.2%，習近平參加軍隊代表會議不提臺海問題 

    今年中國公布的國防經費增長 7.2%，與去年相同。李強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對臺灣方面敘述相當簡短，習近平參加解放軍代表審議會

時，亦未提及對臺軍事作為。其實，兩岸問題對國務院並非最重要，

亦非「兩會」熱門議題。中國經濟發展困境問題的解決壓倒一切，經

濟不振弱化中國國力，外交只能韜光養晦不介入國際任何紛爭，軍事

建設只能維持現狀不敢花錢惹起軍事衝突。對臺灣的戰略中國應該會

遵照王滬寧 2 月在對臺工作會議的講話為指導，在兩岸無重大爭端時

會照中國經常提起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擴大

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二）王毅破壞美中經濟「合作之窗」 

    3 月 7 日，中國外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中批評美國對去年 11

月拜登與習近平「舊金山會晤」後，仍然錯誤認知中國，沒有兌現承

諾，仍繼續打壓中國，單邊制裁清單不斷，渠質疑美國的自信何在？

公理何在？公平何在？王毅當時一廂情願地推動「舊金山願景」做為

兩國關係發展願景，美國當時亟欲重啟兩國正常關係，推動高層官員

接觸與軍事交流；習近平亦期待美國企業界到中國投資，幫助中國振

興經濟。但是，王毅在記者會嚴厲批評，不但破壞兩國最近高層官員

改善關係的氛圍，連「經濟合作之窗」亦可能失去。 

四、國務院繼政協、人大後亦淪為橡皮圖章 

    整體而言，中國強調以黨和習近平思想為核心的政府運作方式，

在今年人大會議通過「國務院組織法」修訂案後，國務院已經繼政協、

人大後，成為習近平的橡皮圖章。今後「兩會」將不再吸引國際社會

的關注，反而是習近平的繼承人是誰？中共新派系鬥爭消長的演變？

中共幹部的貪腐弊端等敏感問題會浮出檯面。其實，習近平從三連任

總書記以後，已經不是在實現他的烏托邦大國夢，而是迎來毛澤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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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後中共權力鬥爭的歷史重演。這不會是他的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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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