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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1）10 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 18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在此之前，中共

也按鄉縣市省的順序進行四級黨委換屆，為「十八大」做組織準備。在今

年上半年，也進入省委黨委換屆階段。不過，外界更關注的，主要在於「十

八大」正值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班子世代交替。在「幹部年輕化」與「梯

隊接班」的規劃下，年齡與任期限制是中共進行黨政精英新陳代謝的重

要機制。其中，高層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68 歲劃線

退休的機制大體確立。若依「七上八下」原則，1944 年以前出生者，屆

時都將退休。因此在政治局 25 位委員中，將有 14 人退下，當中包含 7

位政治局常委。 

「十八大」領導層過半的代謝率，成為新一代菁英競逐的目標。舉

例而言，如薄熙來與汪洋之間，從「唱紅打黑」對上「幸福指數」，到「重

慶模式」對上「廣東模式」，這兩種不同的論述近年來在大陸輿論界與政

壇發酵，對外所顯示的不僅在人事競爭，其背後的派系關係、路線差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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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考驗「十八大」後新領導人的整合能力。另一方

面，從今年 2月王立軍事件爆發，到 3月中共中央發佈免去薄的市委書記

職務，4 月停止其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職務，正好提供外界一窺金字塔

尖的權力運作以及中共菁英政治的問題所在。王、薄等省級領導人之位

階，其所涉及的貪腐與刑案，以及任內操弄權力及壓制人權，與任內的「唱

紅打黑」形象形成強烈對比；而薄的下台除牽動「十八大」人事布局，也

影響前述各種勢力的消長，如太子黨、新左派、政法系統等，同時也影響

改革的動力，突顯出中共黨政系統與政策的缺陷。 

 

一、集體領導與核心 
雖然「核心」的概念用以表達在集體領導中具有主導地位的個人角

色，但是不同於毛、鄧的個人功績與特質（charisma）。若回顧鄧小平晚

年竭盡所能強化「江核心」的地位，使江澤民成為黨、政、軍最高權力

中心，並且透過黨的會議強調維護、服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權

威，這種固權的設計，反而說明了後強人時期中共權力結構所可能面臨

的不穩定。這當中所面臨的困境在於，當政策（如經改）無法達到預期

成效，或者重大事件（如王、薄案）必須即時回應時，領導人將陷於一

個充滿對手的環境。因此核心與集體的互動關係，成為鄧後時期中共政

權運作的重心所在。而核心權力的鞏固，除了不同政治勢力間的權力平

衡，還必須顧及軍隊的支持、培植權力網絡與個人路線的建立。 

在權力接班的過程中，領導人擔心接班人背離路線並反蝕；而接班

人必須小心翼翼如實習生般，避免威脅領導人權威。這也是為何習近平

論「黨建」、談「文風」，偶而強調或者迴避哪些口號或套話，常引起外界

矚目的原因。此外，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接班制度化仍不足，「十六大」江

澤民「交班不交槍」，繼續掌握軍權至「四中」全會。而胡錦濤在「十八

大」是否全退？或延續「江模式」？外界也仍未有定論。當新一代領導

集體與上一代核心「共存」，也讓世代交替的步伐被迫延緩，延續派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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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矛盾。 

    由於黨的領導人作為制度之上的最高權威人格，而且在強調集體領

導的同時，仍高度強調領導核心的重要性，其他政治菁英的個人色彩自

然也就不能超越此原則。在胡溫時期，隨著社會治理的需求與網路媒體影

響力擴大，高層菁英除了傳統上熟悉黨政運作，以及學有專長的技術官僚

外，也越來越注重自我行銷。多數地方領導逐步推廣自身的發展經驗，並

強化與社會的聯繫，尋求多重正當性來源。以重慶為例，薄熙來「先分蛋

糕」的論述，十分籠絡人心。就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到收入分配問題突出，廉政建設亟需加強。1因此對民眾而言，印證了鄧小

平「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論點，「重慶模式」與「唱紅打黑」，幫民眾解

決當前權貴資本主義與貧富差距，相對也樹立薄熙來的個人形象。就如福

山（Francis Fukuyama）撰文稱，中共內部出現了一個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

來為首的新毛派陣營。2只是這一角色是否符合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路

線，在行動上是否與中央保持一致性，從溫家寶在人大記者會中，要求重

慶市委記取教訓，並強調黨的基本路線，應可看出端倪。 

薄、王事件後，中共中央強調「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要求全

黨全軍要保持與黨中央的一致，以及思想認識的統一，也說明中央在處理

薄案的敏感性。一方面，中央決定以同為太子黨的張德江主掌重慶，維繫

派系平衡之動機；另一方面，中央對外必須顯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

的黨中央」高度團結，讓薄王事件定位在獨立的刑事法律案件，而非黨內

鬥爭或路線衝突。但事實上，近來在大陸興起的「紅歌」現象，起因來自

社會失衡與濫權貪腐的不滿，也讓政治人物與社會力量有相互支持的空

間。雖然中央提出「正本清源」，鞏固思想陣地。但包括「零八憲章」或

                                                
1〈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實錄)全文〉， 

http://www.china.com. cn/policy/txt/2012-03/05/content_24808051.htm。 
2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中國：用歷史塑造未來〉， 

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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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新左派」，透過網路平台串連各界支持者，無非是希望在未來的改革

路線規劃上獲得話語權，而國家與黨內思想的分化，也意味新領導人推動

改革的不確定性和菁英衝突的可能性上升。 

 

二、黨內民主與權力監督 
從「十七大」至今的發展可看出集體領導原則、票決制、基層幹部直

選與幹部制度改革，成為「十七大」之後中共黨內民主的主要方向。而「四

中」全會提出「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直接選舉範圍」，可視為對

書記競爭上崗、公推直選、兩票制等選舉模式的認可，並有機會並朝縣級

發展。最終形成任期、選舉、任命、競聘等黨政幹部任免規範，除擴大群

眾參與空間，也引入有限的競爭、迴避與問責機制。 

不過，組織寡頭特性，中共依「黨管幹部」與多層次間接選舉，組織

層級越高，自主性也越高，影響的變項在於前述資歷與派系平衡上；反

之，基層組織則更有賴於群眾與黨員的支持。依此觀察中共對黨內民主

的所設定的邊界，從高層到基層採取不同的制度修正，並將改革重心置於

基層政權，以符合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步調，也因此形成「分層管理體

系」。另一問題是，基於下管一級原則，用何種方法任命下一級幹部，由

各級自主決定。因此主要的爭議是落在上級對下級「一把手」的干預。比

如在省委委員中，不僅在換屆前夕對幹部特別是書記、副書記大量調動和

委派，而且也在換屆之後不久和任期內也經常調動和委派。總的來看，當

前中共是在任命制的框架下進行黨內民主改革，把一些屬於選舉制的要素

納入任命制的框架內，兩種制度的衝突就隨處可見，也難改變各系統「一

把手」權力壟斷，以及對其權力監督的問題。 

媒體對於薄、王事件的報導，時常拿前上海書記陳良宇案相對照，也

顯示長期來中央對地方的監督一直存在盲點，但是問題的關鍵仍在於權力

集中。薄熙來藉王立軍之手「打黑」，主要依恃對政法系統的掌控。而當

前在「維穩」大旗下，地方政法、公安部門地位的提升，也更強化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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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勢。另一方面，同陳良宇案相同，中央透過紀委對薄、王「雙規」，官

方報導一如既往的簡潔，僅提到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薄熙來兼任重慶市委書

記。薄、王被被革職的理由是中央反腐敗，但也讓官員們明白了「跟人要

跟準」的道理。未來無論是削弱或強化政法與紀檢系統，權力鐘擺仍指向

黨組織，本質還是政治鬥爭而非強化法治。 

 

三、結語 
薄熙來案雖然擾亂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佈局，但是在「穩定壓倒一

切」的原則下，派系間的妥協實現權力平穩過渡，應是高層的共識，因此

薄案最終只在於個人權位的變動。對中共而言，集體領導制度是鞏固具有

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之手段。只是相較於江澤民與胡錦濤，第五代接

班人的歷練時間相對較短，未來除了要應付上一代核心勢力的延續，也

面臨來自同僚的更多挑戰，必須更仰賴集體領導。因此在內部思想分化

與派系平衡的考量下，新領導人上台後如何在政治改革上凸顯創新與願

景，仍具有許多不確定性。但可預測的是，權貴資本主義是左派結合社

會支持的重要依據，也是衡量中共法治建設成效的指標，幹部年輕化政

策與腐敗年輕化趨勢的結合，將成為新一代菁英發展的隱憂。 

 

 

 

 

 

 

 

 

 



 
 
 
20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39, July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