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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才剛結束，被認為一步步進行中央集權的習近平立即有所動作，對外是片面公布「東海
防空識別區」、引發區域緊張，對內則是動手處理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的前中共政法委周永康及關
連人士，打擊貪腐、進行整肅，而近日又因負面新聞報導之故、決定不簽發新的採訪證和簽證給
紐約時報、彭博社駐地記者，引來美國副總統拜登的高分貝批評。

      這些舉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之後立即對內、對外拋出震撼彈，除宣
示他已經是政、軍、經、安全大權在握，並營造一個利於他推行政經決策的內外環境，同時也在
宣告，他將進一步集中、鞏固他的領導權，以意志與鐵腕掃除妨礙他「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
 

      習近平上任一年多，大家對於他究竟是「打著左燈向右轉」，還是評論家所形容的「2.0
版的毛澤東」，莫衷一是。然而隨著三中全會的「決定」與官方論述出爐，以及「國家安全委員
會」、「深化改革小組」的成立，加上一系列大動作，我們漸漸看出一個輪廓，一個強人領導、
中央集權的「習近平時代」已然到來，他的首要目標是完成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將運用各種方
法-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意識型態-在此過程中維繫社會穩定，確保共產黨的長久執政。 

全面深化改革，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邁進 

      中共的三中全會一向受到高度關注，因其召開的時間是在領導人上任一年後，是第一個展
示其權力佈局與政策方向、改革議程的機會。歷屆的三中全會，往往都是針對經濟發展策略和經
濟體制改革方向做出重大宣示與政策定調，可看出該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人換屆後的三中全會，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當
前中國的整體經濟形勢不樂觀，增長趨緩伴隨著經濟轉型的壓力；而政治上薄熙來案以及打擊貪
腐舉措都必須面對強大反彈、處理內部的不同意見，而社會普遍對於政治改革的抱持高度期待、
以及左、右派對路線的爭執未曾中斷，大家都在看習近平是否能拿出一個讓大多數人滿意的改革
對策。 

      依據11月12日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
簡稱「決定」），這次三中全會所設定的主要目標，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而其首要目標就是
「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共有十五個子目標，其中經濟面向就佔了6個，政治方面有3個，社
會體制改革有2個，清楚地突顯出經濟工作的份量，同時，也點出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最優先事項
，政治改革以及社會制度變革則有些許「配套措施」的存在感。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與政策手段為何？「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
作用」。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更進一步走向資本主
義的市場經濟
，而行政干預的鬆綁、引進更多自由化的精神，則是改革的重點。值得觀察的內容，包括將逐步
走向財產的私有化（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發展混和所有制經濟），國企的改革（推動國企完善現
代企業制度、完善由市場價格決定的機制），以及進一步的自由化，包括主張要放寬投資准入，
開放服務業以及一般製造業，也強調上海自貿區對於深化改革開放的經驗累積的重要性。 

      面對經濟轉型所需，必須連帶的將一些限制人力資源與財富的釋出的社會制度鬆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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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改革，達到將發展模式從外銷導向轉為內需為主的目標。例如，「決定」要逐步將農業轉移
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改革戶籍制度，讓移居到城鎮的農民能被納入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逐漸解
決教育、醫療和其它社會服務的歧視問題，而要同步改革的就是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外，
為了解決高齡化帶來的人口紅利消失的危機，「決定」也將放寬行之有年的「一胎化」政策，開
放獨生子女夫妻可生第二胎的「單獨二孩」。 

「安全」與「改革」 集大權於一身 

      比經改措施更引人矚目的，是中央將新設的兩個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
家安全委員會」。外界咸認，這兩個機構都是習近平一手主導，是為讓他能進一步將權力更集中
於一人而設計出來的，因此由他來擔任這兩個機構的負責人可能性非常高。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從名稱和位階來看，要領導「深化改革」，又在黨的中央層
級，很顯然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確保「決定」能夠被順利貫徹並且落實。預期習近平將透過
這個小組，掌握「改革」的全局，並發揮引導、指揮、以及協調各部會、協調地方與中央的功能
。許多中國評論者認為，這個小組的設立，突顯的是「改革的制度化」，創設一個「頂層設計機
構」，解決長期以來「條塊利益」阻礙改革、「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 

      對於這個小組的設立，雖然點出了「中央集權」的趨勢，也有批評是了無新意，但仍然受
到包括陳志武、張維迎等被視為是改革派的經濟學者的肯定，都認為有一個統籌機構來主導改革
是有其必要。 

      至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究竟它是國家機構或黨內機構、屬於何種層級、處理哪些事務
、組成與參與成員又包括哪些部會與成員、以及運作方式等，引發高度關注與廣泛討論。有學者
認為，有
關成立該委員會的
陳述是出現在「創新社會治理」項目
之下，單獨成一段：「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
安全
」，因此推測該委員會職能將處理內、外的安全事務，可能成員將包括國防、外交、國安、情報
機構、檢調系統、以及公安部門。未來它可能成為一個常設機構，是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是繼
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之外的第五大國家機構。若推測為真，則習近平將跳過常
委會的分工與牽制，掌握軍、情、警、檢與涉外事務的決策大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設立國安委」的上
一段文字，是要「
加大依法管理
網路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
管理領導體制，確保國家網路和資訊安全
」。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脈絡下來看這兩個主張，可以看出，在日益開放、多元，科技的運用
讓言論難以被有效監管，而維穩事件連年增加、政治改革聲浪持續增大的社會氛圍之下，加上經
濟放緩與轉型可能導致更多的社會衝突，這些因素都可能危及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因此，希望透
過一個有效運作的機制，集中資源，用以強化對內部「不穩因子」的控制，以及對衝突事件的預
防與掌控的能力，就是自然且合理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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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夢沒了，右派的理想遠了」 

      如會前各界所預測，「決定」並沒有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決定」仍強調「不走封
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以此來回應之前
的右派「西方憲政」與左派的「反憲政」路線之爭，表達他既不走左派的馬克斯社會主義政治制
度道路，也不走右派西方式民主道路，而是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道路，目標
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對政治改革態度保守、進而中央集權的作法，以
及經濟朝向市場化的改革路線，也讓左、右兩派的期待落空。因此，有人形容，三中全會的「決
定」，讓「左派的夢沒了，右派的理想遠了」。 

      綜上所述，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政經發展，有幾個值得觀察的重點： 

      首先，是「中央集權」、「強人主導」的權力格局成形。透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深
化改革小組」的設置，輔以王岐山掌控的反腐機制，習近平構築了一個以他為主導的中央集權格
局，對內能處理、平衡路線的分歧，對外則有利於凝聚民意的支持。在經歷了「集體領導、各自
為政」的胡溫時代之後，這樣的集權作法或許是一種正面的因應，畢竟，一人專政，就意味著一
人負責，總比集體領導、卻無人負責來得具體而清楚。不過，究竟習式的強人主導能夠有多大的
權威，仍有待觀察，畢竟現在的中國恐難再出現如毛、鄧等「不需要位置」的強人領導，這可能
也是習近平上任後頻頻出現毛時代作風的原因之一。 

     
其次，確立「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
改革方向。
習近平針對「決定」的說明中提到，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
用」，是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關鍵就在於「市場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同時「要處理好政府
和市場關係」。追求、依循「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市場經濟規律，將是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
進而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並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與減少貪腐的誘因。 

      第三，「政左經右」的模式將持續下去。「決定」提到，「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
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段文字
是一種決心的宣示，既要符合改革開放的期待、在思維與觀念上有所突破，又要打破權貴集團與
既得利益者的壟斷與掣肘。因此，習近平面對的是一個難以解構的利益結構，他必須讓中國持續
增長並壓制內部的敵人才能確保權位，這個政經結構讓他選擇以一個保守的集權專政方式來推行
經濟上的開放措施。因此，除非出現極大的內外變動，否則這個路線將持續下去。 

政左經右的路線，引領中國走向何方？ 

      套用中國專欄作家徐達內的說法，三中全會是「端出以『安全』和『改革』為名的兩道主
菜，符合先前外界對習近平『政左經右』的判斷」。但是，習近平的「左」，究竟是他個人保守
價值的體現？還是一種領導統御的的工具運用？論者意見不一。有認為他藉仿效毛澤東的作法來
鞏固權力，也有認為他在實踐一個「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政策」，也有認為這是習追求黨內政治
平衡的手段，是一種「假動作」，因為政改的條件還不足，習尚未組成自己的政治團隊。也因此
，也有人認為不必急於幫習「定性」，他的政治性格或真正意圖尚未完全浮現出來。 

      習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了「中國夢」，要建成小康社會、讓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是他實現中國夢的
路線圖。這個「政左經右」的路線圖，將會把中國帶往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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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現在要推動改革遠比35年前更難，因為
既得利益者已形成龐大的政商權貴結構。問題在於，政治上的集權保守，是否真有助於習、李打
破既得利益結構的掣肘？「政左經右」，是否真能有效因應經濟與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
題？而習近平進行的中央集權，雖讓究責的對象明確化，但權力集中就存在濫用的風險；而他的
「左傾」若是本於其意識形態而非僅僅是一個治術，加上民族主義的因素，則未來對中國內部、
以及區域、甚至全世界將造成什麼影響，恐怕不是件令人樂觀的事。 

      可以確定，習近平展現了強人的決心與意志，要進行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的改革，同時他
透過權力的集中以利於他有效地搬開任何妨礙改革的石頭。三中全會之後，改革方向已經浮出檯
面，如何在改革過程中維持穩定，讓升級版的經濟撐起「中國夢」，習近平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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