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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共「廿大」：中國式現代化→政策導向、人事布局、台灣方案  演講大綱（台北論壇） 

報告人：楊開煌（銘傳大學兩岸研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一、前言： 

（一）背景：★當前世界處在俄烏衝突亂局未解，新冠疫情危局未消，中美博弈迷局未定, 百年

變局方向未明的人類「大焦慮」時代，舊秩序已經維繫乏力，新秩序仍在探索的迷茫時代，中國

這樣一個崛起的強國，能為世人與世界提供什麼樣的解方，必然也必須令人關注。 

★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當今世界重要的、崛起的大國的執政黨，他的政策走向，他的領導集體的

更替，必然也必須被世人與世界一如美國的政局變動一樣，深受重視。 

（二）中共「廿大」的時代意義: 

★東方大國從崛起而覺悟：「廿大」的中共主動，自信在世界尋找站位，為時代發出聲音。 

★馬列社會主義大國以「民族特色」的方式重塑其理論與價值，重新驚豔國際社會。 

★中國共產黨試圖以自己的歷史性經驗，和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新中華文化為指導，充滿焦時的

時局，提供邁向未來的中國方案，為中國得回她應有的世界定位。 

 

第一部份  從中國「崛起」到中國式現代化 

一、中國式現代化 

（一）源起： 

1、2021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一百週年“七一”講話中就提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2、2021 年 7 月 6 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中國共產

黨將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貢獻。” 

3、2021 年 11 月 11 日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的決議》，這個決議當中有一段論述：“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

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 

（二）定義與本質 

「廿大」報告提出完整解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

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

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

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二、建構的過程：以「報告」文本為依據： 

（一）怎麼讀「文本」 

     1、知識導向式閱讀→文本要告訴我什麼 

     2、批判導向式閱讀→讀者立場中心 

     3、問題導向式閱讀→作者要處理什麼問題 

     4、綜合導向式閱讀→以讀者為主之主客體互動 

以上閱讀途徑各有利弊，本文建議對方案性文本採「問題導向式閱讀」，因為從理解其問題入，比

較更有利於詮釋中共的「中國式現代化」方案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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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大報告」提及的困難與「廿大報告」提及的困難： 

     1、2012 年中共的困難：「十八大」的說法 

★發展問題：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

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 

★社會民生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會矛盾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

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係群眾切身利

益的問題。 

★黨領導的問題一些幹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理想

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

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 

     2、2012 年中共的困難：「廿大」的說法 

★黨的錯誤：黨內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

化、虛化、淡化問題，有些黨員、幹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一些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貪腐問題觸目驚心； 

★經濟問題：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傳統發展模式難以

為繼，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藩籬日益顯現； 

★意識形態問題：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嚴

重存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路與論亂

象叢生，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與論環境； 

★民生問題：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環境污染等問題突出； 

★安全問題：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不完善、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 

★軍隊問題：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項； 

★香港問題：香港、澳門落實“一國兩制”的體制機制不健全； 

（二）應對作為：共 17 項，綜合而言分為以下五方面 

1、與時俱進發展馬列主義，重拾自信 

2、集權糾偏強化總攬協調，重塑體制、機制 

3、深化改革確立發展理念，強調民本初心，深入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 

4、強化國家安全，大刀闊斧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全面準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5、高舉「自我革命」的危機意識，確保黨的執政地位。 

（三）十年改革後當前新問題： 

1、發展議題：不平衡、不充分，高品質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 

2、創新議題：不強 

3、非傳統性安全議題：重點領域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 

4、意識形態存在不少挑戰 

5、民生議題：城鄉區城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 

   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鉅 

6、幹部議題：缺乏擔當，鬥爭性不強，實幹精神不足，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仍校突出。剷除 

   腐敗滋生土壤任務依然艱巨 

三、提出新方法、新目標→中國式現代化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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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

場觀點方法，堅持以民為本。 

第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品質發展，加快建設製造強國、品質強國、航太強國、

交通強國、網路強國、數位中國。建設成人民民主、依法治國、文化自信、民生福祉、綠色發展

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之挑戰，遭受當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遏制、脫鉤： 

習近平提出的「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的積極政策，為「中國式現代

化」可能遭也的困境，尋求解決之道，即科技、人才、教育強國。 

「中國式現代化」之外部威脅：「中國式現代化」構築安全的保護傘，習近平報告強調：「推進國

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第四、總體安全需求： 

★強化「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新局面」「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以及「推進新時代党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都是為了順利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心任

務：「國防」是為了強化傳統國家安全，「統一」是為了提振民族的信心也杜絕外力的牽制，促進

世界和平的「外交」是為了營造和平的外部環境。 

★「從嚴治黨」是為了強化，淨化自身領導者的力量。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擘劃、領導、推動和實

踐「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所以全文五次提及黨的「自我革命」並將提高到一黨執政而可以

「走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是共產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 

四、中、西現代化內涵之對比： 

     1、共同富裕（以民為本 共同提升）VS 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 叢林法則） 

     2、全過程人民民主（精英選拔人民監督）VS 民選式資本家民主（話語權操控到全面洗腦) 

     3、人類命共同體（從中國崛起到中國責任）VS 民族國家主義 （以鄰為豁的國家優先） 

五、中國式現代性之貢獻： 

     1、打破中國從清末到「五四」運動的救國觀念之窠臼。 

     2、打破新興國家「現代化」即「西化」的單一迷信。 

     3、打破發達國家現代化「資本邏輯」與「福利邏輯」陷阱。 

六，小結： 

（一）中國開闢國際博弈的新戰場： 

     1、軟實力：國際影響力 

     2、國際公共財：國際朋友 

（二）為新興國家提供「新選擇」。 

 

第二部分 誰去推動 人事安排 

一、前言： 

（一）政策必須有人去推行落實，「路線、政策確立了，幹部決定一切」人選極其重要。 

（二）中組部稱：「人事佈局之因素考量：除基本條件（政治表現、理想信念、鬥爭精神、政績

觀、執行組織紀律、擔當作為、能力素質、工作作風、道德品行等方面列出了 15 種情形」。 

二、若干「習慣」誤為規定： 

（一）總書記十年？→建政以來，只有胡錦濤一人。 

（二）七上八下→民間說法 

     1、源自喬石、李鵬對江澤民不服，故有鄧小平當年提出「不要不股氣，江澤民是弟三代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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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說法。 

     2、之後發展出「入局」「入常」領導，不能比總書記資深，故有「14 大」喬石退（為江） 

     「16 大」李端環退（為胡）。 

     3、李鵬（比江入局資深）例外，可能與周恩來、鄧穎超有關。 

（三）政治鬥爭 

     1、鬥爭本質不同：破壞平衡、打破穩定 VS 進步需要常態；以鬥爭求團結或因鬥爭而分裂 

     2、制度設計不同：政黨輪替即政黨鬥爭：權威性分配之爭/利益性多少之爭 

     3、鬥爭種類：政權鬥爭；權力鬥爭（權威性分配之爭、意識型態詮釋之等等）→集體領導 

        派系鬥爭（集團存活、集團發展、集團利益鬥等等） 

        利益鬥爭（個人升遷、職位調整等等）  

     4、領導班子成員如何退下：讓賢、屆退（年齡、任期）、逼退、犯錯、其他 

三、領導班子人選之考慮因素： 

（一）未來需要（總體接班安排思路） 

（二）方方面面（中央委員會） 

（三）五湖四海（中央政治局） 

（四）領導信任（中央常委會） 

參考★高舉偉大旗幟 譜寫嶄新篇章——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

記：https://news.ifeng.com/c/8KKDUEYZk53 ︰2022-10-22︰新華網 

★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10/24/c_1129077854.htm ︰2022-10-24：新華網 

四、領導班子人選之方式： 

領袖親點→隔代指定→領導階層票選→調研、訪談 

五、新領導班子及其未來： 

（一）人事：  ★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強，趙樂際，蔡奇，王滬寧，丁薛祥，李希 

★中央政治局委員：丁薛祥 62 習近平 53 馬興瑞 59 王毅 53 王滬寧 55 尹力 62 石泰峰

56 劉國中 62 李希 56 李強 59 李干杰 64 李書磊 64 李鴻忠 56 何衛東 57 何立峰 55  

張又俠 50 張國清 64 陳文清 60 陳吉寧 64 陳敏爾 60 趙樂際 57 袁家軍 62 黃坤明 56 

蔡奇 55 

★註：黑：理工專長；藍：經濟工商管理專長；紅：法政專長；棕色：黨、軍學歷；紫色：文學 

（二）新領導班子三「強」特色：鬥爭性強（文革一代）、財經專長多（1/3)、科技專家多

（1/4） 

（三）任務：三個提高：國際上提高中國影響力；在中國提高共黨領導；在黨內提高習總權威 

（四）未來挑戰：中美鬥爭、經濟發展、科技創新三大任務 

（五）未來隱憂：  

      1、習慣不可依（年齡、性別、經歷）、制度難成行，一人權威強、集體難忠告。  

      2、權威是「自我革命」的天敵；接班群內爭可能引發未來政權力不安。 

      3、未來接班領導人何以為繼。 

      4、習的未來走毛澤東的領導（權位、權力、權威）或鄧小平的領導（權力、權威）方式？ 

六、個人反省：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班子研究的錯誤有兩大類：一是趨勢性錯誤，二是個別人選的誤差；後者不是

大問題；前者是嚴重過失，個人對「廿大」之人事研究的錯誤是「趨勢性錯誤，對「領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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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湖四海」等因素配置的錯誤，對習的風格認知嚴重不足。 

（一）缺從政經驗，無法準確換位思考。 

（二）陷入自我說服的邏輯，學者是向後歸納預測未來/從政者則由現在去開造未來。 

（三）四大因素之考慮，不同時期，不同領導，應有加權的變數。 

（四）領導班子成員如何退下研究有待加強 

（五）三年無交流，缺乏感性認知。 

七、結語： 

大陸民間順口溜：領導要學“習”，國家要富“強”，人民要快“樂”，社會要安“寧”，創新

要出“奇”，民間要吉“祥”，復興有“希”望。 

 

第三部份   拆美「台灣牌」 成復興之局 

一、台灣問題之意義： 

（一）對陸海權中國，疥癬之疾，雖不害命，但時時難受。 

（二）根本解決之道，加強自身免疫力→中國大陸發展、崛起。 

（三）平時抑止發作之方→就醫投藥→對台政策、武力反獨。 

（四）外菌入侵、質變，動手切除→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二、解決台灣問題政治邏輯： 

（一）「一中原則」國際化→中國完成統一的法理基礎 

（二）「九二共識」兩岸化→兩岸交流、發展的法理依據 

（三）國家統一「長治化」→統一手段與統一之後治理，融合性思考→長治久安之道。 

三、「廿大」口頭版與文字版： 

（一）口頭版是文字版的三分之一。  

（二）口頭版原則：一是彰顯台灣問題的內政性： 

                  二是強調北京主動性； 

                  三是更強調北京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性。 

四、解決台灣問題三堅持： 

（一）「台灣是中國人的台灣，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 

（二）「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三）「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五、三種手段辯證並舉 

（一）武力手段：主要針對外國勢力 

（二）非和平手段：主要針對久拖不決 

（三）和平手段：長治久安 

六、對台人事： 

（一）依常委排名應該是王滬寧，（仇開明、劉國深、嚴安林之指導教授）接任對台小組副組長 

（二）解決台灣問題戰術上是相嵌在中美鬥爭之中，王毅應乃有角色。 

（三）台辦主任仍以外交系統調入可能性為大，地方系統可能性次之。 

七、台灣認識局限： 

（一）中共非中國？ 

（二）知反而不知共 

（三）見樹（只問對台政策、對台人事）不見林（忽視中國大陸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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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一）解決台灣問題已排入議程，應有時限，不會有時間表 

（二）台灣方案已有腹案：政治歸「一國」，行政可「兩制」 

 

 

第四部份     結語 

中國共產黨的「廿大」，面對當前的亂局、迷局和變化，提供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案： 

（一）中國不斷崛起並提供國際公共財，以供參照；開創「合作共贏」的建構國際新秩序。 

（二）中國持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中國成為「以民為本」的「中國

式現代化」國家。 

（三）中國共產黨本身探索以「自我革命」的辦法，強化執政黨的生命力，持續調整領導班子的

選拔和更替，引導國家解決問題，面對未來。 

（四）以戰術性非和平手段和戰略性和平手段，辯證地新方法合理地解決「台灣問題」。 

（20221025/1026 修/1028 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