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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中共五大首次設立黨內監察機關以來，中共紀檢系統所擔負的任務不斷變化，

而因應不同時期的任務，也使人事需求不斷變化，例如中共文革後為平反老幹部

而任用掌握幹部檔案的組織系統幹部擔任中紀委要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中

央委員會並列為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的機關，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紀檢菁

英在階層化的晉升競賽中並非屬於領先群，不如同級黨政領導人的決策與資源配

置權力。但從中央到地方各層領導，不可能依賴代理人的善意來規避風險，因此

必須依賴另一批代理人作為「巡邏隊」來監督機構並收集資訊。本文從委託代理

理論分析中共在各時期紀檢機關人事變化，並重點分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三位中共領導人執政時期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及其常委會、省紀委書記人

事變化，並以此觀察中央地方關係的變化與人事特徵，同時也觀察 2018 年 3 月

兩會後成立的國家監察委的人事特徵。 

關鍵詞：中共、中紀委、菁英、巡邏隊、國家監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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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共「十八大」後至今(2019 年 8 月)，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已有 279 位遭到調

查(含副軍級以上軍官)，其中正國級 1 人、副國級 6 人、正省級 29 人、副省級

164 人，調查的規模之大與層級之高是中共黨史上罕見。除了展現習近平反貪腐

「救黨圖存」的意志外，過去行事神秘的紀檢部門也逐漸走入世人眼界之中。 

傳統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央委員會，透過研究這些菁英「領先

群」有助於了解他們的流動，藉以預測哪些人能夠再更上一層樓進入權力核心的

中央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會。反觀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委員的

人選與組成較不被學界重視，而將重心置於中共反腐策略與反腐機構的研究中。

不過，若觀察中共紀檢菁英組成的變化，比如地方紀委書記的產生方式等，除了

可以觀察中央路線、央地關係變化與回應策略外。從委託代理關係角度，紀檢系

統作為黨中央的「巡邏隊」（police patrols）角色，用以監督作為「代理人」（agents）

的各級黨委與黨政一把手，其組織與功能變化，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 

中紀委與中央委員會同樣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每年約召開一至兩次全會，

而全會的功能主要是審議與通過中紀委常委會提出的各項報告與條例。若要「審

議」報告與條例，中紀委委員們理應具備對紀檢工作的相關專業。而與一般的委

員相比，負責中紀委日常運作的中紀委常委會組成則更為重要，因中紀委具有調

查官員的職能，最高領導人能否完全掌握中紀委常委會人選是衡量最高領導人權

威的指標之一。因此本研究選擇最高級別的中紀委為分析對象，分析十四屆至十

九屆的中紀委正副書記、常委會與委員的組成和選任具有哪些標準與特徵。

中紀委常委會的組成，派系是一大影響因素，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一

個派系的成長與存續關鍵在於派系領導人為其派系成員提供獎勵的能力，派系也

會因提供成員獎勵的能力而擴大或縮小，而派系領導人若過世或卸任，其派系可

能會因此而沒落。1薄智躍則在其研究中發現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隸屬胡錦

濤的「團派」成為最大派系，而江澤民的「上海幫」則明顯弱化，2雖然中央委員

會與地方團派幹部在胡錦濤時期晉升快速，但反觀中紀委，因具有調查官員的職

能，若由單一派系掌握，容易成為派系鬥爭的工具，這種情況在陳雲主掌中紀委

時特別明顯，當時中紀委任務之一便是要打擊隸屬於華國鋒的「凡是派」，3因此

不宜由單一派系主掌中紀委，為此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常委會注重派系平

衡，沒有單一派系在中紀委常委會內佔多數，中紀委書記也偏好選任無特定派系

背景者擔任。 

在地方層級，省紀委書記作為一省最高的紀檢首長卻也是省委常委會的一員。

1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 - 

Mar., 1973), p.43. 
2 Zhiyue Bo, “Balance of Factional Power in China: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st Asia, No. 25(2008), p. 363. 
3 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鄧小平：革命人生，（台北：聯經，2016年），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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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委受同級黨委與上級紀委的領導下，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省紀委書的任命權

多由同級黨委掌控，但中共「十八大」後紀委推行「兩個為主」後，4要求紀委主

要聽從上級紀委的指示監督同級黨委，習近平時期的中央透過大量的異地交流與

中央空降掌控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以此緩解中央對於地方黨委代理人資訊不對稱

問題。而若要履行紀檢工作，在紀委書記的產生與資歷應該具備何種條件？本研

究亦從江澤民至習近平時期，各省歷任省紀委書記的的產生與學經歷分析不同時

期之特徵與政治意涵。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有鑑於中共「十八大」後，紀檢機構重要性明顯大於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

期，過去研究主要聚焦於機構功能，例如習近平時期設立監察委員會，整合過去

各反貪腐機構並擴大監察範圍等，但制定與執行紀檢政策的紀檢菁英流動則較少

被關注。因此本文除了將重點聚焦於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時期中央與省級紀

檢菁英流動，也從中共五大建立監察機關後各時期的相關人事安排了解中共紀檢

系統人事安排的邏輯。據此，本研究主要著眼於以下問題： 

（一）中共核心領導人的政治路線是否影響紀檢監察機構組成？。 

（二）紀檢人事權如何緩解中央地方間的「代理困境」？。 

（三）不同領導人時期的紀檢菁英組成是否存在專業屬性的差異？。 

（四）不同領導人時期的紀檢菁英流動是否有明顯差異?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文除了從歷史演進觀察中共「五大」初次設立黨內監察機關，至 1992 年

「十四大」間中共黨內紀檢機關與政府行政監察機關領導層，了解在建政前與建

政後，各時期不同任務反映在人事上的特徵。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政治性與專業

性，以此了解紀檢幹部的晉升任用邏輯。分析紀檢幹部的垂直管理與屬地管理變

化了解中央如何逐步透過將省紀委書記由屬地管理改為垂直管理，以此方式加強

監督省級黨委。既有的紀檢文獻則分析目前為止與紀檢人事相關研究。 

 

一、政治菁英的政治性與專業性 

中共菁英晉升一直是外界研究中共權力結構變化的一大指標，改革開放後，

強調幹部「四化」，以具備較高教育程度的中青年幹部取代革命老幹部，一方面

進行幹部年輕化，也使具備專業知識的中青年幹部得以發揮所長發展經濟，從而

出現「技術專家治國」。 

技術官僚指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與工程、自然科學專業，並擔任領導職務者。

以蘇聯而言，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由於根深蒂固的信奉馬克思消除階級的觀念，

                                                      
4 即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與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

織部門為主。「中央紀委研究室解讀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創新」，人民網，2014 年 2 月 2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02/c1001-24275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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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布爾什維克與知識份子發生分歧。直到 1930 年代為配合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

與工業化政策，培養大批年輕紅色技術官僚，由這些具有「政治性」與「專業性」

的技術官僚取代缺乏技術的革命幹部，配合 1936 年至 1938 年的大清洗(Great 

Purge)，加速技術官僚取代革命老幹部新陳代謝。這一模式中政治、專業相結合，

創造出一批又紅又專的技術官僚，這些技術官僚在二戰結束後逐漸進入黨和國家

機構，在 60 與 70 年代逐漸晉升蘇共領導層。5 

在中國大陸，1982 年「十二大」後，中共確立改革開放，由政府負責經濟發

展，而經濟發展必須任用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幹部，但如同蘇聯「又紅又專」的

技術官僚，是由黨務、政府技術官僚共同治理，中共菁英具有「政治性」與「專

業性」兩種特性，中共十三大時政治報告雖曾強調黨政分開，但 1989 年天安門

事件後，幹部的「政治性」再次被強調，但「專業性」也仍是升遷指標，兩者並

不互相取代。 

寇健文曾分析副部級以上歐美海歸高官、財經系統高官政治流動，發現「海

歸派」大多集中於財經、科技、管理、教育等部門，幾乎未在組織、宣傳、統戰、

紀檢等黨務部門任職，財經系統高官則多在財經系統內流動，進入主管黨務與省

政府正副首長比例相當低。6但從目前習近平時期的中紀委常委會觀察，為了進

行國際追贓與從金流調查貪腐，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開始任用具有財經背景的

官員擔任中紀委常委，這顯示若為了配合該時期任務條件，具備這類專業知識的

官員亦有機會負責黨務工作。 

黃信豪也發現「政治性」與「專業性」若區分為「黨職」與「政府職務」，

當第一次晉升正部級職務，且是屬於黨職以及進入正部級後在 2.5 年內取得黨職

經歷的領導菁英，其晉升至黨領導人風險率皆顯著越高，亦即越早在前一個層級

取得政治性條件認可，則提早能得到下一輪晉升的機會，說明在組織邏輯下，中

共菁英甄補的確具有一連串黨職經歷的要求，對這些幹部進行逐級的政治審查與

忠誠檢核，以確保其遵守政治路線。7 

黃亞生認為中國官僚分為多任務官僚（MTB）和單任務官僚（STB）兩類，

如正省級的各省省委書記與省長即為多任務官僚（MTB），中央各部委正部級的

部長、主任則為單任務官僚（STB）。多任務官僚必須分管各個系統事務，例如省

長必須管理一省財政、衛生、工業、商業、教育等多項事務，而中央各部委部長、

主任則僅分管該部門事務，如財政部部長僅管理財政相關事務而不會分管農業。

多任務官僚的績效較難評估，因若僅就其中一項任務進行評估則可能使該官僚過

度關注該任務，而忽略其他任務，因此較難評估兩位省長的績效何人較佳，相對

                                                      
5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

年），頁 268-272。 
6 寇健文、陳方隅，「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政治流動－特徵與趨勢」，政治學報，第 47 期

(2009 年 6 月)，頁 94-95。 
7 黃信豪，「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1978-2008」，台灣政治

學刊，第 13 期(2009 年 6 月)，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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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單任務官僚因任務單一，較容易以單一任務評估其績效。8 

單任務官僚是以專業知識作為選任標準，黃亞升指出在 1984 年至 1995 年期

間 64 個正部級人事調動中，調動人選 75％是來自同一部委或相關部門。而在選

擇國家領導人時，中央偏好選擇具有多任務官僚經歷者，因治理國家較像是治理

一省必須對各個系統都有一定了解與治理經驗，這使具有地方一把手經驗成為晉

升國家領導人重要條件之一。9各級紀委的任務是負責對黨委進行監督，任務較

為單一，且具有專業性，屬於單任務官僚，而從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開始各省紀

委書記偏好以長期任職於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系統者擔任省紀委書記，但黃

亞生認為單任務官僚較難晉升的觀點，也解釋了為何各級紀委並非階層化的菁英

晉升競賽中的領先群。 

紀檢職務的選任不一定是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的幹部，亦可能選任相關系統

幹部擔任，而紀檢相關系統的定義，在 1996 年 1 月的中紀委十五屆六中全會公

報提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要在黨委的領導下，成立由有關執法、執紀部

門主要領導參加的反腐敗協調小組，加強對查處大案要案的統一領導和協調。」
10在此公報中無明確提及何為執法、執紀部門，但執「法」應是指政法系統，而

執「紀」則自然是黨的紀檢系統。2008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

防腐敗體系 2008-2012 年工作規劃》內容則明確提到「加強紀檢、審判、檢察、

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的協作配合」11這表示屬於政法系統的公安、

檢察、司法與審計系統皆屬於與紀檢相關的系統，而早在毛、鄧時期組織系統就

與紀檢系統在人事上有密切合作，因此組織系統亦是紀檢相關系統，這使這些相

關系統的幹部得以出任中紀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中共各級黨委領導黨組織，而紀委則負責監督各級黨組織，黨委與紀委皆由

各級黨代表大會選出，黨委如同黨中央的代理人，而紀委則是巡邏隊，負責為黨

中央監視這些代理人。就各級紀委而言，紀委作為黨職，選任時「政治性」必然

是重要選任條件，而在中央紀檢系統除中紀委書記外，副書記、常委等也多偏好

任用長期在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系統任職的官員，直到十九屆中紀委後才

有所變化。 

省紀委書記的提名權黨章上並無硬性規定，可由上級紀委提名，唯江澤民

時期省紀委書記幾乎皆由本省其他職務升遷或平調，僅到江澤民即將卸任的

2001 年後才出現 6 位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顯示整個江澤民主政時期省級黨

委具有實際上的省紀委書記提名權。胡錦濤時期中央則以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

兩種方式掌握省紀委書記的提名權，而中央偏好任命具有紀檢、組織、政法系

                                                      
8 Yasheng Huang, “Managing Chinese Bureaucrats: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1 (March 2002), p. 68. 
9 Huang, “Managing Chinese Bureaucrats, ” p. 74. 
10 「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96.01.28)」，人民網，2000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1/20000804/172007.html。 
11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2008-2012 年工作規劃」，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2008

年 5 月 13 日。http://www.ccdi.gov.cn/fgk/law_display/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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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12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兩種任命方式則在習近平時

期大量運用，徹底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強化對省委的監督。 

 

二、垂直管理與屬地管理 

中國大多數政府部門多年來都以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分級管理，亦即屬地

管理，而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在銀行、工商、稅收、品質監督、安全生產監督

等系統實行由中央垂直管理。屬地管理下地方職能部門受上級職能部門與同級政

府領導，上級職能部門負責工作業務的「事權」，地方政府則管理該職能部門的

人事權、財務權、物權等，屬地管理下當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不一致時，地方政

府易受地方政府影響而被迫執行地方政府命令。 

垂直管理指中央部委或省職能部門直接管理地方職能部門，既管事權亦管人

事權、財務權、物權等，這可使地方職能部門獨立性增加，唯地方政府仍可以其

他手段影響該職能部門運作，因此垂直管理體制下，存在該如何使地方職能部門

避免與地方政府合謀的問題。學者指出當監管任務較容易考核，且發生問題後可

能導致嚴重結果的，較適合採取垂直管理；而監管任務不易考核或發生問題後不

會導致嚴重結果的，較適合採取屬地管理。13從目前觀察，中共中央可能認為：

地方紀檢事務屬於容易考核，且發生問題可能導致較嚴重結果而採取垂直管理，

且垂直管理亦有助於中央震懾地方諸侯。 

從紀檢系統觀察，地方紀委在早期均受同級黨委領導，這使地方紀委容易受

到地方黨委壓力而無法順利調查案件。1980 年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建議紀委

受上級紀委與同級黨委雙重領導，並以同級黨委為主，紀委人事任命必須徵求上

級紀委意見，14而紀委的雙重領導體制存在紀委缺乏獨立性，任命權、財務權、

物權仍均掌握於同級黨委。15理論上提名權可由上級紀委提名亦可由同級黨委書

記與組織部門提名，但因黨章上無清楚規範，導致實際上省紀委書記提名掌握於

同級黨委書記，這也使在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多由本省官員升遷或轉任，這

容易使省紀委書記與地方利益勾結，難以發揮監督效用。16 

省紀委書記自 1983 年起由省委常委兼任，1991 年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成

為首任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者，這項制度被稱為「曹克明模式」，2000

年中紀委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為適應反腐鬥爭需要，進一步加強紀檢工作，

要逐步做到地方各級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之後各省省委進行換屆，

                                                      
12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濟

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04。 
13 尹振東，「垂直管理與屬地管理:行政管理體制的選擇」，經濟研究，第 4 期(2011 年)，頁 41-42。 
14 張憶耕、李靜濤、黃瀅、王德民，「中紀委打虎八十年」，決策與信息，第 3 期(2014 年)，頁

31。 
15 孫北平，「紀檢監察機構垂直管理思考」，陝西省行政學院陝西省經濟管理幹部學報，第 19 期

(2005 年)，頁 51。 
16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濟

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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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省市區均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17 

蔡正喆、楊其靜分析 1994 年至 2012 年各省紀委書記的排名後發現，當省紀

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排名為該省省委常委會排名前三分之一時反腐執行力是較

強的，但若是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會使省紀委書記必須分管其他事務，

無法專注於紀檢，反而造成反腐執行力下降，另外還發現女性與六十歲以下擔任

省紀委書記者具有更強的反腐執行力，GDP 較高的省份也更願意投入更多資源

於反腐，而任期較長的省紀委書記則因與該省產生複雜的關係網絡而使反腐執行

力下降。18 

胡錦濤時期開始進行省紀委書記的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中央逐漸掌握省紀

委書記提名權，而提名權由中央掌握也使同級黨委對於省紀委書記可能的干預程

度下降，中央也偏好以紀檢、組織、政法系統官員擔任省紀委書記。 

但由中央紀委官員空降省紀委書記，中央紀委官員不一定了解地方政治生態

與地方貪腐問題，缺乏對地方貪腐的了解將抵銷中央空降的作用。不過學者分析，

相較於本省升遷或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各省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因對於地

方貪腐問題更加了解且有升遷誘因，因此在反腐績效上較前兩者更佳。19從目前

習近平時期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觀察，至 2019 年 3 月止共空降 10 位曾擔任中央

紀檢監察室主任者空降省紀委書記，這些紀檢監察室主任由於平常便是分管各省

紀檢事務，因此對於地方貪腐情事熟悉。 

前述習近平時期紀檢系統強調「兩個為主」，另外還提出「兩個全覆蓋」，即

對黨中央、國家機關等統一派駐紀檢組與將巡視制度全覆蓋地方、企事業單位等。
20這都顯示出習近平將紀委提名權上收中央的意志，從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

調任即可發現至今(2019)年 6 月，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較胡錦濤時期大增 34%，

顯示習近平認為由中央空降地方更能監督地方黨政官員並監督其執行中央政策。

且過去僅有馬志鵬、沈德詠兩位中紀委常委空降北京市與上海市紀委書記，而習

近平時期已有姚增科、黃曉薇、崔少鵬、侯凱等多位中紀委常委空降省紀委書記，

目前 25 位習近平時期空降省紀委書記者前職務為紀檢、組織、政法、審計者達

到 21 位，這表示中央空降確實偏好任用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系統官員出任

省紀委書記。 

 

三、紀檢研究概述 

過去有關紀委的研究，主要研究其制度、功能、組織，如 Lawrence Sullivan

研究紀檢組織在共黨內的作用。他提到中共擔心幹部會快速腐化，因此必須由紀

                                                      
17 吳仁傑，「中共調整省級紀委書記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5 期(2007 年)，頁 128。 
18 蔡正喆、楊其靜，「紀委實際權威性與反腐力度：理論與實證」，經濟學季刊，第 18 期(2018

年)，頁 181-182。 
19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濟

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14。 
20  「中央紀委研究室解讀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創新」，人民網，2014 年 2 月 2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02/c1001-24275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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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組織維持黨內紀律。但他指出 1955 年前新聞報導很少提到紀檢組織，且紀檢

組織往往無法對於領導幹部進行有效的調查，直到 1953 年高饒事件後，1955 年

中央將中紀委改組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更加具有獨立性，地方監察委

員會人事任命必須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審核，逐漸形成強大的監察系統，但

1956 年中共八大再次強調監察機關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之後歷經大躍進與文革，

監察機關在文革中被撤銷。21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再次恢復設立中紀委，協助平反幹部與打擊貪腐與

剷除文革崛起的幹部，避免危及改革開放政策。而 Sullivan 指出紀檢組織最大的

問題在於受到上級紀委與同級黨委的雙重領導，若無上級紀委介入，紀委難以對

同級黨委進行調查。另一個問題則是當中紀委剛在 1978 年復設後，中紀委領導

大多不具有紀檢經驗，而在 1979 年中紀委十一屆一中至 1982 年十二大間又發生

大量人員替換，這使中紀委幹部年輕化，但也因年輕化造成幹部缺乏經驗與政治

影響力。而在省紀委的部分紀檢幹部同樣多是年輕幹部，且對紀檢工作沒興趣，

許多省在 1982 與 1983 年都沒有建立人員充足的省紀委，甚至也沒有專職的省紀

委書記。最後 Sullivan 認為紀檢組織最大的問題仍是不具有獨立性，領導層依靠

紀委來剷除政敵並確保黨的領導，這些問題使腐敗和濫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增

無減。22 

Xuezhi Guo 則是分析中共如何運用中紀委控制黨內腐敗，他指出中紀委在

毛澤東時代並非為了監督中央委員會而設立，中紀委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皆隸屬於

政治局，貫徹黨對黨員的監督。在 1978 年中紀委復設後最重要的工作是平反老

幹部與鬥爭文革派，1983 年至 1987 年間中紀委以 21 個單位取代特別檢查小組。

這時中紀委的權力大增，除了黨內紀檢外，也研究社會問題，以了解如廣東深圳

等地在改革開放後貪腐嚴重的問題。但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時推動黨政分開，導致

中紀委在各部委的紀檢組 75％以上被廢除，之後因天安門事件，黨的領導再次

被強調，中紀委逐漸恢復在各部的紀檢組。23 

雖然 1983 年規定紀委應直接向上級紀委報告黨委與下級領導幹部的瀆職行

為，但在實務上除非上級指示，否則紀委官員很少針對黨委進行調查。2004 年之

前，雙重領導證明對於同級黨委影響地方紀委較有利，地方黨委透過控制資源與

任命權對於地方紀委具有巨大影響力，中紀委在地方的代理人容易受到地方黨委

的控制，這使省紀委經常默許省委幹部的貪腐問題。2004 年 4 月後，中紀委對省

紀委採取垂直管理，地方紀委可在未經黨委授權下對黨委成員進行調查，但是實

際上中紀委與地方紀委若無地方黨委的協助與合作仍然難以進行調查工作。24 

依據 Xuezhi Guo 之引述，Fan 與 Grossman 認為當局選擇性的容忍腐敗作為

一種補償方法，以加強對地方官員的控制。Susan Shirk 則認為黨中央向腐敗官員

                                                      
21 Lawrence R. Sullivan, “The Role of the Control Orga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77-83,” 

Asian Survey, Vol. 24, No. 6 (Jun., 1984), pp. 600-603. 
22 Sullivan, “The Role of the Control Organs, pp. 611-617. 
23 Xuezhi Guo,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9 (Sep., 2014), pp. 600-608. 
24 Guo,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pp. 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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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避免被調查的特殊待遇，作為交換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腐敗是中國經濟改

革政策的一種無意識的副產品，雙方鼓勵當地企業與腐敗官員之間的利益交換，

以建立長期關係。而反腐運動不僅是為了安撫不滿的民眾，也是為了消除某些政

敵，Susan Shirk 甚至認為「腐敗問題已成為後毛時代競爭領導權的有力武器」。

地方黨委和企業間的利益交換深刻影響了地方政治，地方領導人干預地方紀委的

運作，中央面臨來自關係網絡和其他外部干預的巨大壓力，政治和社會關係網絡

的普遍存在降低了反腐倡議的有效性。25 

過勇針對改革開放後紀委改革進行分析，認為健全的反腐機構應具有權威性、

獨立性、專業性和廉潔性。他首先權威性透過省紀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排名與省紀

委書記離任之後的職業發展情況進行紀委書記分析，他指出省委常委排名並不完

全代表省紀委書記在常委會中的地位，但在 2001 年省紀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

任確實提高了省紀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中的排名，而離任後的發展則在 2000 年

後較有機會升遷其他職務。獨立性則從省紀委書記過去的長期任職單位分析，發

現 2000 年以前長期任職於容易發生腐敗的經濟、企業部門的省紀委書記達到一

半左右，2010 年後的省紀委書記則大多長期任職於紀檢、政法等監督機構，且省

紀委書記由異地調動任命比例也在 2005 至 2010 年間提升至 58.1%，較具有獨立

性。專業性則發現 2010 年時具有社會科學背景的省紀委書記比例達 71%，而如

同前述目前大部分省紀委書記都長期任職於紀檢、政法等部門，對於紀檢工作具

有專業性。至於廉潔性過勇則認為目前遭調查的省紀委書記並不多，且貪腐行為

是在擔任省紀委書記前發生，因此省紀委書記仍相對廉潔。26 

從過勇的研究中可發現學科背景與擔任省紀委書記前的職務是否與紀檢相

關是分析省紀委書記「專業性」的依據，而分析省紀委書記卸任後職務則可了解

省紀委書記在不同時期權威性的變化，例如在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大多任至退

休或轉任二線職務，其權威性自然較低，而如習近平時期省紀委書記較有機會轉

任其他非二線且非紀檢職務，權威性則較高。 

過勇指出的省紀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任提高了省紀委書記在常委會排名，

但因兼任省委副書記因此也必須兼任紀檢以外的其他黨務，無法專心於紀檢。27

因此提高排名或許提高了權威性，但降低了專業性，而省紀委書記離職後的仕途，

實際升遷至正部級者從 1989 年 6 月江澤民接任總書記至 2019 年 6 月為止的 193

位省紀委書記中僅有 38 位，且升遷為省政協主席、人民團體正部級職務、巡視

組組長達 27 位，亦即三分之二都是轉入二線職務，而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省

委書記、省長等職務者僅有 11 人，因此升遷為正部級且為實權職務者並不多，

省紀委書記的調動還是以副省級平調為主，且又多為紀檢相關系統內流動。 

省紀委書記屬於長期任職於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系統者，江澤民時期

僅有 12 位，主要是在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才開始較為明顯，這樣的趨勢又與省

                                                      
25 Guo,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pp. 615-621. 
26 Guo Yong, “The E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the Reform Era,”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1(Spring 2012), pp. 7-15. 
27 吳仁傑，「中共調整省級紀委書記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5 期(2007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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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書記的任命有關，在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多由省委選任，不一定會選任具

有紀檢相關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則因採取異地交流與中

央空降等方式任命，中央較偏好選任具有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相關職務者擔

任省紀委書記。 

而學科背景，過勇指出 2010 年時有 71%省紀委書記具有社會科學背景，但

從他的分類中可看到他僅將學科粗分為理工、理工加文科、文科等三類，28但文

科並不等於社會科學，若將文科分類為社會科學與法律、經濟管理、人文等三類

則會發現經濟管理類才是最大宗，而法律、政治等社會科學類背景者以習近平第

一任期時的省紀委書記為例共 14 位，經濟管理背景者則為 18 位，人文類則是 8

位，因此社會科學類並非最多數，但確實大多數社會科學背景的省紀委書記屬於

法律學科，與紀檢工作較具相關性。 

另外中紀委具有將特定系統幹部作為委員的特性，而中央委員會則沒有此類

特性，中紀委常委會成員選任時重視派系平衡與該常委的職務是否與紀檢相關，

這使大部分團派成員難以進入中紀委及其常委會，而中紀委副書記與常委則在江、

胡時期各主要派系都有成員擔任，但相對於兼任監察部部長的副書記在胡錦濤時

期分別由團派的李至倫與溫家寶的舊部屬馬馼擔任，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常委會

中明顯隸屬於上海幫的僅有張惠新一人，顯示出雖然中紀委常委會注重派系平衡，

但上海幫仍然因江澤民的卸任而逐漸沒落，同樣的在習近平時期具團派背景的監

察部部長黃樹賢，也被調離該職務，由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期的部屬楊曉

渡接任，顯示派系領導人卸任後，派系確實會逐漸沒落。 

李世明則指出中紀委書記的選任最重要的亦是派系背景，而具有政治局委員、

省委書記經歷則是必備條件，其次是否具有中央組織部部長經歷是加分條件。但

他認為中紀委書記與總書記為不同派系是一種原則性考量，29若總書記是如習近

平這般不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的領導人，則可選任總書記同派系者擔任中紀委書

記；另外中紀委書記的選任條件因派系為最重要考量，因此不需要具有紀檢系統

經歷，這也使中紀委書記的選任條件無法代表整體紀檢體系的晉升規律。而省紀

委書記的調整，吳仁傑則認為 2006 年後中央透過省委副職精減和換屆改選，大

規模調整省級紀委書記，並以異地交流的方式掌握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加強監

督同級黨委。30 

中共建政後缺乏紀檢人才，而啟用掌握幹部檔案的組織系統官員負責紀檢工

作。當文革結束後，因需要平反老幹部而繼續以組織系統幹部擔任中紀委要職，

並同時培養年輕的紀檢系統幹部建立接班梯隊。80 年代中期平反大致結束而各

地貪腐滋生，紀檢系統幹部逐漸取代組織系統幹部成為中紀委主要組成結構。 

在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常委會納入公、檢、法、審計、巡視等系統與單位協調

反腐工作，並以長期任職紀檢系統的何勇輔佐中紀委書記，加強中紀委的反腐執

                                                      
28 Guo Yong, “The E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the Reform Era, ” p.14. 
29 李世明，「中共中紀委書記選任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11 期(2013 年 4 月)，頁 70。 
30 吳仁傑，「中共調整省級紀委書記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5 期(2007 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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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形成「何勇模式」。習近平時期則改以金流調查使金融背景官員進入常委

會，這也讓中紀委委員的組成結構出現變化。而省紀委書記則幾乎是中紀委委員

保障名額，作為中央在地方代理人的巡邏隊，中央必然會希望將提名權上收。 

因此從江澤民執政後期，就試圖將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上收，採用異地交流方

式任命；胡錦濤時期更增加了中央空降的任命方式，習近平時期則幾乎將任命權

完全上收至中央，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成為省紀委書記最主要任命方式。這都顯

示出中共加強掌控地方監督者的任命，省紀委書記的任命確實在江、胡、習三時

期有所變化。 

 

第四節 主要論點 

本文除了從歷史演進觀察中共「五大」初次設立黨內監察機關，至 1992 年

「十四大」間中共黨內紀檢機關與政府行政監察機關領導層，了解在建政前與建

政後，各時期不同任務反映在人事上的特徵。依此脈絡，本文擬從「代理理論」

（agency theory）與中共人事制度，研究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的紀檢人事演變。 

 代理理論原為經濟學家探討個人或群體之間的風險分擔，主要指雙方對風險

有不同態度時產生的風險分擔問題。31該理論認為委託代理關係應能夠有效反映

資訊與風險承擔成本(表 1-1)，具體而言是針對委託人與委託代理人執行工作中

可能出現兩種問題，第一是利益不一致，委託人與代理人的目標相衝突；第二則

是資訊不對稱，代理人較委託人具有更多資訊，委託人難以監督。32為此委託人

以即時監督 (Monitor)與事後對於對代理人進行獎勵 (Reward)或懲罰

(Punishment)確保其利益。33 

利益不一致與資訊不對稱這兩項問題，容易造成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道德

風險是指委託人與代理人間出現利益衝突時，代理人在不確定獲利的情況下，可

能選擇從任何不被發現的「怠職投機行為」中獲利；而逆向選擇則是委託人聘僱

代理人時，因資訊不對稱而無法確認該代理人是否具有專業能力，於是出現逆向

選擇，選擇並非最佳的代理人。34 

 

表 1-1：代理理論概述 

理論關鍵 委託代理關係應有效反映資訊和風險承擔成本 

分析對象 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 

人性假設 

自利 

有限理性 

規避風險 

                                                      
31 Kathleen M. Eisenhardt,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Jan., 1989), p. 58. 
32  Gary J. Miller,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Principal-Agentmodel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June 2005), p. 205. 
33 Miller,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Principal-Agentmodels,” p. 214.  
34 柯于璋，「政府委託研究案代理問題之探討：一個結合賽局理論與代理人理論的研究取向」，行

政暨政策學報，第 57 期（2013 年 12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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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假設 
成員間將效率作為有效性標準造成部分利益不一致以及

委託-代理間的資訊不對稱 

資訊假設 資訊是可購買的商品 

契約問題 
代理人（道德危機和逆向選擇） 

風險分擔 

問題 
委託人與代理人利益不一致與不同的風險偏好（例如薪

資、監管、舉報） 

資料來源：Kathleen M. Eisenhardt,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Jan., 1989), p. 59. 

 

以委託人的即時監督而言，其中一種方式是巡邏(Police Patrol)，巡邏監督集

中、積極且直接。35以中國政治來說，黨中央仰賴紀檢系統作為黨中央的「巡邏

隊」角色，用以監督作為「代理人」的各級黨委。而各級紀委與黨委同為同級黨

代表大會選出，不同於一般黨委工作部門，他們必須兼具政治與專業性，但是在

階層化的菁英晉升競賽中並非屬於領先群，不具備同級黨政領導人的決策與資源

配置權力。且從中央到地方各層領導，不可能依賴代理人的善意來規避風險，因

此必須依賴另一批代理人作為「巡邏隊」來監督機構並收集資訊。36但巡邏隊的

委託人是何人則會影響巡邏隊是否能有效監督，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

常委會因重視派系平衡，導致最高領導人無法完全掌握中紀委常委會人選。使

得如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常委會成員、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巡邏隊)在軍委副主席

郭伯雄、徐才厚等人(委託人)領導下進行軍事紀檢，對於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而

言，明顯有資訊不對稱問題，而胡錦濤也無法更換該代理人，因此無法解決中

紀委常委會內的代理困境。 

省紀委書記在江澤民時期 91%由本地升遷平調，胡錦濤時期則有 53%由本

地升遷平調，亦即省紀委書記由該省黨委任命。此時的省紀委書記是同級黨委

的代理人，而非中央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的巡邏隊，當激勵與懲罰都掌握於同

級黨委時，省紀委書記難以有效監督同級黨委，因此造成中央在江澤民與胡錦

濤時期難以透過巡邏隊監督同級黨委(圖 1-1)。 

 

 

 

 

 

 

                                                      
35 Mathew D. McCubbins and Thomas Schwartz,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ve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28, No. 1 (Feb 1984), p. 166-168. 
36 張執中、楊博揚，「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14 屆至 19 屆的觀察」，發表於第

十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2 月 22 日，台北，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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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央、地方紀檢委託-代理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習近平上台後透過打貪反腐累積黨內權威性，並在各系統進行大規模人事

調動，寇健文指出習近平上任後透過調查敵對派系貪腐將領，並藉由拆解四大

總部建立新機構作為人事調動基礎對其他將領進行大規模人事調動，以此方式

緩解代理困境。37紀檢系統也同樣透過更換代理人緩解代理困境，習近平將胡錦

濤時期留下的中紀委常委會接班梯隊空降各省或調任其他部門，一步步將中紀

委常委會成員更換為與自己有共事經歷者，避免過去江、胡時期中紀委常委會

資訊不對稱問題。省紀委書記則透過大量的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由中央控制

省紀委書記的任命，習近平時期中央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多由紀檢相關系統選任，

與省紀委書記具有較高的相關性，省紀委書記由地方黨委任命的代理人改造為

中央監督地方黨委的巡邏隊(圖 1-2)，並透過較快速的流動與升遷對省紀委書記

進行獎勵，激勵省紀委書記積極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 

 

 

 

 

 

 

 

 

圖 1-2：習近平時期中央、地方紀檢委託-代理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因此為了避免資訊不對稱，以即時監督的方式選擇適合的巡邏隊進行巡邏，

選擇適合的巡邏隊則會看到胡錦濤、習近平時期凡是透過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

等方式由中央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大多具有紀檢、政法、審計相關經歷的人事

                                                      
37 Chien-wen Kou,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2, (Dec 2017), p. 882. 

最高領導人      中紀委常委會    

習近平、王岐山派系控制   

省級黨委     省紀委書記    

委託人-代理人    
委託人-代理人    

巡邏隊監督    

委託人-代理人    

省紀委書記 

委託人-代理人     

監督困難      

最高領導人       中紀委常委會    

資訊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     

派系平衡     委託人-代理人     

省級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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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由這些中央任命且具有相關經歷的省紀委書記進行巡邏，避免巡邏隊遭

地方代理人擄獲造成資訊不對稱問題，另外也透過事後對省紀委書記的升遷或

平調其他職務進行激勵，確保巡邏隊忠誠於中央的利益。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檢視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中紀委的組成與省級紀委書記的地位

與流動，收集中共 1992 年 10 月第十四屆至 2018 年 10 月第十九屆中央紀律委

員會書記、副書記、常委與委員，以及 31 省市區紀委書記人事資料。 

上述人事資料，主要來自「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與新華網、人民網等人

事資料庫。蒐集中紀委與各省級紀委書記之年齡構成、學歷、資歷、級別、專

長、任期、分口，以及前職與新職進行編碼，比較不同時期的組織與流動特

性。在時間分期上，第 14、15 屆為江澤民時期，16、17 屆為胡錦濤時期，

18、19 屆為習近平時期。而在計算紀委任期時，為符合實際任期選擇以

「月」為單位，但在計算平均任期時，將扣除現任者 31 名。在幹部的進退流

轉方面，由於省級紀委書記為副省級，因此平調指不限職務，同一級別調動；

晉升指不限職務，提升為副省部級，退休則是離開廣義的公務崗位，非正常離

崗者則列為其他項。藉由文獻分析、歷史研究與內容分析法，瞭解江、胡、習

三代領導人之紀檢人事特徵。 

 

一、歷史研究法 

為了綜觀中共紀檢系統的人事變化脈絡，本研究從 1927 年中共五大設立監

察委員會的人事開始分析，探討中共五大設立監察委員會，至十四大江澤民全

面接班前的中央紀檢系統人事結構變化，瞭解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的中央紀檢

系統特徵。 

 

二、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經由文獻資料蒐集，分析中共紀檢系統設立至今的人事變化，使用

大學術搜尋引擎查詢相關文獻進行文獻檢閱，並從中共各官方網站搜尋有關紀

檢人事變化的文件，由於中央委員會與中紀委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黨章涉

及中紀委的條文變更也會對紀檢系統人事產生重大影響，本文以紀檢人事相關

文獻與文件進行人事分析。 

 

三、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透過蒐集各時期中紀委委員及其常委會、省紀委書記人事資料，內

容包含該官員年齡、學歷、現職、長期任職系統、級別、升遷路徑，省紀委書

記則還包含任職時間、是否為異地交流或中央空降、省委常委會排名、與省委

書記過去是否曾在同地任職等，比較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個時期中紀

委、省紀委書記人事晉升與任用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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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文以江澤民至習近平時期即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至 2017 年 10 月

「十九大」為止的中紀委委員及其常委會、省紀委書記為研究對象，本文的內容

安排為：首先在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進行中共紀檢系統人事相關

文獻分析。 

第二章則說明中共為何在五大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後中共在江西瑞

金、陝西延安至第二次國共內戰時中共紀檢機關有何變化，而人事有何特徵，

建政後毛澤東時期中共紀檢機關因黨內政治運動經歷設立又廢止的情況，直到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紀委才復設，其中紀檢系統人事特徵也多有變化，從平反

幹部而任用組織系統幹部到貪腐滋生而開始以紀檢幹部進行反腐工作。延續鄧

小平時期， 

第三章檢視中共「十四大」後江澤民時期的中紀委委員及其常委會特徵，

該時期中紀委委員曾因副部級紀檢官員不足，中紀委委員呈現有近乎一半以上

職務與紀檢無關的情況，而省紀委書記則多由本地升遷或轉任，顯示當時省紀

委書記的提名權掌握於同級黨委而非中央。 

第四章進入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委員由紀檢系統官員占多數，常委會則出

現更加明確的分工，並納入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系統，並發展出「何勇模

式」。省紀委書記則先改為由省委副書記兼任，後又因「減副」改回由省委常委

兼任，而省紀委書記開始以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任命，此任命方式顯示中央掌

握一定程度的省紀委書記提名權，且以中央空降調任者多具有長期紀檢、組

織、政法經歷。 

第五章在習近平時期中紀委常委會的組成出現變化，常委不再僅由紀檢系

統官員出任，隨著王岐山以金流調查貪腐，財經系統官員也開始進入中紀委常

委會，十九大後的中紀委常委會成員也明顯屬於習近平、王岐山兩人派系，顯

示中紀委領導層的選任習近平不再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可獨自選任。同樣的

省紀委書記大量透過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的方式進行任命，而這些省紀委書記

則多具有長期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經歷，也會針對個別省分突出的

問題進行「專項」任命，在省紀委書記的任命上更具靈活性。 

 第六章為結論，綜合分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個時期，中紀委委員

及其常委會、省紀委書記人事特徵的變化並做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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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鄧時期的紀檢人事特徵 

 在建政前與毛澤東時期的紀檢單位因當時背景，經常被設立後又被解散。建

政後毛澤東時期的紀檢機關，雖然相繼成立了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稱

紀委)與隸屬國務院的監察部，但之後因高饒事件導致各級紀委再次被廢，改為

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雖然監察委員會一度擴大委員名額，卻又因文化大革

命而在 1969年中共「九大」被廢。 

 文革後存在大批文革中受害的幹部，此時中紀委的任務是與中央組織部合作

進行幹部平反，直到 1985年平反幹部工作結束。80年代因改革開放各地出現「官

倒」與各式貪污腐敗案件，中紀委與監察部的任務轉為對貪污腐敗案件進行監察，

而中紀委常委會成員也逐漸由組織系統幹部與老幹部轉變為以紀檢系統幹部為

主體。 

  

第一節 紀檢系統的草創與存廢循環(1927-1977) 

 中共直到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時才首次設立紀檢單位，主要設立原

因為當時中共因隨著國民黨北伐，沿途在各省吸收工農黨員，因此黨員人數大增，

至五大召開時已有 57000人。在黨員大增的情況下必須設立紀檢單位進行政治忠

誠調查，另一方面則是俄共在 1920 年的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決定設立監察

委員會(The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並在 1923年正式成立有關。因此中共

五大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內容有關監察委員會條文多

沿襲俄共，例如監察委員會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等，而有關紀律的條文也主要注重

對黨的政治忠誠。38 

監察委員會選舉王荷波擔任首任監察委員會主任，當時中共重視馬克思主義

所重視的工人出身者，主任王荷波、副主任張佐臣、許白昊、周振聲等人均是工

人出身，而楊匏安、劉峻山、蔡以忱則是知識分子，這也反映當時中共黨員工人

出身者與知識分子夾雜的情況。但當時中共面臨 4月南京國民政府的「清黨」與

同年 7 月武漢國民政府的「分共」，中共面臨亡黨的危機，因此監察委員會在當

時並未發揮任何作用，監察委員會主任王荷波在當選同一年 11 月就遭東北軍閥

張作霖處決，39副主任除劉峻山活到 1985 年外，其餘副主任均在 1931 年前死亡

或脫黨。基於以上原因，1927年 12月中共中央即發布《中央通告第二十六號—

—關於監察委員會的問題》決議將監察委員會的存廢留到中共「六大」決定。40 

國民政府分共後，中共於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會議中依據《黨的組織問

題議決案》，決定各黨部組織審查委員會(省委則由監察委員會負責執行)，主要

功能即審查黨員是否對黨忠誠，但也要求盡量在不減少黨員人數的情況下審查。

                                                      
38 吳美華，「中國共產黨紀檢機構的歷史沿革及其職能演變」，中共黨史研究，第 3 期(2009 年 3

月)，頁 19。 
39 當時王荷波身兼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40 文世芳，「五大黨章：首創中央紀律檢查機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 年 3月 1日，

http://fanfu.people.com.cn/BIG5/n1/2016/0301/c64371-28162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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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928年 6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刪除《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

稱「黨章」)中監察委員會的相關條文，而改設立「審查委員會」，雖然同樣由黨

代表大會選舉，但審查委員會在設立目標上不同於監察委員會，亦不同於「八七

會議」後成立的「審查委員會」。因中共「六大」《黨章》第 43 條規定，審查委

員會的功能為「監督各級黨部之財政，會計及各機關之工作起見，黨的全國大會，

省縣市代表大會，選舉中央或省縣市審查委員會。」顯示「六大」當時審查委員

會重視的是黨部財政的監督，當時政治紀律由各黨部自行監督，而這樣的制度變

化可能與「聯共」有關。 

早在 1923 年俄共成立負責政治紀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The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以前， 1921 年俄共即設立中央審計委員會 (Central Auditing 

Commission)，審計委員會的職責為「負責審計國庫數據和中央委員會的黨產」，

中共「六大」於莫斯科召開，甚至非中共黨員的聯共領導人史達林與布哈林也擔

任中共「六大」主席團成員，顯見蘇聯對中共「六大」的主導性。而當時中共財

源主要來自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為此蘇聯對於中共的財政狀況也必然注意，成

立負責財政審查的審查委員會，可能是受蘇聯的影響而成立。 

審查委員會由劉少奇擔任委員會書記，三位正式委員與兩位候補委員均是工

人運動出身，並無一人具有財政相關背景。1929 年劉少奇便被調任中共滿州省

省委書記，且 1928 年毛澤東等人雖已佔領井岡山等地作為根據地，但中共中央

仍然在上海。以當時的交通與通訊技術，「六大」成立的審查委員會無力監督各

根據地的財政狀況，審查委員會注定毫無作為。但由於中共「六大」與「七大」

之間相隔 17 年，因此審查委員會相關條文直到「七大」修改《黨章》前一直存

在中共黨章中。 

雖然《黨章》中規定黨的紀檢相關單位僅有審查委員會，但隸屬政府的行政

監察機關則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有著不同的發展。當時中共於中國各地

建立革命根據地，但黨中央仍在上海，而毛澤東在江西省井岡山建立了根據地，

相繼有朱德、彭德懷等人前去會師。1931年 1月共產國際致電共產國際遠東局，

要求中共成立政府時必須學習蘇聯成立「工農檢查機構」，42同年 11 月中央蘇區

舉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並選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時的常設機關，

並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人民委員會」，而毛澤東則身兼中央執行委員會與

人民委員會主席。 

黨的紀檢機關則在 1933 年 1 月，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省的中央蘇區後

才開始設立。1933 年 9 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

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在中央設立黨務委員會擔任紀檢工作，而省

縣則設立監察委員會，其設立目的是「為要防止黨內有違反黨章破壞黨紀不遵守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選集(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1989 年），頁 302-

307。 
42 張益槐，中國大陸監察制度（台北：唐山，1998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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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決議及官僚腐化等情弊發生」，中央黨務委員會直到 1934年 1月的中共六屆

五中全會才進行選舉，由李維漢擔任書記，原因應與當時中共中央仍由國際派的

秦邦憲、張聞天等人主政有關。因李維漢亦曾赴莫斯科學習，而之後來到中央蘇

區又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經歷上適合負責紀檢工作，且具有國際派背景，受到

黨內最高領導人支持而上任。 

在此要提到的是，按照當時中共「六大」《黨章》規定並無設立中央監察委

員會的條款，因此才改為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與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但實際上

這個決定相當弔詭，若是因當時的黨章中無監察委員會相關規定而設立黨務委員

會，那麼同樣在黨章中也並無規定可設立所謂的黨務委員會；同理地方設立監察

委員會的作法也不符合黨章的規定，因此很諷刺的黨務委員會是為了防止黨章被

破壞而成立，但黨務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不符合黨章的規範。整體而言設立黨務

委員會規避黨章中無監察委員會條例是當時折衷的作法，但仍有許多無法解釋的

情況。 

雖然黨務委員會的設立不符合當時《黨章》的規定，但黨內紀檢機關的設立

仍然有其必要。因當時中共黨章仍僅有監督財政的「審查委員會」，內在原因為

中共在根據地不斷吸收農民黨員，黨員增加的情況下無法完全依賴隸屬政府而非

隸屬於黨的工農檢察委員會進行監察，而外在原因則是自 1930年 11月起國民政

府開始剿共，中共也必須防範黨內有可疑分子。因此既然中共中央業已遷入中央

蘇區，則必須成立黨的紀檢機關維持政治紀律。但以當時的情勢而言，中共自

1930 年開始歷經國民政府五次圍剿，工農檢查部並無太多機會執行其職權，而

中央黨務委員會與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立的時間已是 1933 年 9 月，當時正值國民

政府即將發動第五次圍剿，之後紅軍敗退，1934年 10月中共中央開始進行「長

征」，工農檢察部與黨務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同樣與先前的監察委員會一樣面臨

外患之下無法在中央蘇區發揮太多的功效。 

中共中央 1935年 10月結束「長征」抵達陝甘根據地後，發現當地黨部正在

發動肅反運動，而被當作反黨分子的包括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勳等人，

其中有人回憶若中共中央晚幾日到達陝北，或許上述這些人都將慘遭處決。此時

已在遵義會議掌握中共中央大權的毛澤東宣布暫停肅反，要求時任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董必武兼任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調

查陝北肅反案件。43因此證明中央黨務委員會與工農檢察委員會，雖然在中央蘇

區時期沒發揮什麼作用，但在中共抵達陝北後，此事件證明這兩個組織仍然存在，

中央黨務委員會直到 1943 年才因中共中央組織精簡而終止，在此之前仍負責黨

內監督的工作。
44
 

 雖然中共中央仍保有中央黨務委員會與工農檢察部，但依據先前中共六屆五

中全會的決議，地方應建立而未建立的監察委員會，在 1938 年 9 月召開中共六

                                                      
43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2008年），頁 285。 
44 1935年 12月中共瓦窯堡會議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更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6年再

度更名為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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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

決定在區黨委以下建立監察委員會。相較於過去的監察委員會管理黨的政治紀律，

《黨章》中審查委員會管理黨的財政，六中全會後成立的監察委員會其職責包括

監督黨員對黨的決定的執行、審查黨內機關帳目、對違紀黨員進行處分等，45監

察委員會則必須受同級黨委與上級監察委員會雙重領導。 

 1945年中共歷經了 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後，毛澤東徹底掌握了黨內

意識形態的制高點與絕對的主導權後，相隔 17年再度召開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

亦即中共「七大」，「七大」修改《黨章》，將實際上早已終止運作的「審查委員

會」相關條文刪去，增設中央與各級「監察委員會」條文。但與中共「五大」設

立的監察委員會不同在於，「五大」所設立的監察委員會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

與中央委員會相同，但「七大」決定增設的監察委員會則由中央委員會與地方黨

委選舉，「五大」的監察委員會因權力來自於全國黨代表大會，因此在《黨章》

上即規定「中央及省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但中央及省

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及省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顯示「五

大」黨章中的中央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是相互制衡且平行的。但「七大」《黨章》

則由於監察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與地方黨委選出，因此規定「黨的各級監察委員

會，在各該級黨的委員會指導下進行工作」。但同時還規定，監察委員會的設立

是在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才得以設立，因此監察委員會直到 1955 年 3 月

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才真正設立，至於「七大」為何未設立監察委員會，因為當時

抗戰仍在進行中，抗戰結束後不久爆發國共內戰，因此中央委員會認為此時「非

必要」因而未設立監察委員會。 

1949年 10月 1日中共建政後，由於全國人大等機關尚未建立，因此先由全

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稱《組

織法》)，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下設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

院等機關作為過渡時期的中央政府。而《組織法》內包含將設立隸屬於政務院的

人民監察委員會，其職責為「負責監察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是否履行其職責」。 

人民監察委員會則在同年 10月 19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時設立，與

建政前的行政監察機關相較，人民監察委員會內部機構較明確，列如分設三廳，

各廳負責監察不同系統的官員。46 

從人事層面觀察，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為譚平山，而譚平山除了曾是中共黨

員外，當時譚平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央常委，而這樣的安排是由

於當時中共建政後，為了展現其包容性，中央政府內非要害部門有許多是由非中

共黨員擔任領導人。但中共之後仍在各部設立黨組控制各部部務，以人民監察委

員會為例，主要的權力仍應掌控於身為黨組書記且擔任第一副主任的劉景范手中。 

人民監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由過去中共陝西革命根據地建立者劉志丹之胞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1989年），頁

772。 
46 張益槐，中國大陸監察制度（台北：唐山，1998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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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劉景范擔任，另一個副主任則由曾經加入中共且有法學背景的潘震亞擔任，而

14 名委員則呈現中共與黨外人士各半的情況。如此的人事安排顯現當時甫建政

的中共極其想要展現其願意與黨外人士分享政權的樣貌，但這樣中共與黨外人士

平均於政府機關任職的比例，也隨著之後 1957 年針對黨外人士的反右運動等政

治事件而消失。 

中共「七大」《黨章》曾提到「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成立黨的中央監

察委員會及各地方黨的監察委員會」。但從 1945 年中共「七大」至 1955 年 3 月

設立監察委員會前，黨內並無紀檢機關。但卻在 1949年 11月做出了相當弔詭的

舉動，亦即設立中央與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令人不明白的是，《黨章》已有明

文規定可由中央委員會設立監察委員會，而同年 1949 年 3 月曾召開過中共七屆

二中全會，即使說當時仍處於國共內戰末期，可以解釋為何未在七屆二中全會設

立監察委員會。但隔年 1950 年 6 月也有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因此中共為何

捨棄《黨章》中明文規定的監察委員會，卻急著在 1949年 11月就設立紀律檢查

委員會，其行為令人無法理解。 

1949年 11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

定》，此決定內容表示是為了「克服官僚主義」。47雖說當時中共進入城市後，毛

澤東認為中共黨內出現了官僚主義等問題，因此才有了之後的「三反、五反運動」，

但整體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稱「紀委」)的設立如同上段所述，不僅設立過程不

符黨章規範，甚至《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公告由

黨內元老朱德擔任首任中紀委書記，意即此人事是由中共中央領導人直接決定，

而非透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產生。 

從人事上看，中紀委首任書記由朱德擔任，但從中共建政後朱德參與政事的

情況觀察，朱德雖在「八大」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與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但朱德在建政後出現的次數並不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

等人。這顯示朱德在建政後並沒有太多活躍的表現，這可能也代表著毛澤東擔心

黨內紀檢領導人若過於強勢，會危及到自身地位，因此不希望中紀委具有強勢的

領導人所致。而有趣的是中紀委副書記王從吾、安子文與之後增補的錢瑛三人都

曾擔任中央或地方黨委組織部部長，一方面這是中共偏好以了解黨內組織人事的

官員擔任紀檢職務的思維，另一方面則是當時中共黨內也缺乏對紀檢工作有所經

驗的人才。至於中紀委委員的部分亦由組織人事相關官員佔多數，但也包含司法、

財經、解放軍系統官員。  

地方各級省紀委除部分地區外都成立於 1949 年底或 1950 年初，如 1949 年

12月就成立的天津市紀委，但也有河北省這類在 1955年各級紀委被撤銷前都沒

有成立紀委的省分，而當時省紀委書記的選任與中紀委相同，省紀委書記大多曾

擔任過省委組織部部長，例如首任北京市紀委書記劉曉，曾擔任北京市委組織部

                                                      
47 中共中央，「1949年 11月 9 日 中央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

決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49年 11月 9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8/14801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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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天津市紀委書記黃火青亦同，但也有如王宏坤以解放軍將領身分擔任省紀

委書記。 

自 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以國務院取代原有的政務院後，隸屬政

務院的人民監察委員會也改為監察部。從《監察部組織簡則》觀察，監察部仍是

負責行政監察，其職責是對狹義定義的政府與國營企業進行監察，且特別規定可

在國務院所屬財經部門設立國家監察局，由於當時未設立審計署，監察部也負責

對機關、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合作社的國家資財的收支、使用、保管、核算情

況進行監督。48 

在人事方面，監察部部長由錢瑛擔任，錢瑛早期曾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

幹部，後曾擔任湖北臨時省委組織部部長，建政前的相關經歷也多是組織人事機

關任職，建政後則歷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之後的中南局)組織部第一副部長、部長、

紀委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人事部部長等工作，1952年 11月則被調至中央擔

任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則擔任新設的監察部部長。 

雖然監察部副部長有兩位黨外人士，實際上他們都與中共關係密切。副部長

僅有李景膺、程坦具有地方組織部工作經歷，劉景范則是先前擔任人民監察委員

會第一副主任與黨組書記職務，王翰先前則曾是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1955 年中共廢除中紀委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部部長錢瑛主要在中央監察

委員會工作，因而由王翰擔任監察部常務副主任，負責監察部日常工作。49 

從人事上觀察，由於先前已有人民監察委員會，部分官員已具有監察的實務

經驗，不再需要如同先前成立人民監察委員會時，大量任用組織人事系統的官員，

而是紀檢與組織人事官員並用。雖然部內容納黨外人士，但實際上都是與中共關

係密切者，因此中共實際上牢牢掌握了監察部，但監察部也在成立五年後在法律

虛無主義氣氛下被廢，行政監察在毛澤東時期不再出現。 

1955 年中共召開了只有為了解決重大問題時才會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而

此次會議的目的除了通過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外，最重要的是為了解決「高崗、

饒漱石事件」。高饒事件涉及中共黨內最高層的政治鬥爭，50而為了對此事件定性

召開全國代表會議，但同時中共黨內的紀委，被認為「組織和職權已不能適應在

階級鬥爭的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的任務」，因此遭到撤銷，轉而成立中共「七大」

《黨章》中所規定的「監察委員會」，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像高崗、饒漱石反黨

                                                      
48 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組織簡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21 期(1955

年)，頁 1013。 
49 鍾延麟，「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第 2 期(2014年 6 月)，頁 268。 
50 高饒事件起因於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處理稅制問題不滿，當時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的高崗認為這是毛澤東將反對劉少奇與周恩來的訊號，因此高崗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言語攻

擊劉少奇與時任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而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則是與劉少奇和中央組

織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鬧不合， 之後高饒兩人四處串聯，甚至拉攏林彪與彭德懷，但鄧小平與

陳雲則不同意打倒劉少奇與周恩來，因此上報毛澤東，由毛澤東不點名批評高崗後再由劉少奇

主持中央會議批評高崗結黨營私，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也針對高崗進行批評，之後高崗自殺，而

饒漱石被捕，高饒事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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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51但首先高饒事件是中共最高層

的政治鬥爭，不夠強勢的朱德領導下的中紀委又如何能夠防止?即使是之後成立

的監察委員會也無法防止文化大革命這類黨內鬥爭發生，甚至監察委員會也在文

化大革命爆發後不再運作，1969年中共「九大」修改《黨章》時甚至直接刪除有

關監察委員會的相關章節。 

其次中共「七大」《黨章》規定監察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設立，

並由中央全體會議選舉之。但全國代表會議其性質較像是全國黨代表大會而非中

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即使全國黨代表會議有 62 位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出席，但

仍不是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名義選出，中央委員會僅是做出「批准」，52這樣的

做法仍然是不符合當時黨章規定的。 

據 1955 年 5 月 6 日，經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監察

委員會工作細則》，規定中央監察委員會設立常務委員會，53使中央監察委員會出

現現今中紀委領導層結構的雛形，由書記、副書記、常委、後補常委、委員、候

補委員組成，與現今中紀委常委會由書記、副書記、常委組成接近。 

而人事方面則由中共黨內元老董必武擔任書記，董必武與毛澤東是僅有的兩

位曾參加過中共一大且到中共建政後仍擔任領導高層的人物。早在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成立時就已擔任最高法院院長與工農檢查委員會副主任，之後也曾擔任中央

黨務委員會主任執行黨內紀檢工作，學歷上則具有法學背景，建政後擔任政務院

政法委員會主任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建政之初無論是五四憲法的起草或制

定刑事、民事程序審理規則都可見到董必武的身影，因此可說董必武是中共黨內

的法學專家。 

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時，董必武仍然身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之後請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職務，毛澤東則讓董必武擔任國家副主席，而從 1955 年中央監

察委員會選出到 1969 年中共「九大」將《黨章》中有關中央監察委員會相關章

節被刪除為止，董必武都是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但他在 1954年至 1959年期間

也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身兼數職的情況下難以想像他能夠在中央監察委員會

工作上發揮作用，且董必武與先前中紀委書記朱德相同，在中共建政後重要性不

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甚至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也僅是中央政

法小組的組員，位居政法小組組長彭真之下。 

之所以選擇董必武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與先前選擇朱德擔任中紀委書

記原因相同，兩人特徵均是黨內元老，但卻沒有太多實質政治影響力，擔任黨內

紀檢領導人不會對毛澤東的權威造成威脅，由董必武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較

像是給予具有法律專長又是黨內元老的榮譽職，並不負責常務工作。 

                                                      
51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 年），頁

133-136。 
52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 年），頁

134。 
53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細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 年 8 月

19 日，http://fanfu.people.com.cn/GB/143349/165093/9892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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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書記則由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瑛、劉錫五擔任，首先劉瀾濤在國共

內戰期間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之後被調任中央任中共中央副

秘書長，作為秘書長鄧小平的副手，從這些經歷看劉瀾濤的角色既有組織系統背

景，也曾參與調查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54又曾擔任中央副秘書長對於整體黨

務有所了解，因此才被選為名列第一的副書記。 

其餘四位副書記則可看出大致分工，譚政當時是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明顯是監察委員會內的解放軍代表負責軍紀，王從吾的經歷則幾乎都是擔任各地

方黨委組織部部長，在先前則曾擔任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具有執行黨內紀檢的經

驗。錢瑛則是監察部部長負責行政監察，劉錫五則同樣是組織人事系統官員，曾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與東北局擔任組織部部長，之後擔任吉林省省委書記，從這樣

的布局來看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階層仍然是組織人事系統獨大，但相較於先前

的中紀委，中央監察委員會已可看出大致副書記分工雛形。 

從 1955 年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人事觀察，領導層主要分成組織、紀檢、

政法、解放軍四大系統為主，但很明顯的具有組織人事經歷者在此時更容易進入

中央監察委員會(表 2-1)。在 1950年代擔任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 10人中，有

6人先後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任職，顯然此時的中共認為掌握各幹部檔案的組織人

事系統官員，是最適合進行黨內紀檢的人選。 

 

表 2-1：1955年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組織系統任職表 

姓名 中央監察委職務 1955年前擔任組織系統最高職務 

王從吾 副書記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錢瑛 副書記 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 

劉錫五 副書記 中央北方局、東北局組織部部長 

吳溉之 候補常委 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帥孟奇 候補常委 中央組織部外交外貿處處長 

李士英 委員 中央山東分局組織部部長。 

徐立清 委員 解放軍總政治部總幹部部副部長 

馬明方 委員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高揚 委員 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部長 

張鼎丞 委員 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 

朱明 候補委員 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第一副部長 

龔子榮 候補委員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1955年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處理高饒事件後，很快的隔年 1956年 8月中共

召開第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八大」上毛澤東當選了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

                                                      
54 杜尚儒、楊曉榮，「劉瀾濤的曲折人生」，新西部，第 1 期(2014年 1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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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周恩來等人則擔任副主席，鄧小平擔任新設立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八

大」仍然修改了《黨章》，但有關監察委員會條文與「七大」《黨章》相比沒有

什麼變化，監察委員會仍由各級黨委而非黨代表大會選舉，亦即監察委員會仍

是同級黨委的下屬機關，並將各級黨委「指導」各級監察委員會改為「領導」。
55 

八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後，從人事上看，與一年前全國

代表會議選出的人選並無太大差異，僅有少部分人因轉任其他職務而不再擔任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共在「八大」召開的同年完成了農業合作化，社會主

義改造基本完成，私人企業則在先前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也逐步透過公私合營

方式徵收，1957年反右運動則讓大批知識分子與部分官員(例如中央監察委員

會委員、監察部常務副部長王翰)被劃為右派進行打壓，整個社會已由中共一手

掌握。 

大躍進時，毛澤東為鼓勵群眾，於 1958年 8月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表

示「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56劉少奇則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

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57負責管理檢察、司法的中央

政法小組在 1958年發表《關於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

報告》，內容表示「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看，已經沒有必要制

定了」，58立法工作停止，由於強調「黨的領導」，隸屬於國務院負責行政監察的

監察部，也在 1959年 4月以國家管理體制調整名義裁撤，職能由隸屬黨中央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原監察部部長錢瑛持續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擔任副書記，

副部長李世璋、李景膺、潘震亞則分別轉任江西省副省長、中共貴州省委書記

處書記、江西省副省長。 

大躍進的失敗導致數千萬人喪生，在這樣的氣氛下先在 1962年初召開了

「七千人大會」討論農業與經濟問題，同年 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也在這樣的氣

氛下開幕。本次會議上通過《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內容擴大各級監

察委員會委員名額，增選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21人，候補委員 21人，中央監

察委員會人數達到 60人，要求大部分委員都須是專職，並開始對國務院各部門

派出監察組，59是現今中紀委派駐各國家機關進行監督的派駐制度濫觴。 

此次也改選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領導成員，但大致上仍於 1955年、1956年

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相同，書記仍是董必武，原副書記劉瀾濤則在 1960

年 11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本屆由解放軍大將張雲逸接任副書記職

務，因此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中有了兩位解放軍代表(另一位為蕭華)，但張

                                                      
55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數據庫，「中國共產黨章程（1945年修改）」，中國共產黨新

聞網，1945年 6 月 11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442095.html。  
56 王小龍，「誤解與真義:毛澤東“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講話辨析」，毛澤東思想研究，第 5

期(2015年 9 月)，頁 31。 
57 王小龍，「誤解與真義:毛澤東“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講話辨析」，頁 33。 
58
 周永坤，「政法委的歷史與演變」，炎黃春秋，第 9 期(2012年 9 月)，頁 7。 

59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年），

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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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逸在建政後疾病纏身，曾到蘇聯治病，建政後的職務多是如中央委員、全國

人大常委會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等雖然位高但非常務型的職務，在 1962年擔

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應也無法發揮太多作用，與書記董必武相同，不負責

常務工作。 

特別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的新進的李運昌、馬國瑞、袁任遠三人，

三人共同特徵是他們既無紀檢經驗也無組織人事系統經歷，而至於為何甄補三

人擔任常委，應與當時大躍進過後各省忙於恢復經濟，由深具地方經驗的三人

擔任常委有助於中央監察委員會進行對於地方官員的監督。 

從此次八屆十中全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人事觀察，書記、副書記基本維

持與 1956年相同，新進的常委與候補常委出現了與過去不同的狀況，長期在地

方任職的官員進入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過去的系統來源更加多元化，但明顯

的副書記階層仍是組織人事出身官員的占多數。不過近四年後文革爆發，中央

監察委員會停止運作，中央監察委員會或許能抑制黨內官僚主義的發生，但仍

然無法阻止黨內高層鬥爭的出現，而諷刺的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即是認為

黨內出現官僚主義與走資派，因此毛澤東不再需要中央監察委員會。 

1966年 5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通知》（五一六通知）表示中共內部已出現走資派與修正主義者，必須將其打

倒，之後劉少奇、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人相繼被打倒，中央監察委員會既然是

為了抑制黨內官僚主義而存在，那麼出現了這麼多黨內「走資派」與「修正主

義者」，中央監察委員會自然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文革開始後中央監察委員會先

是停止運作，1969年中共「九大」修改《黨章》直接將監察委員會相關條文刪

除，各級監察委員會正式撤銷。 

 

第二節 幹部平反與查緝貪腐 (1977-1992) 

1976年 9月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在華國鋒與其他黨內元老的合作下被剷

除，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正式繼任毛澤東的職

務。1977年 7月中共召開十屆三中全會，華國鋒被全會追認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與中央軍委主席，而 1976年華國鋒已接任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唯一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黨

政軍三職的領導人，復出的鄧小平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

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全會決定提前召開中共「十一

大」，同年八月召開「十一大」並再次修改《黨章》，恢復設置各級紀律檢查委

員會的條款，規定各級紀委由同級黨委選舉產生。 

由於華國鋒權力繼承於毛澤東，因此提出「兩個凡是」堅持毛澤東的「繼

續革命」論，且華國鋒是文革受益者，對於文革採取肯定的態度，這讓鄧小平

等在文革中受害的老幹部無法接受，許多老幹部也無法獲得平反。為此鄧小平

的親信胡耀邦先是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替平反幹部的輿論作準備，1977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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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胡耀邦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開始平反文革中受害幹部，601978年中央黨校刊

物《理論動態》刊登南京大學胡福明教授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後，文章被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形成了「真理標準大辯論」。由

鄧小平、陳雲等人主導的務實派與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兩派對決，「凡是

派」在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遭到批評，之後的同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凡是派」潰敗，由鄧小平與陳雲等黨內元老取得勝利。 

但此時的華國鋒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十一屆

三中全會正式復設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紀委)，由陳雲擔任第一書

記，不同於先前的朱德與董必武，陳雲當時是鄧小平盟友，掌握實權，而紀委

的設立是為了制衡並分散仍身為黨主席的華國鋒權力，整肅不認同十一屆三中

全會後政策的黨員，61並與中央組織部合作平反幹部。 

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紀委成員，可發現與過去中紀委或中央監察委員

會完全不同的情況，首先第一書記陳雲，過去一直都負責經濟政策規劃，被認

為是改革開放期間唯一能與鄧小平抗衡的中共領導人。62此時陳雲擔任中紀委第

一書記外還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由陳雲擔任這些職務是為了持續制衡

華國鋒與黨內文革期間崛起的文革派官員，這顯示出中紀委若由單一派系掌握

容易成為打擊敵對派系的工具，另外當時中紀委重要工作是持續進行平反幹部

的工作。 

第二、第三書記則是鄧穎超與胡耀邦，鄧穎超是周恩來妻子，在十一屆三

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與鄧小平兩人早在留法期間就已認識，鄧小平

與鄧穎超兩人也熟識，因此可視為鄧小平的政治盟友。 

胡耀邦與鄧小平兩人的接觸應始於 1949年，胡耀邦當時擔任 18兵團政治

部主任，之後 18兵團進入四川不久後編入劉伯承與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

之後在川北任職，與當時主持西南局的鄧小平有較多接觸。之後胡耀邦調任北

京長期在共青團中央任職，也是鄧小平的建議，1962年轉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

記兼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則是湘潭地委第二書記，1963年短暫調回團中央

後，隔年再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文革中的胡耀邦也受到批鬥，1973

年鄧小平復出後，胡耀邦在鄧小平支持下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之後隨著鄧

小平再度下台而辭職，但不久後鄧小平又再次復出，也提拔胡耀邦擔任中央黨

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務協助鄧小平掌握輿論與人事安排，63十一屆三

中全會召開時胡耀邦仍是中央組織部部長，雖然同年 12月轉任中央秘書長，但

仍然負責平反老幹部的工作，而這也是他擔任中紀委第三書記的原因。 

常務書記黃克誠是解放軍將領，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批評大躍進，被打為

「彭張黃周反黨集團」之一，撤銷黨內與軍中職務，1965年擔任山西省副省

                                                      
60 平反幹部實際上不僅平反文革中受害幹部，也包括更早以前 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

派的幹部，之後甚至中共建政前的冤案也進行平反工作。 
61
 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鄧小平：革命人生（台北：聯經，2016 年），頁 342。 

62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五版)（香港：天地，2011年），頁 8。 

63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五版)，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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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文革期間同樣被批鬥，1977年才再次復出擔任中央軍委顧問，擔任中紀委

常務書記則是負責軍中幹部平反，但最大目的是要平反劉少奇以及審理林彪、

江青等案，這些案子都由黃克誠親自指導中紀委與中央組織部進行調查工作。64 

副書記與常委過去工作經歷相當複雜，有紀檢、組織人事系統官員也有外

交、政法系統官員(表 2-2)，但他們的共同點皆是建政後擔任正副部級職務幹

部，且在文革中幾乎都曾經被迫害，他們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經驗使他們適合擔

任平反幹部的工作。 

 

   表 2-2：第十一屆中紀委副書記、常委主要任職系統 

系統 人數 

組織 6 

宣傳 6 

黨務65 5 

政法 4 

解放軍 4 

經濟 3 

紀檢 2 

交通 2 

外交 2 

人大 1 

農業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本屆中紀委常委會成員觀察，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鄧穎超、胡耀

邦、常務副書記黃克誠，陳雲、鄧穎超都是黨內元老與鄧小平同輩，一人是當

時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另一人則是政治局委員，胡耀邦是鄧小平心腹協

助平反老幹部，黃克誠則是 1955年受銜的解放軍大將，之後則是鄧小平擔任中

央書記處總書記時分管軍務的書記，這樣的安排可看出本屆中紀委與過去中央

監察委員會的人事安排性質完全不同，過去的中紀委與中央監察委員會領導人

雖是黨內元老，但都是屬於位高但權不重者，顯然毛澤東並不想讓黨內紀檢機

關有太大的權力，而第十一屆中紀委第一、二、三書記與常務書記建政前就已

是黨內握有實權的高層或高層關係人，由他們擔任黨內巡邏隊領導人主要是為

了對不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改革開放路線不滿的黨員進行整肅，並進行

平反幹部工作。 

另外第十一屆中紀委明顯是老幹部的群聚地，十二位副書記與二十四位常

                                                      
64
 何立波，「黃克誠在中紀委」，檢察風雲，第 20 期(2008 年)，頁 66-68。 

65 黨務指擔任時間較短或未擔任特定系統職務，任職經歷多擔任黨委常委、副書記、書記等職

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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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均是建政前即已入黨的老黨員，建政後則多是中央或地方領導正副部級幹

部，多數在文革中受過迫害，因此相當適合擔任平反工作。1982年中央顧問委

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成立後，第十一屆中紀委副書記與部分常委入選中顧委

委員，第十一屆的中紀委副書記與常委的當選與他們是否曾擔任紀檢或組織人

事職務無太大關係，主要是他們都在文革中被迫害，適合平反工作，且將中紀

委作為中顧委成立前，被平反的正副部級幹部安置處之一。 

1980年 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並設立

總書記職務，此時設立的中央書記處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

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總書記與其他成員由中央委員會選舉，此時的中央書記處

是實際上日常最高決策機關，66而這樣的安排自然是為了持續削弱中央主席華國

鋒的職權，本次會議上也有人提議復設「中央監察委員會」並與中央委員會並

立，但遭鄧小平拒絕。67 

同年 8月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出黨政分開原則，68兼

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與兼任副總理的鄧小平、陳雲等人都在 9月的第五屆全

國人大第三次會議辭去政府職務，最後華國鋒在 1981年 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辭

去中共中央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中央主席由胡耀邦擔任，軍委主席則由

鄧小平接任，華國鋒淡出黨政高層。 

1982年 9月中共召開「十二大」，本次修改《黨章》規定各級紀委仍受同

級黨委與上級紀委領導，但紀委不再由黨委選舉，而是由黨代表大會選舉。但

以中央為例，中紀委每屆第一次全會選出書記、副書記、常委，需報中央委員

會批准，第一書記則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 

在人事方面，「十二大」選出的中紀委領導成員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

紀委常委會相比，人數大幅減少，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會成員一共有 40

人，而十二屆中紀委常委會僅有 11人。即使算上 1983年 10月中紀委第十二屆

第三次全會增選的兩位常委也僅有 13位，原因是「十二大」設立了專門容納老

幹部的中顧委，十一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紀委常委會成員大多都進入中顧委或

是僅擔任中紀委委員，但這些擔任中紀委委員的老幹部們也都在 1985年全國代

表會議後退出中紀委。 

十二屆中紀委第一書記仍是陳雲，「十二大」《黨章》規定必須由政治局常

委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就已是中紀委第一書記，而

其他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與趙紫陽在鄧小平指導下進行經濟改革。葉劍英則是

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李先念負責外事領導工作，因此先前就已是中紀委

第一書記的陳雲毫無意外的留任，而陳雲不同於過去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任與

日後的中紀委書記。陳雲黨內地位與鄧小平平起平坐，能夠在中紀委當中選任

自己的親信而不需要受制於鄧小平，因此在第十二屆中紀委常委會中可看到過

                                                      
66
 趙建民，中國決策：領導人、結構、機制、過程（台北：五南，2014 年），頁 99-100。 

67
 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8 年），頁 226。 

6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1989年），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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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受陳雲領導任職於財經系統的官員進入常委會。 

前任第二書記鄧穎超，在當選中紀委第二書記後不久就擔任新設立的「中

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要負責對台事務，中共「十二大」後不再

擔任中紀委第二書記，1983年 6月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負責統戰。本屆第

二書記則由黃克誠擔任，此時的黃克誠已經 80歲，且在 1979年左右就已雙目

失明，69而由黃克誠繼續擔任中紀委第二書記應是為了持續平反幹部，平反幹部

工作直到 1985年才基本結束，70該年 9月黃克誠也因健康因素辭去領導職務，

在隔年 12月過世。 

常務書記由王鶴壽擔任，王鶴壽在 1938年抗戰期間擔任中央組織部幹部科

科長，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即是陳雲，1941年 8月又擔任陳雲政治秘書。建

政後陳雲主管經濟事務並曾兼任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則在 1952年接任重工業

部部長，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鶴壽也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從這一些關係上

可看出王鶴壽早在延安期間就已是陳雲部屬，建政後亦同，所以陳雲會選擇王

鶴壽負責中紀委常務工作其來有自。 

「十二大」的中紀委常委會因中顧委的成立，1910年前出生的老幹部或擔

任中顧委委員，或只擔任中紀委委員，領導層的陳雲留任毫無意外，黃克誠則

是繼續負責平反工作。王鶴壽、韓光則皆曾為陳雲部屬與陳雲有共事關係，王

從吾雖然是 1910年出生，但他是建政後長期擔任紀檢與組織人事系統官員，應

是為了協助王鶴壽而留任。其餘四位書記當時年齡都在 70歲以下，經歷雖然不

一定與紀檢、組織人事有關，但都曾受過迫害，而這樣的經驗應是他們擔任副

書記的原因之一，常委的部分則又顯示組織人事系統官員獨大的特色，從蔡順

禮的資料上也可看到常委必須分管不同地區的紀檢工作。71 

1983年中紀委第三次全會增選劉麗英、包玉山為常委，兩人相較於其他常

委相當年輕，分別是 50歲與 54歲，明顯是為了讓中紀委常委會年輕化，兩人

都是 1979年中紀委復設後負責調查林彪、江青案專案組成員。72之後進入中紀

委內部處室負責日常紀檢工作，劉麗英 1997年當選第十五屆中紀委副書記，長

期在紀檢體系工作，被認為是「雙規」制度的發明者，73中紀委也從這時候開始

任用長期在紀檢系統工作的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因為改革開放後貪污腐敗

的事件也開始大量出現，因此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的官員變得重要，這也使中

紀委開始產生由具長期紀檢職務經歷者擔任中紀委常委會成員的趨勢。 

                                                      
69 羅元生，「臨終前拒絕治療的大將黃克誠」，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年 6月 1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8/14801461.html。 
70 人民網，「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人民網，2002 年 3月 27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12071.html。 
71 人民網，「蔡順禮」，人民網，2002年 3月 27 日，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126778/130393/7587864.html。 
72
 李鴻谷、金焱，「劉麗英：創造中國反腐傳奇」，人民網，2002年 3月 27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tupian/7162/7661/7662/20020327/696278.html。 
73
 人民網，「“雙規”從嚴：透明度法制化是方向」，人民網，2015年 3 月 19日，

http://gx.people.com.cn/BIG5/n/2015/0319/c179485-24212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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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本次會議是因為十二屆四中全會年事已高的中

央委員與中紀委委員集體退休，必須補選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

員。因此中紀委領導層也進行了人事調整，陳雲仍是中紀委第一書記、老部屬

王鶴壽則升任第二書記，韓光升任常務書記，書記與常委也都增補新人加入，

但常委以上職務仍只有兩位是 1930年後出生，整體中紀委常委會仍然偏老。 

黨的紀委雖然在 1979年就復設了，但隸屬國務院的監察部卻直到 1986年

才決定復設，並在 1987年正式辦公。當時由於強調黨政分開，因此監察部不與

中紀委合署辦公。復設後首任部長是尉健行，尉健行先前是中央組織部副部

長，協助當時的部長喬石，1985年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平反工作，受到

當時總書記胡耀邦的支持與賞識，但也因此 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被認為是胡耀

邦派，74因此才轉任到與先前擔任中組部部長相關的監察部。 

起初的副部長有劉鳴九、徐青、何勇、馮梯雲，劉鳴九、徐青都曾任中央

部委紀檢組組長。何勇在尉健行擔任中組部部長任內，是中組部副部長，負責

考察中央與國務院副部級以上官員。何勇與尉健行兩人關係密切，甚至是在同

一時間被調到監察部，75日後何勇歷任監察部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央書記處

書記，是輔佐之後胡錦濤時期中紀委書記的重要紀檢官員。直到中共「十八

大」後才退休。馮梯雲則是中共「十三大」後才甄補的，由於「十三大」強調

黨政分開，馮梯雲當時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1988年 2月由中共中央推薦

擔任監察部副部長，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位擔任政府副部長的黨外人士。76 

從部長與副部長人事觀察，相較於中紀委常委會，監察部的領導層更具紀

檢與組織人事的經歷。因為中紀委自復設以來就一直在進行平反工作，實際紀

檢不是最重要的，且當時文革剛結束又必須要制衡華國鋒與黨內文革派，又要

安排老幹部去處，因此中紀委的任命充滿了政治考量，並不一定具有紀檢經

歷，但 1987年監察部設立時，改革開放已近 10年，各地貪腐案件開始滋生，

平反幹部工作業已大致結束，加上監察部隸屬於國務院，高層人事任命不需要

如此多的政治考量而是可以聚焦在官員的經歷上，且年齡上也相對中紀委常委

會年輕。 

1987年中共「十三大」，總書記胡耀邦在同年稍早前被鄧小平、陳雲等黨

內元老們強迫辭職，總書記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並在鄧小平指導下繼續

進行經濟改革。本屆同樣選舉了中央委員、中紀委、中顧委等三委，並首次採

取差額選舉進行選舉，並再次修改《黨章》。由於鄧小平、陳雲等元老不再擔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刪除了「十二大」《黨章》中規定中央軍委主席、中紀委

第一書記、中顧委主任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相關條文，而這是為了方便鄧

小平與陳雲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與中顧委主任的安排。本次大會首次審查了中紀

                                                      
74
 仇佩芬，「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打貪第一功臣」尉健行病逝」，風傳媒，2015 年 8月 7

日，http://www.storm.mg/article/60470。 
75
 兩人均在 1987 年 6月調至監察部擔任部長與副部長。 

76
 民建中央，「各界人士送别馮梯雲同志」，民建中央，2016年 9月 27日，

http://www.cndca.org.cn/mjzy/xwzx/mjxw/110131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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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政治報告，這是「十二大」《黨章》所做出的規定，中紀委的政治報告歷屆

以來僅有「十三大」、「十四大」對外公開過內容，之後各屆並未公布內容僅公

布大會對報告的決議。 

陳雲本屆不再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轉而接任中顧委主任職務，本屆中紀

委也不再設置多位書記，僅有書記一人、副書記與常委若干人，而這樣的常委

會結構延續至今，但還是有些微的不同。例如當時講求黨政分開，因此監察部

部長並不像「十四大」後那般兼任中紀委副書記。 

本屆由喬石擔任中紀委書記，喬石從職務上觀察與胡耀邦關係密切，胡耀

邦擔任總書記時，喬石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之後

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1986年也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時任總理的趙紫陽

工作。由於同時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因此分管政法口，具有組織工作經歷並

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喬石擔任中紀委書記表明，中紀委任務已從平反幹部轉

向為對黨員進行監督。因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已導致各地貪污腐敗，尤其是當

時的「官倒」現象普遍，中紀委與各級紀委必須將黨內紀檢當成首要任務。 

副書記陳作霖、李正亭、肖洪達三人均在前屆中紀委擔任書記或常委，三

人年齡分別是 64、69、69。陳作霖在進入中紀委前曾擔任浙江省紀委書記，

1985年增選進入中紀委後擔任書記並兼任秘書長；李正亭的經歷明顯是組織人

事系統的官員，而此時他又多了五年紀檢工作經歷；肖洪達的角色比較像是中

紀委的軍方代表，他在建政後曾擔任時任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辦公室主任，葉

劍英在 1985年 9月全國代表會議退休後，肖洪達也與葉劍英同進退，不再擔任

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轉任中紀委書記。三人系統分工明確，陳作霖紀檢、李

正亭組織、肖洪達軍紀，較過去中紀委副書記更有分工的模樣。 

第十三屆中紀委常委會結構已具備現今中紀委的格局，因中紀委任務由平

反幹部轉化為紀律檢查，無論是書紀、副書記、常委都比先前幾屆分工明確，

常委會成員過去任職系統也多是紀檢、組織、經濟等與查緝貪污腐敗有關的系

統，但本屆因強調黨政分開，負責行政監察的監察部領導人沒有進入中紀委常

委會，因此第十四屆中紀委常委會才是延續至今的中紀委常委會結構。 

1980年代，中國存在官價與市價，加上改革開放後全力發展經濟，導致全

國各地貪污腐敗案件大量出現，官倒現象普遍，77成為 1989年六四事件重要的

成因之一。六四事件後，總書記趙紫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被撤職，總書記職務

由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任，並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得到追認，鄧小平則在 11

月的五中全會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六四後中共開始進行對

民運分子清查，並在黨內進行審幹，清除參加學運的「反革命分子」。 

同年 11月第十三屆中紀委第五次會議，此次會議增選曹慶澤、謝勇為常

委，兩人都是 1932年出生，並在地方擔任省紀委書記，而此時增補較為年輕的

兩人，是為了使中紀委常委會持續年輕化，並建立接班梯隊。隔年副書記肖洪

達年齡達到 72歲退休，由常委王德瑛接任副書記，並增補 50年代就已擔任監

                                                      
7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年），頁 93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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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部監察專員並在文革後則擔任中紀委第四紀檢室主任、幹部室主任的陳達之

擔任常委。 

六四事件後，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副總理姚依林在陳雲指導下，對改革開放

造成牽制，六四事件使鄧小平權威受損，改革開放看似岌岌可危，但鄧小平先

透過國務院人事改組，由支持改革開放的朱鎔基擔任副總理，削弱李鵬與姚依

林影響力，之後 1992年 1月鄧小平南巡，對江澤民不能持續推行改革開放表達

不滿，之後解放軍將領與喬石等高層決定支持鄧小平，保守派只好妥協，78而中

共「十四大」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召開。 

中共「十四大」於 1992年 10月召開，本次大會政治報告確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解決了「資社問題」，且還廢除了保守派元老群聚的中顧委，阻斷了

元老干政的管道。之後元老李先念、陳雲、鄧小平相繼過世，江澤民時期也正

式開啟，而中紀委的人事結構則延續鄧小平時期更加深化制度，以長期任職於

紀檢系統的幹部為中紀委常委會成員的趨勢也持續發展。 

 

本章小節 

自中共五大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後到毛澤東時期結束，無論是黨內紀檢或

政府行政監察機關，都不是很重要。建政前是因為當時時代混亂，中共經常面

臨被國府圍剿的危機，擔任黨內紀檢的領導層或死亡或僅將紀檢職務作為兼

職，並沒有發揮太多作用。「六大」後的中央審查委員會甚至僅剩下財務審查的

功能，而當時選任紀檢領導人的標準則是以工人出身為主。中共在中央蘇區建

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的工農檢查部也是照搬蘇聯模式，一方面要處理土地分

配問題，一方面又面臨圍剿，監督黨與政府自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黨內紀檢

的黨務委員會，並不符合當時黨章的規範，而由於當時的領導人秦邦憲為黨內

國際派，自然也會挑選曾經留蘇又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擔任中央黨務

委員會書記，這也充分展現出最高領導人選任自己信任者擔任黨內巡邏隊領導

人，避免資訊不對稱的特性。 

中共「七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可在「必要」時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

但顯然毛澤東當時認為沒有必要，歷經國共內戰與建政後，中共中央卻放著黨

章中所規定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不管，決定設立中紀委與各級紀委，並直接決定

由朱德擔任領導人。朱德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兩人共通點是同是黨

內元老但手中卻沒有多少實權，而廢除中紀委的原因是認為中紀委無法處理黨

內鬥爭。但同樣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也在文革時期被取消。 

從這些狀況就可觀察出，毛澤東既需要黨內巡邏隊對黨內官僚主義進行整

肅，但也必須讓朱德與董必武等不具政治實力的人物領導黨內巡邏隊，避免身

為黨主席的毛澤東權力遭到制衡。這個時期無論是隸屬於黨的中紀委、中央監

察委員會或是隸屬於政府的人民監察委員會、監察部，常委會的人事上都很明

                                                      
78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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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大量任用組織系統官員，原因是建政前紀檢機關的缺乏使黨內缺少熟悉紀檢

事務的官員，因此必須任用熟悉黨內組織人事與手握幹部檔案的組織系統官員

進行紀檢與監察。 

文革後，中紀委復設，主要任務除了對不認同改革開放政策的幹部進行整

肅外，最重要的是負責與中組部合作對文革中受害幹部進行平反。這個原因使

中紀委充滿與紀檢、組織人事系統無關，卻都在文革中受害的老幹部們。由於

他們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使他們相當適合進行幹部平反工作，加上當時中顧

委尚未設立，中紀委成為收納老幹部們的去處之一，而平反幹部的工作持續到

了 1985年，老幹部們也在這一年退出中紀委。這個時期中紀委由陳雲領導，陳

雲黨內地位與鄧小平平起平坐，中紀委常委會成員也有不少是陳雲的舊部或財

經系統官員，另外也開始培養紀檢系統幹部進入常委會，建立江澤民時期中紀

委常委會由紀檢系統幹部為主體的基礎。 

1987年監察部復設後，很明顯可看出領導層多是組織或紀檢系統官員，原

因是當時平反幹部工作已告終，改革開放後的 80年代出現大量貪污腐敗案件，

因此中紀委與監察部的任務開始轉向為查緝貪污腐敗，必須任用有紀檢、組織

工作經驗的官員。中紀委與監察部復設後，開始培養年輕紀檢監察幹部，因此

至 1992年「十四大」後，長期在紀檢監察系統任職的幹部已逐漸佔據中紀委常

委會，組織系統官員也漸漸退出中紀委常委會。「十三大」後的中紀委，不僅常

委會結構上已與現今中紀委相當接近，領導層逐漸年輕化，從工作經歷上也能

看出大致分工，而這樣的結構也延續至「十四大」，並在每一屆作出細微的調

整。 

江澤民時期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雖有過半數的 56人與紀檢有關，但扣除

各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實際上中央部委的紀檢官員擔任第十四屆中

紀委委員的並不多。原因是當時中紀委還未大量在國務院各部委實行紀檢組制

度，導致中央的紀檢官員占委員比例不高；第十五屆則明顯中央的紀檢官員占

委員比例大幅提高達到 47人，原因就是紀檢組駐部制度在國務院各部委大量實

施。而第十四屆中紀委有 52人職務與紀檢無關，只能說該屆情況較特殊，副部

級的紀檢官員還不足以佔據大部分中紀委委員的名額，因此將一部分無法當選

中央候補委員的副部級官員放入中紀委。而從這兩屆觀察，原本非紀檢相關職

務的官員當選中紀委委員後轉任紀檢相關職務的例子同樣僅是少數。 

江澤民時期兩屆中紀委常委會，都呈現以長期擔任紀檢監察相關職務的官

員為主體的趨勢，但第十四屆中紀委副書記的分工還未明確，也缺乏政法系統

等與紀檢相關的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十五屆則副書記出現了負責軍中紀檢

與紀檢宣傳的官員，副書記分工開始較為明確，由中紀委副書記兼任最高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也象徵中紀委與政法系統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 

第十四屆中紀委常委會為了整合因「黨政分開」政策而分立的紀檢、監察

系統，明顯以紀檢、監察經歷為主要選任考量。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則有與

江澤民有共事關係的韓杼濱、張惠新進入常委會，同時隸屬於胡錦濤團派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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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倫、袁純清和溫家寶舊部馬馼也同時進入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也就是當

時的領導人與未來的領導人都開始安插自己的派系成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使

中紀委常委會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大多維持派系平衡，並以具有紀檢相關經

歷作為選任常委的考量，維持巡邏隊的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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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江澤民時期的紀檢人事特徵 

中共十四大後，保守派元老群聚的中顧委遭到廢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確立改革開放路線，隨後李先念、陳雲、鄧小平等元老也相繼謝世，江澤民逐

步掌握政權，在江澤民時代多數老黨員已退休不再任職，幹部按照級別的退休

年齡限制開始執行，但仍有少部分超齡幹部留任。 

 1987年中共十三大強調黨政分開，監察部部長不入中紀委，但 1993年 1

月中紀委與監察部合署辦公，曾擔任監察部部長的尉健行轉任中紀委書記，其

目的就是統合黨的紀檢與政府行政監察兩系統，在中紀委與監察部合署辦公後 

中紀委領導層也逐漸由紀檢監察系統官員佔據，之後隨著紀委派駐國務院各部

委，紀檢系統官員也逐漸成為中紀委委員的主體，而副書記的分工也在十五大

後逐漸明確。 

 另外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均由本地升遷，顯示在江澤民時代省紀委書記

任命權很大一部分仍掌握於地方黨委而非中央，省紀委書記主要由地級市市委

書記升遷或是由前職務是紀檢、組織相關系統官員升任，而出任省紀委書記的

年齡也會大大影響之後的升遷，而性別也是重要影響因素。 

本章第二節透過第十四、十五屆中紀委委員與其常委會的組成分析兩者在

江澤民時代的變化，並在第二節分析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選任有何特徵，

具有哪些條件的官員更容易擔任省紀委書記，而他們擔任省紀委書記後又會往

何處升遷是第三節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 江澤民時期的政治背景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總書記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遭到撤職，鄧小平

同意由保守派元老李先念推薦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任總書記，79在鄧小平指

導下對民運人士進行逮捕，並加強對意識形態與媒體的控制，同時也對引發民

運的「官倒」等貪腐問題進行處置。80 

由於江澤民是在天安門事件後因黨內元老妥協而入京擔任總書記，在北京

缺乏派系成員支持，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前也不具有軍方資歷，身旁又有總理李

鵬等保守派，這些原因都使江澤民在執政之初難以完全決定各系統的人事任

命。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後，解放軍表明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同年 10月

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決資社問題。雖然鄧小平強調

「十三大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
81
但天安門事件

導致十三大強調的黨政分開被認為是弱化「黨的領導」的原因。這使中共再次

                                                      
79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五版)，頁 434。 
80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年），頁 952-953。 
81 盧文華，「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確立的前前後後（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年

3 月 14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997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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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黨的領導」，為此如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提到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

會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應當集中力量管好黨紀，協助黨委管好黨風。」82被

忽略，1993年 1月中紀委與監察部合署辦公，且由於為整合中記委與監察部，

中紀委書記由監察部部長尉健行擔任，江澤民與尉健行屬於同輩，且尉健行非

江澤民上海幫成員，因此「十四大」的中紀委書記並非最高領導人的代理人。 

江澤民自十四屆四中全會開始安插上海幫成員進入中央，如增補上海市市

長黃菊為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隔年則透過北

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因貪腐而自殺的案件，調查前北京市市委書記陳希同，以此

打擊「北京幫」，這使江澤民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更加穩固。 

雖然江澤民已可安插上海幫成員擔任要職，但鄧小平在世時便已指定胡錦

濤作為江澤民的接班人，且胡錦濤非江澤民的派系成員，這使得江澤民與胡錦

濤間出現「現任領導人的兩難」與「接班人的兩難」問題，83第十五屆中紀委常

委會具有上海幫背景的有排名第一的副書記兼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與

在「十六大」前夕增補為中紀委副書記的上海市紀委書記張惠新。胡錦濤在

「十五大」後開始提拔「團派」成員進入各系統任職，例如在第十五屆中紀委

常委會內具團派背景的即有李至倫與袁純清兩人。而這些都凸顯出胡錦濤作為

接班人在中紀委常委會培植黨羽以利將來接班，且中紀委又具有打擊政敵的功

能，特別是胡錦濤並非江澤民選擇的接班人，這使中紀委常委會在江澤民與胡

錦濤時期皆呈現派系平衡的情況，避免中紀委受特定派系所控制。 

江澤民上任之初受到鄧小平與陳雲的改革與保守之爭，又有李鵬等保守派

在旁，加上仍未掌握軍權，初期在北京又缺乏派系成員支持，這些原因使江澤

民無法掌握獎賞與懲罰的能力，無法完全掌握各系統的人事安排。十四屆五中

全會拔除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幫」後，雖然權力穩固，但由於鄧小平已為江澤

民指定胡錦濤作為接班人，胡錦濤亦開始提拔團派成員擔任副省級以上職務，

這使江澤民自始至終在人事安排上都必須考量派系平衡，無法將紀檢系統這類

能夠打擊政敵的系統打造為實踐自己意志的代理人，同時地方的各省紀委書記

又是以同級黨委任命為主，由中央主導的異地交流直到江澤民即將卸任前夕才

開始試點，這使中央難以運用省紀委書記作為巡邏隊監督其地方代理人。 

 

第二節 第十四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共有 108人，來自中央機關的有 66人，地方則為 42

人，級別則由副部級或副大軍區級佔多數，正部級僅有 7人。本屆中紀委委員

                                                      
82「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8年 7月 1日，http://www.gov.cn/test/2008-07/01/content_1032279_2.htm。 
83 現任領導人的兩難是指若現任領導人給予接班人足夠權力，可能會使接班人伺機扳倒自己，

但若給予的權力不足又可能使接班人在接班後遭到政敵罷黜。而接班人的兩難是若於接班前培

養自身黨羽可能會受到現任領導人猜忌，而若不培養自身黨羽又可能在接班後權力不穩而遭罷

黜。請參考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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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人當中只有 56人職務與紀檢相關，而在當選中紀委委員後轉任紀檢相關職

務的也僅有 12人，因此在本屆當選中紀委委員對之後升遷紀檢相關職務無太大

影響。而與紀檢職務無關的這些中紀委委員，來源則相當多元，包含吉林省政

協副主席或是林業部副部長，觀察他們過去的職務經歷也幾乎都與紀檢、組

織、政法、審計等系統無關，因此可推測這屆與紀檢無關的委員是因為職務屬

於副部級但又無法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而被放進中紀委。 

中紀委委員的大宗來源之一，是中紀委駐各部委的紀檢組組長與各部紀委

書記。這項制度源自於 1962年 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做出的《關於加強黨的監

察機關的決定》，規定當時的監察委員會「可以派出監察組常駐國務院各部

門」。之後中央監察委員會直到 1966年文革前向國務院派出 41組紀檢組，但隨

著中央監察委員會解散，此制度在毛澤東時期消失，直到 1982年「十二大」，

才再次恢復中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由中央紀委和駐在部門黨組

雙重領導的派駐紀檢組制度。84 

因此，來自中央機關的都是駐各部委或央企的紀檢組組長、中紀委、監察

部內部機關幹部以及解放軍紀檢相關官員。地方則是各省紀委書記與各大軍區

紀委書記，從這裡可看出在 1992年「十四大」時，副部級紀檢職務跟現今比起

來還相當少，當時駐各部紀檢組組長沒有如之後胡錦濤、習近平時期那麼多，

而地方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數量固定無法變動，因此第十四屆中紀委

委員才會有如此多跟紀檢、組織等系統無關的副部級官員選入。 

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其平均年齡為 56.7歲，一般委員中年齡最高者為兩位

64歲的副部級官員，在年輕化方面也有 11位 50歲以下官員進入中紀委，但年

齡結構仍以 50至 59歲間居多共 62人，60歲以上則有 35人，佔總人數的三分

之一。 

觀察本屆中紀委委員學歷與科系類別，最高學位為大學以下者共 30人，半

數是年紀較大 60歲以上的老幹部。他們年輕時忙於革命事業，不具有大學學位

實屬正常，而其他 60歲以下的 15人則多具有如中等專科或大學肄業等學歷，

但仍屬於大學以下。最高學位為大學、大專者則有 68人，其中專業學科最多的

是自然科學類共 33人，其次才是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共 17人，而經濟與管理類

則為 5人，這反映出中共建政後，循著蘇聯教育制度與因應國家建設等需求，

培養大量自然科學專業的工程師。85而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多是 1950至 60年代

的大學畢業生，因而學習自然科學的比例也會較高，而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的委

員，則多是政治系、行政管理系、法律系畢業與紀檢較為相關。 

 

 

                                                      
84 陳誠，「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管理體制研究」，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學位論文，2015

年 6月，頁 20。 
85 據統計 1947至 1965年間，中國大學生學習理工科者增加了 12倍，從 23,035人增加至

292,680人，請參考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2017年），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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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未分類 

學歷未知       4 

大學以下       30 

大學 34 5 17 2 7 2 1 

碩士 0 4 0 0 1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十四屆委員中具有碩士學歷者相當的少，僅有 5位，且這 5位擁有碩士

學歷的委員中沒有任何自然科學類碩士，因自然科學類大學畢業生配合國家建

設畢業後即分配工作，86應不會繼續升學。這 5位碩士中經濟與管理類共佔 4

位，其中除較年輕的張寶順外，其餘 3位均是在 50年代取得碩士學位，且均是

與工業、運輸經濟相關的經濟學位，這仍明顯是為配合當時 50年代國家發展需

求。而唯一一位人文類碩士則是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而他是歷史學者

因此不同於其他幾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委員，但從 5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委員觀

察，其學科背景與紀檢關係仍然不大。整體而言，具有大學以上學位的第十四

屆中紀委委員的學科背景多屬自然科學，而這是因他們就讀大學時，配合毛澤

東時期的教育政策與國家發展而多就讀自然科學類科系所致。 

第十四屆中紀委常委會，本屆中紀委書記由原監察部部長尉健行接任，由

於「十三大」《黨章》已刪除中紀委書記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條文，尉健行

在「十四大」後僅擔任政治局委員，也成為改革開放後唯一一位以政治局委員

擔任中紀委書記的案例。 

尉健行會擔任中紀委書記原因有二:第一從尉健行過去曾擔任中央組織部副

部長、部長，與前任組織部部長喬石關係良好，之後喬石歷任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政法委書記、中紀委書記，尉健行都是喬石的下屬。因此當喬石調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時，熟識且經歷均符合中紀委需求的尉健行自然是最適合的人選。

第二是 1993年 1月中紀委與監察部開始合署辦公，尉健行在當時是監察部復設

以來唯一一任監察部部長。為了要整合黨內紀檢與政府行政監察部門業務，必

須具有黨務與行政監察的工作經歷，且級別為正部級的官員，曾擔任中央組織

部部長與監察部部長的尉健行顯然是最適合的。87尉健行在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

因「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被捕後，曾兼任北京市委代書記，並調查陳希同任

北京市委書記時的貪污罪證。88 

副書記除了侯宗賓在經歷上沒有紀檢或組織系統相關經歷外，其餘陳作

霖、曹慶澤、王德瑛、徐青四位副書記皆具有紀檢或監察系統副部級職務經

                                                      
86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頁 51。 
87 申亞欣，「尉健行同志逝世 曾領導查辦成克杰等案」，人民網，2015年 8月 7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807/c1001-27428758.html。 
88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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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其中陳作霖是在 1985年 9月全國代表會議，老幹部們退出中紀委後所補選

進入中紀委，先前曾擔任浙江省紀委書記，進入中紀委後則任中紀委書記(當時

尚有第一書記)、秘書長，具有中央、地方紀檢工作經歷，以此推測陳作霖應是

負責中紀委日常業務的副書記。 

常委則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具有中央紀檢、監察系統任職經歷的幹部如

劉麗英、李至倫、何勇、傅杰等；第二類則是從地方黨委調任者，如王光、安

啟元；第三類則是解放軍在中紀委常委會代表，負責軍事紀檢的總政治部紀律

檢查部部長彭鋼。 

若從日後的流動觀察，具有中央紀檢、監察系統經歷的這類常委是中紀委

副書記的接班梯隊。劉麗英、李至倫、何勇、傅杰日後皆升遷為中紀委副書

記，且以他們第十四屆換屆時的年齡，劉麗英、傅杰、何勇分別為 60、57、52

歲屬於第一梯隊，擔任 1997年換屆後的第十五屆中紀委副書記；而在第十四屆

常委會中最年輕 50歲的李至倫則是第二梯隊，在胡錦濤時期的第十六屆才升遷

為中紀委副書記。而地方黨委調任的王光、安啟元則分別在「十五大」換屆前

退休與調任陝西省委書記，並非中紀委的接班梯隊。至於彭鋼則因在「十五

大」換屆前將屆滿 60歲，因此未續任中紀委常委，轉任全國婦聯副主席。 

年齡上本屆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為 61歲，離副國級 70歲退休的年齡還有一

段距離，但中紀委副書記屬於正部級，本屆副書記全數皆為 60歲以上，平均年

齡達 63歲，年齡最高的陳作霖甚至當選時已 69歲。常委則以 60歲以下居多，

僅有兩位年滿 60，平均年齡為 56歲，整體中紀委常委會的平均年齡則為 59

歲。因此本屆中紀委常委會，與之後歷屆中紀委常委會相比年齡偏高，但考慮

到還有像陳作霖這樣年紀較大的老幹部存在，這樣的平均年齡也屬正常。 

第十四屆中紀委常委會的學位與學科背景，13位常委中僅有 3位學位為大

學以下，且均是 60歲以上的老幹部，其餘 10位常委均具有大學或等同學歷。

與一般委員不同的是，常委學科背景屬於社會科學的較多，共有 5位，他們的

畢業科系主要是政治系與政教系，與法律相關的僅有李至倫畢業於北京政法學

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政法系，而學習自然科學的常委則是 4位，其中包含機械

系與地質系畢業者。89雖然社會科學人數較多，但無法代表常委會較重視具有社

會科學背景者擔任中紀委的領導工作，學習自然科學者還是佔有一定比例，原

因仍是 50至 60年代偏向理工的教育制度所導致。 

 

表 3-2：第十四屆中紀委常委會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社科與法律 未分類 合計 

大學以下   4 4 

大學 4 4 1 9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89 除 5 位社會科學與 4位自然科學背景的常委外，還有 1 位是無法分類的曹慶澤，因資料上顯

示他具有大專學歷，但他唯一的學歷是在二野軍政大學三分校學習，因此無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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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屆的中紀委常委會觀察，尉健行擔任書記是為了整合原本黨政分開的

黨內紀檢與監察系統，且尉健行又曾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紀檢、組織、監察

三系統都曾擔任領導人，是「十四大」時最適合擔任中紀委書記的人選。副書

記除侯宗賓外，其餘四位可看出過去工作經歷都與紀檢監察相關，侯宗賓的當

選應是為了借助他在地方上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的經歷，協助調查地方上的貪污

腐敗，常委的部分也是紀檢系統官員佔多數。 

整體而言，本屆中紀委常委會無論是書記、副書記、常委均呈現紀檢系統

官員佔多數的情況，也顯示至少在常委會具有選任長期任職於紀檢系統幹部的

人事特徵。但這時的中紀委常委會成員缺少公安、檢察、司法、審計等與紀檢

相關的系統官員進入，這也顯示這時期調查貪污腐敗的各相關系統間仍缺乏連

結。 

尉健行擔任中紀委書記是為了統合中紀委與監察部業務，從常委會人事上

觀察較注重紀檢經歷，常委會中看不出經歷上與總書記江澤民特別有關聯的人

物存在，這應是第十四屆時江澤民還無法完全掌控中紀委常委會的人事安排，

且須在人事上配合紀檢與監察系統整合所導致。但從第十五屆開始則會發現江

澤民、胡錦濤都紛紛開始安插自己的派系成員在中紀委常委會任職，江澤民是

為了控制黨內巡邏隊，避免資訊不對稱，而胡錦濤則是為了提早將具有團派背

景的官員，送進中紀委任職一方面學習紀檢業務，並提早納入第十六屆中紀委

常委會接班梯隊。 

 

第三節 第十五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1997年 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選出的第十五屆中紀委委員共有 115

人，來自中央機關的 75人，地方則是 40人，職務與紀檢相關的官員增加至 82

人，但增加的主要都是中央紀檢官員，例如各部委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

地方仍由各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組成。之後也成為各屆中紀委委員組

成結構的趨勢，意即隨著中紀委向更多的部門派駐紀檢組，中央各部委的紀檢

組組長也成為中紀委委員的主要來源，在若干年後的「十九大」，僅派駐各部的

紀檢組組長就占了中紀委委員近三分之一的名額。 

本屆中紀委委員仍以副部級官員為主體，但同樣的當選中紀委委員後升遷

紀檢相關職務的仍是少數，僅有 5人。因此原本工作經歷就與紀檢、組織等系

統無關的官員，多數在當選中紀委委員後還是不會升遷或轉調相關的職務。另

外中紀委的連任率不低，以十四、十五屆為例共有 32人在十五屆連任中紀委委

員之後各屆連任人數也都大致維持在 30人上下，直到多年後的「十九大」才出

現大變化。 

本屆委員平均年齡為 56.1歲，在一般委員中年齡最長者為 4位 63歲的副

部級官員，40至 49歲官員共有 9位，較上一屆的 11人少。這些較年輕的委員

則多是省紀委書記，或是為了使中紀委常委會年輕化而甄補。年齡層人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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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仍為 50~59歲共 77位，60歲以上仍進入中紀委的官員則下降至 29位，這 29

位中有 20位是副部級官員，均是省紀委書記、大軍區紀委書記、中央駐部紀檢

組組長，符合 63歲退休的規定。 

第十五屆中紀委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本屆僅有 12位不具有大學以上學

歷，與十四屆的 30位相比已大幅減少，且 12位當中有 8位是 60歲以上的幹

部，不具有大學學位也是較合理的。 

具有大學學位者共有 96人，較十四屆的 68人也大幅成長，其中自然科學

學科背景的委員仍是多數，共有 34人，原因仍是他們多屬於 50至 60年代的大

學畢業生，具有自然科學背景人數自然會較多；社會科學類則有 19人，主要仍

是由政治系、行政管理、法律系、新聞系畢業。 

本屆具有碩士學位者共 6位，與上屆相同仍以經濟與管理類碩士為主共 4

位，他們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和職務具有高度相關性，如馬凱具有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碩士學位，他的職務即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而社會科學類則是 2位，這

2位是夏國華與解振華，夏國華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當時擔任貴州

省省紀委書記；而解振華則是武漢大學環境法碩士，時任國家環保局局長，兩

者的學歷都與他們的職務相關。 

本屆還有 2位年輕且具有博士學位者，一位是公安部紀委書記羅鋒，另一

位是中紀委秘書長袁純清，分別為 53歲與 45歲。羅鋒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

學專業法學博士，這個學位與他在公安部的工作高度相關，而袁純清則是湖南

大學國際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在職管理學博士，但他的碩士學位是中國

政法大學法律系政治學專業法學碩士，碩士學位與擔任中紀委秘書長也屬於高

度相關性。 

第十五屆中紀委委員的學科背景，不具有大學學位者已大幅減少，而這也

與最後一批革命世代老幹部們退出中紀委有關。具有大學學位者仍以自然科學

為大宗，社會科學仍較少，但碩士以上學位則完全是社會科學、經濟與管理等

學科背景；具有碩博士者的學科背景也與職務具有高度相關性，而這也說明了

為何中紀委委員中較少自然科學類碩博士的原因。 

 

表 3-3：第十五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未分類 合計 

大學以下       12 12 

大學 34 13 19 6 16 2 5 96 

碩士 0 4 2 0 0 0 0 6 

博士 0 1 1 0 0 0 0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書記仍然是尉健行，尉健行在本屆擔任政治局常

委，此後中紀委書記固定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由於尉健行個人的經歷包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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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組織、監察三系統，在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案爆發後，由他兼任北京市委

書記調查北京市委內的「北京幫」，又或是 1999年 8月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成克杰案的調查，是在尉健行的領導下進行調查。90而尉健行與江澤民屬於

同輩且非江澤民派系，尉健行又具有紀檢系統背景，這使江澤民時期的中紀委

常委會並不完全是執行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常務副書記韓杼濱過去所有經歷都是在鐵道系統，唯一與紀檢相關的職務

是 1990年至 1994年擔任鐵道部紀委書記，而本屆出任中紀委副書記，應是作

為總書記江澤民在中紀委常委會的代理人。韓杼濱在 1983年至 1990年間擔任

上海市鐵路局局長，而江澤民同一時間則是上海市市長、上海市委書記，「十五

大」後隔年 1998年 3月的兩會，韓杼濱當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一個從

沒有檢察工作經歷的人來說不太可能擔任這個職務，無論是前任的劉復之、張

思卿或是之後的賈春旺、曹建明，即使不是檢察系統出身，也至少都曾擔任政

法相關職務。但毫無此類經歷的韓杼濱，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與中紀委

副書記，最有可能的還是他跟總書記江澤民之間的關聯，加上紀檢與檢察院之

間的合作關係日益密切。91因此由中紀委常務副書記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能夠加強紀檢與檢察系統的合作。 

 曹慶澤、何勇、劉麗英三人皆長期任職於紀檢系統，由於排名第一的副書

記韓杼濱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加上他的紀檢經歷僅有鐵道部紀委書

記，實際上負責日常業務的中紀委副書記，應是由排名第二的曹慶澤擔任。與

書記尉健行關係密切的何勇也升至監察部部長；而從 1983年開始擔任中紀委常

委的紀檢幹部劉麗英也在本屆升任副書記，這三人象徵中紀委常委會由紀檢系

統官員領導的趨勢。 

本屆在中紀委常委會內的解放軍代表也開始擔任副書記，先前的軍委紀委

書記郭林祥僅擔任第十三屆中紀委常委，而總政治部紀律檢查部部長彭鋼僅擔

任第十四屆與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實際上周子玉在 1993年起就開始擔任軍委

紀委書記，但 1992年「十四大」召開時他仍是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因此未進入

第十四屆中紀委。軍方貪腐問題主要始於 1985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

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的暫行規定》，允許軍方經商，之後軍方貪污腐敗

頻傳，1998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指出軍方是走私大戶，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也表

示軍中幹部挪用公款問題嚴重。92這些談話顯示進入 90年代後解放軍貪腐嚴

重，軍委紀委書記也自然必須進入中紀委與黨內紀檢系統進行合作，畢竟解放

軍軍官幾乎都是中共黨員。 

本屆副書記中較特殊的是夏贊忠，他長期在宣傳系統任職，1993年調任新

                                                      
90 申亞欣，「尉健行同志逝世 曾領導查辦成克杰等案」，人民網，2015年 8月 7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807/c1001-27428758.html。 
91 1996 年第十四屆中紀委六次全會報告提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黨委領導下成立由紀

檢、法院、檢察、監察、審計等單位主要領導參加的反腐敗協調小組。 
92 荏苒，「觸目驚心：中國解放軍奉旨經商始末」，多維新聞網，2018年 6月 12日，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8-06-12/60064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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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副社長，之後當選第十五屆中紀委副書記，顯然他所負責的是紀檢系統的

宣傳工作。1983年中紀委設立教育室，1994年將教育室改名為宣傳教育室，紀

檢監察系統也在同年開始擁有自己的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而當時宣傳教

育室的功能有二，第一是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二是對紀檢幹部進行培訓，

之後還增加了主管新聞報導和新聞發布工作。93從這些職能看來中紀委宣傳教育

室除了宣傳外還有培訓的功能，而夏贊忠應就是分管這類業務的副書記。 

從常委人事觀察，可發現中紀委接班梯隊的安排，馬馼、李至倫、趙洪

祝、袁純清四人當時分別是 49、55、50、45歲，日後馬馼、李至倫皆出任監察

部部長，趙洪祝則在「十八大」後以副書記之姿協助王岐山打貪反腐。從常委

們的經歷觀察除袁純清原本任職於共青團中央外，其餘七人均曾擔任紀檢監察

相關職務，而袁純清擔任中紀委常委並兼任秘書長，應是與李至倫共同作為胡

錦濤在中紀委常委會的代理人，並預計於「十六大」後接任中紀委副書記職

務，使團派能夠掌握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但 2001年袁純清調任陝西省委副

書記，沒有繼續留在中紀委常委會，使之後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中具有明顯團

派背景的僅有李至倫一人。 

從年齡觀察，本屆中紀委常委會中年齡最高者，為 66歲的正國級的中紀委

書記尉健行，符合年齡限制。第十五屆常委會有 18位常委，60歲以上者共 8

位，但有 6位是正部級的中紀委副書記，而另外 2位常委屬於副部級也剛好 60

歲，因此也符合年齡規範。常委會也甄補 2位 50歲以下的年輕官員進入，這是

在第十四屆時所沒有的，因此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有年輕化趨勢。 

第十五屆常委會中不具有大學學位者僅剩 1位，即時年已 65歲的劉麗英，

她是文革後培養長期培養的紀檢幹部，而她具有哈爾濱市公安幹部學校學歷，

此學歷屬於政法類與紀檢相關，但該學歷並不屬於大學或大專。 

其餘 17位常委除袁純清具有博士學位外，則均為大學學位，以科系而言自

然科學最多有 6位，而社會科學則為 4位，分別由政治系、政教系、政法系、

黨政管理等科系畢業，僅有政法系畢業的李至倫與法律較相關，這應是與法律

系畢業生多進入公、檢、法等政法系統任職造成。而第十五屆中紀委時，這些

系統的官員尚未進入常委會，因此中紀委常委會才會缺乏法律系畢業者。 

其他 7位常委則是人文、經濟與管理、黨校培訓等學科畢業。從第十五屆

常委會的學歷觀察，包含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在內，自然科學學科背景者佔了最

多，原因是本屆開始有省紀委書記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而兩位(張惠新、劉錫

榮)升遷為副書記者，均是自然科學類學科背景所致，而他們兩位也是 60年代

的大學畢業生，因此學習自然科學的機率自然會較學習社會科學更高。社會科

學學科畢業生，在中紀委常委會佔多數則要到十七屆後才較為明顯，因到那時

已有較多在改革開放後才取得學位且擁有碩博士學位的常委，社會科學背景者

                                                      
93 盛若蔚，「中央紀委副書記吳玉良解讀中央紀委新成立組織部宣傳部 推進反腐敗體制機制創

新的具體實踐」，人民網，2014年 3月 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9/c1001-

24769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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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紀委常委會佔多數的情況才會較為明顯。 

 

表 3-4：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人文 黨校培訓 未分類 合計 

大學以下      1 1 

大學 6 1 4 3 1 1 16 

博士 0 1 0 0 0 0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書記仍是長期待在紀檢、監察、組織系統的尉健

行擔任，而副書記則可看到明顯分工的出現。排名第一的副書記兼任最高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顯示紀檢監察與檢察系統間的合作日益密切；再者，出現負責

軍中紀檢的副書記與負責紀檢宣傳的副書記，而常委則有明顯的接班梯隊。常

委會整體而言，仍同十四屆一樣由紀檢監察系統官員占多數，組織人事系統官

員不再是中紀委常委會的大宗來源。 

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較像是各派系為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所作的佈

署，這也造成中紀委常委會無法被最高領導人的單一派系掌握。而曹澤慶、何

勇、劉麗英、李至倫等人都有長期紀檢、監察、組織經歷，加上夏贊忠、周子

玉分別分管宣傳與軍紀。第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既注重成員是否具有紀檢經歷

也同時須兼顧派系平衡。 

 總體而言，江澤民時期兩屆中紀委與其常委會，第十四屆中紀委雖然紀檢

相關官員占了總體的一半，但跟之後各屆相比占比還是相當的低。原因在於地

方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數量固定，而中央的紀檢職務例如駐國務院各

部委的紀檢組，還未大量進駐各部委。因此才會造成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中，

紀檢相關官員占比較低，第十五屆紀檢組開始大量進駐國務院各部委後，紀檢

官員在中紀委的占比就隨之上升。 

第十四、十五屆常委會都呈現由紀檢系統官員占多數的趨勢，第十五屆副

書記的分工更加明確，出現了負責檢察、軍紀、宣傳的副書記，在年齡上中紀

委常委會也逐漸年輕化，並甄補較年輕的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建立接班梯

隊。但從接班梯隊的部分成員可看出，他們背後有各自的派系屬性，94各派系領

導人也都在「十六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或退而不休。因此年輕化的接班梯隊

背後也隱藏了各派系角力痕跡，而各派系成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也讓江澤民無

法完全讓中紀委常委會成為實踐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94 例如袁純清屬於隸屬胡錦濤的團派，而馬馼擔任國家計生委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

記時，同一時間溫家寶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中直機關工委書記是

馬馼的上司，而在 2002年 1 月第十五屆中紀委七中全會上補選的副書記張惠新則可視為上海幫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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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 

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年年增長，但也使地方貪腐開始增生。中紀委僅管

理中央與省級幹部，地級市以下層級必須由各省省紀委負責進行紀檢工作，而

省紀委書記是執行地方紀檢的重要職務，除了領導調查貪污腐敗案件，也是中

央用以監督黨委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因此中央是否能夠掌握省紀委書記的任命

權，是觀察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的指標之一。 

江澤民自 1989年 6月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接任總書記，至 2002年 10月中

共「十六大」交出總書記職務為止，全國三十一省區市總共更替 66次省紀委書

記。95在江澤民時期，91%以上的省紀委書記皆由本地升遷或平調方式任命，直

到 2001年 9月才出現異地交流方式任命的省紀委書記，至江澤民任期結束為

止，僅有 6位省紀委書記以此方式任命，因此佔比相當小。究其原因是江澤民

時期省委掌握了省紀委的財政權與任命權，96加上省紀委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

中央還無法掌控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導致省紀委書記幾乎都是由本地升遷平

調。 

 60位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年齡分布，有 10位是在 50歲以下便升遷

平調為省紀委書記，最年輕的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巴特爾、四川省紀委書記

楊崇匯皆在 44歲便升遷為省紀委書記，且皆是從地級市委書記升遷。但楊崇匯

在 4年後便升遷為四川省委副書記，巴特爾則在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的位子

上一待 9年，才升遷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代主席。楊崇匯升遷較快，可能原因

是曾在胡錦濤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擔任共青團中央常委，屬於團派成

員。楊崇匯與巴特爾呈現出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的兩項特色，第一本地升遷

者有相當大一部份由地級市市委書記升遷；第二則是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任

期長，大多需任職 5年後才有機會轉任其他職務，甚至有任期長達 10年以上

者，升遷轉任皆不易，省紀委書記經常是該官員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前最後一

項職務。 

 這 10位 50歲以下的省紀委書記，有 6位前職務是省紀委副書記晉升，但

實際上具有長期紀檢、組織系統經歷者，皆是在黑龍江省擔任省紀委書記的李

清林與張毅。而其他 4位長期經歷則是共青團、市黨委領導、解放軍等不同系

統升遷而成，這呈現出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第三項特色即長期經歷大多與紀

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系統無關，來源相當多元化。另外 4位則是從地

級市市委書記與新疆建設兵團黨委出任，體現出地級市市委書記在江澤民時期

經常成為省紀委書記人選的一項特色。 

 以 50歲以下升遷為副省級的省紀委書記而言，應具有相當的晉升優勢。但

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的任職時間較長，即使在較年輕時晉升副省級，也因較

                                                      
95 實際人數是 63 位省紀委書記，因張毅、曹長興、馬鐵山等三位省紀委書記皆曾在兩個省份

擔任省紀委書記，因此計算為 66 位。 
96 孫北平，「紀檢監察機關垂直管理思考」，陝西省行政學院陝西省經濟管理幹部學報，第 19

期(2005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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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省紀委書記任期而導致流動速度緩慢。例如梁綺萍從 47歲晉升省紀委書記

後，在該職務任職長達 11年後直接轉任二線職務，而即使最快晉升者也需在省

紀委書記職務任職 4年才得以轉任其他職務，因此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任期

長流動速度慢且晉升不易。 

 大部分的省紀委書記是在 50歲後才晉升，此年齡區間有 51位，他們的前

職務以正廳級升遷而言，主要分為省紀委副書記、地級市委書記、省政府廳局

長升遷三類共 21位，其中又以地級市委書記升遷最多共 11位，僅有 1位具有

長期紀檢經歷。這顯示出江澤民時期省委選任省紀委書記時，並不將是否具有

紀檢經歷作為優先考量；而同樣的省政府廳局長，如甘肅省民政廳廳長晉升為

省紀委書記也並非以紀檢經歷為考量，更多時候僅是將省紀委書記作為地級市

市委書記與省政府廳局長晉升省委常委的選項之一。而省紀委副書記晉升者 6

人之中僅有 3人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其他僅是短暫擔任數個月或一至兩年的

省紀委副書記後晉升為省紀委書記，並不具有長期紀檢經歷。因此以正廳級升

遷為省紀委書記而言，是否具有紀檢經歷，並非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的省級

黨委選任時最主要的考量。 

 而以副省級平調為省紀委書記者，前職務則相當複雜，25位之中包含省委

常委兼任的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政法委書記、省會市委書記、省政府副

省長、省總工會主席等，甚至還有如雲南省紀委書記林培忠這類生涯都任職於

解放軍由省軍區政委轉任者，可說是幾乎沒有一定規則可循；另與紀檢系統相

關的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紀委副書記平調者也僅有 6人。97因

此從前職務觀察，省紀委書記的選任仍不重視是否具有紀檢相關經歷。即使以

長期的經歷觀察具有紀檢、組織等長期經歷者也同樣是 6位，因此江澤民時期

在中央無法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的情況下，各省紀委書記選任並不重視紀檢

相關職務經歷，且幾乎無規則可循，選任端視各省黨委在選任省紀委書記時的

不同偏好。 

 觀察 50至 59歲年齡區間的省紀委書記，他們的平均上任年齡為 56.4歲，

距離省紀委書記最晚 63歲退休還有約 8年。但他們的平均卸任年齡達到 61.8

歲，也就是省紀委書記大多是這個年齡區間上任者的最後一項職務。能夠往上

晉升為中紀委副書記、省長等非二線正部級職務者在 51人中僅有 3人，而轉任

其他非二線副部級職務者則為 9人，其他 39人則轉任二線職務或直接退休。在

江澤民時期，50歲後才擔任省紀委書記幾乎可說是升遷無望，平均任職時間為

5.4年，因此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的流動速度在此年齡區間相當緩慢。 

 江澤民時期有 3位 60歲才晉升的省紀委書記，3位皆是在 60歲才接任省

紀委書記，其中河北省紀委書記劉善祥是由唐山市委書記升遷，王海彥從黑龍

江省委副書記降為省委常委兼省紀委書記，蔡長松則是循「曹克明模式」98由省

                                                      
97 趙春蘭在擔任山東省紀委書記前以山東省委常委身分兼任省紀委副書記，因此為副省級。 
98 1991年 2月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成為首位兼任省委副書記的省紀委書記，而這種省委副書

記兼任省紀委書記的方式被稱為「曹克明模式」，之後各省也模仿這項模式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

DOI:10.6814/NCCU2019008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劉善祥過去並沒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而王海彥、

蔡長松則具有組織系統經歷，至少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劉善祥與王海彥都

在 63歲退休，符合省紀委書記的退休年齡，蔡長松則在 65歲換屆後才退休，

這類 60歲後才升遷或平調省紀委書記者，實為特例，即使在江澤民時期也僅有

3位，之後的胡錦濤、習近平時期幾乎消失。  

 在江澤民任期即將結束前，省紀委書記開始實施異地交流。幹部的異地交

流自 1990年 7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

制度的決定》，要求「中央黨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

(部)級領導幹部，可以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進行交流，也可以在不同地區之間進

行交流，有的還可以在中央各部門之間進行交流」。 當時曾經將省紀委書記、

組織部部長、政法系統領導人列為重點交流對象，99但實際的交流僅限於地級市

領導人進行異地交流，省級領導人交流者不多，之後 1999年 4月中共中央再發

布《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暫行規定》，內容更強調「新提拔擔任各級紀檢監

察、審判、檢察機關和組織、人事、公安、財政、審計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一般要易地交流任職」。100從之後的交流情況看，這項決定較具實際影響力。 

 在江澤民時期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有 6位，而從這 6位長期任職的系統

與前職務觀察，可以發現中央實行異地交流的目的是為了上收省紀委書記任命

權，加強對黨委的監督；並透過選任長期在紀檢相關系統任職者，改善過去省

紀委書記缺乏紀檢相關經歷的問題。這 6位中有 5位的前職務是省紀委書記、

省檢察院檢察長，而有 4位長期任職於紀檢、組織等系統，顯然中央在挑選異

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時，意識到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缺乏紀檢相關系

統經歷且任命權掌握於同級黨委，導致監督同級黨委困難。因此中央安排異地

交流企圖上收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並特別選任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者進行交

流。 

 這些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6.1歲，其中曹洪興上任年齡

為 62歲，在未滿省紀委書記退休年齡 63歲的情況下，他仍可以任期屆滿後，

於 66歲換屆後才退休。而他們的平均卸任年齡是 61.1歲，也就是這些異地交

流的省紀委書記，幾乎都在該職務任職達 5年左右才卸任，且大多都在卸任後

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只有河北省紀委書記張毅，因為他的上任年齡較輕，上

任時僅 51歲，即使擔任 5年的省紀委書記仍能升遷為中紀委秘書長。但其他年

齡較大的省紀委書記，在該職務任職 5年後就達到了屆退年齡，因此異地交流

的省紀委書記仍處於難以升遷的困境。101 

                                                      
紀委書記。 
99 「中共中央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90 年

7 月 7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56.html。 
100 「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99年 4 月 22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0/4854009.html。 
101 這 6 位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主要任期都在「十六大」後的胡錦濤時期，但因他們仍是在江

澤民主政的 2001年底至 2002 年初省委換屆時接任省紀委書記，因此仍算在江澤民任內晉升的

省紀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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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選任可歸納出四項特色，第一是省紀委書記任命

權確實掌握於同級黨委而非中央。在大多數時候，省委並不將具備紀檢相關系

統經歷作為選任省紀委書記的優先考量，而是將省紀委書記作為地級市委書記

等非紀檢職務的升遷選項之一。至於該升遷官員是否具有相關經歷則非優先考

量，這也導致第二項特色，即江澤民時期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來源過於

多元化，難以歸類出其特徵；第三是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任職時間達

5.7年，甚至可以看到如西藏自治區紀委書記布窮這類任期長達 14年的省級紀

委書記，而平均上任年齡則是 53.6歲，因此將平均上任年齡加上平均任職年齡

則是 59.3歲，幾乎是屆退年齡。也就是江澤民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大多是該官

員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前的最後一個職務，省紀委書記流動速度緩慢，而任職

時間長也容易造成省紀委書記被當地利益所擄獲；102第四則是在江澤民後期實

施異地交流，為後來胡錦濤、習近平時期大量使用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創造先

例與法規基礎。中央開始逐漸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選任者具有紀檢相關經

歷也更受重視。 

江澤民時期，雖然各省省委掌控省紀委書記財政權、任命權，但這並不代

表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就完全聽從於省委書記。從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

案觀察，當時河北省紀委書記劉善祥在 1993年調查程維高秘書李真貪腐案，並

發現程維高牽涉其中，劉善祥也因調查此案遭到程維高安排「病休」，直到

1999年中央巡視組巡視河北省，劉善祥才在省委和巡視組召開老同志座談會上

批評程維高，之後程維高在 2003年遭到中央調查。103 

從這個案例觀察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仍具有一定程度監督黨委的效

果，但從劉善祥遭安排「病休」的情況也能看出當時的省紀委書記即使心有餘

但力不足，同級黨委仍有相當大的權力能夠制衡省紀委的監督，最後仍需由劉

善祥向中央巡視組檢舉，才能使中央介入調查。因此胡錦濤時期才開始強調中

央必須掌握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並加強省紀委書記巡邏隊的功能，並輔以中

央巡視制度巡視各省，必要時則由中紀委介入調查。 

 

  

                                                      
102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

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03。 
103 「《財經》雜志：程維高曾阻撓中央巡視組工作」，人民網，2003年 11月 20 日，

http://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6/2200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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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胡錦濤時期的紀檢人事特徵 

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明顯由同級黨委掌握，這使江澤民時期大多

數省紀委書記皆由本地升遷平調，並由非紀檢相關職務或非長期紀檢相關系統

升遷平調者居多，這些省紀委書記背景過於多元無一定規則可循，難以歸類出

其人事特徵。而任期較長的情況下也導致省紀委書記升遷與轉任皆不易，流動

速度緩慢，且在同地任職時間過長容易遭地方利益擄獲，這些都導致省紀委書

記監督同級黨委困難，因此江澤民時期開始實施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便著重於

遴選曾擔任省紀委書記或具有長期紀檢、組織系統經歷者進行交流，使中央逐

步掌控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並強調省紀委書記的紀檢相關經歷，這些改革使胡

錦濤與習近平時期能夠形成具有紀檢經歷的巡邏隊監督省級黨委代理人機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江澤民仍留任中

央軍委主席形成「交班不交槍」，至 2004年 9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才交出軍委

主席職務。雖然江澤民交出了軍委主席職務，但各系統還是有江澤民派系官員

繼續任職。紀檢系統也在「十六大」前夕甄補進入中紀委擔任副書記的張惠

新，他先前擔任多年上海市紀委書記。胡錦濤時期的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則更明

顯與郭伯雄、徐才厚兩人有密切關聯，造成胡錦濤對於中紀委常委會資訊不對

稱問題，顯示出胡錦濤時期高層人事充滿派系折衝的痕跡。但因派系平衡考

量，單一派系無法掌握整個中紀委常委會，使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常委會深化

制度並更加重視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系統的合作與紀檢幹部的制度

化培養，巡邏隊的性質更加明顯。 

  

第一節 胡錦濤時期的政治背景 

2002年中共「十六大」後，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並於隔年兩會接任國家主

席，但掌握軍權的中央軍委主席仍由江澤民擔任，出現「交班不交槍」的情

況，使黨內出現「兩個太陽」。 

胡錦濤上台前後都積極提拔團派成員出任副省級以上職務，企圖透過鞏固

自身派系來強化其權威。但上海幫成員仍然佔據許多重要職務，例如九位政治

局常委會中屬於上海幫成員的便有曾慶紅、黃菊、吳邦國等，而在中紀委常委

會屬於上海幫成員的有前上海市紀委書記張惠新，這凸顯出上海幫在胡錦濤上

台之初仍不因江澤民卸任總書記而瓦解。但上海幫成員也非鐵板一塊，例如之

後吳邦國與黃菊就曾發言支持胡錦濤與溫家寶的宏觀調控經濟政策。104 

2004年 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江澤民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由胡錦濤接任，

江澤民作為職務型領導人，當所有正式職務皆卸任後，其非正式影響力便大為

下降。隨著江澤民卸任軍委主席，團派成員持續出任副省級以上職務，使胡錦

濤的權威較剛上任時更為穩固。胡錦濤也透過調查幹部貪腐樹立中央權威，例

                                                      
104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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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宏觀調控立場上不同於胡錦濤與溫家寶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涉及上海市

「社保基金挪用案」因而遭到撤職並調查。105除了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陳良宇

外，學者指出胡錦濤第一任期所調查的 28位副省級以上官員若按照籍貫、現職

地、前職地區分有 94%屬於開鍘立威型，106顯示胡錦濤透過調查副省級以上幹部

來鞏固自身權威。 

雖然到了中共「十七大」後，團派已成為中央委員會中最大派系，107但胡

錦濤與江澤民兩人成為總書記的原因都源自於鄧小平的指定與同意，胡錦濤非

江澤民上海幫成員，這使江澤民為了在卸任後持續鞏固其上海幫勢力，「十六

大」後交班不交槍、政治局常委會內仍有三位上海幫成員，在中紀委常委會中

亦有一名成員。 

即使胡錦濤第一任期透過反腐鞏固權威，也努力提拔團派成員，使團派於

「十七大」後成為中央委員中的最大派系，但胡錦濤時期各派系呈現出較為平

衡的態勢，原因是胡錦濤與江澤民皆屬於職務型領導人，受制於集體領導，無

法獨厚自己所屬的派系，這使最高領導人無法完全壟斷獎賞與懲罰的能力。而

中紀委這類具有打擊政敵能力的機關若由單一派系掌握可能打破權力平衡，因

此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常委會呈現出派系平衡的情況，各派系在常委會內皆有

代理人，這使胡錦濤無法將中紀委常委會打造為實踐最高領導人意志的代理

人。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中紀委常委會的選任在胡錦濤時期越來越重視是否

具有紀檢相關經歷，而團派成員大多缺乏紀檢相關經歷，使團派較少進入中紀

委常委會。 

胡錦濤時期雖然開始針對省紀委書記進行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但仍停留

在試點階段，因此半數以上的省紀委書記仍是由同級黨委任命，使黨中央難以

透過省紀委書記作為巡邏隊監督其地方代理人。 

 

第二節 第十六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胡錦濤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延續江澤民時期，半數以上仍由本地升遷平調，

但中央為了加強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也開始以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方式掌握

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各省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大多數仍不具有紀檢相

關系統經歷，但有多位省委政法委書記轉任省紀委書記的案例，另外地方也可

能因某系統貪腐嚴重而任命相關系統官員擔任省紀委書記採取因地制宜的做

法。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則明顯選任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者擔任，但他們的

紀檢經歷也使他們難以流動至非紀檢相關系統，整體而言胡錦濤時期的紀檢人

                                                      
105 「快刀斬陳良宇，胡錦濤手段高明」，德國之聲，2006 年 9月 25日，

https://www.dw.com/zh/%E5%BF%AB%E5%88%80%E6%96%A9%E9%99%88%E8%89%AF%E5

%AE%87%E8%83%A1%E9%94%A6%E6%B6%9B%E6%89%8B%E6%AE%B5%E9%AB%98%E6

%98%8E/a-2183963。 
106 王嘉州，「固權與發展？胡錦濤反貪腐邏輯分析」，東亞研究，第 40 卷第 2 期(2009 年 7

月)，頁 65。 
107 Zhiyue Bo, “Balance of Factional Power in China: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st Asia, No. 25(2008), p.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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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制度發展為習近平時期打下基礎，使之後習近平時期可以快速發展並擴大

紀檢範圍。 

第十六屆中紀委委員一共 121人，來自中央的一共 81人，地方的則有 40

人，中央人數已是地方的兩倍有餘。紀檢幹部擔任中紀委委員者就有 86人，中

央的紀檢幹部仍然是多數，由各部紀檢組組長、央企紀委書記、解放軍的四總

部、軍種司令部、軍事院校紀委書記組成。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在本

屆也都全數當選中紀委委員，雖然這些紀檢幹部已佔了大多數，但仍有建設部

副部長、農業部副部長等這類與紀檢、組織無關的副部級官員進入中紀委。而

當選中紀委委員前擔任與紀檢無關職務，在當選後轉任紀檢相關職務的委員也

僅有兩位，因此當選中紀委委員後是否就會轉任相關紀檢職務的答案仍然為

否。 

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為 55.8歲，在一般委員中年齡最高者為兩位 63歲的副

部級官員，40到 49歲者則較上一屆的 9位增加至 17位，有年輕化的趨勢。50

到 59歲者則有 73人，但 60歲以上仍進入中紀委者也上升至 31人，非常委的

60歲以上委員均是省紀委書記、大軍區紀委書記、中央駐部紀檢組組長，都未

超過 63歲，符合退休年齡規定。 

第十六屆中紀委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僅有大學以下學位者的人數降到

僅剩 3人，3人均是在 60至 70年代取得中專等學位，之後亦沒有再取得大學

學位。具有大學學位者共 95人，其中學習自然科學的仍是最大群體，共 33

人，觀察這些委員取得大學學位的時間也多是在 60年代文革前取得，因此仍是

受到毛澤東時期重視理工的教育政策所影響。 

而社會科學與法律學科背景者則為 17人，仍是以政治系、政教系、行政管

理、黨政管理等科系為主，法律、政法類科系畢業者僅有 5位，5位則均是紀

檢、政法系統官員，這顯示法律相關科系畢業生較容易進入紀檢系統與政法系

統任職。而較特別的是學習人文學科(文史哲)的委員實際上較學習社會科學與

法律的委員更多，達到 18人，其中有 8位是中文系畢業，觀察這些中文系畢業

官員履歷，他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大多是教師，但這些人文類畢業官員之後

的公職職務與其學科背景也大多無關聯，例如中央紀委駐廣電總局紀檢組組長

王莉莉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便被分配至中紀委任職，科系背景

與職務間沒有太大關係。 

具有碩士學歷者則有 14位，其中最多的是經濟與管理類、社會科學與法律

各 5人，而很明顯的這些具有碩士學位的委員 10位之中有 7位在 50歲以下，

是較年輕的官員。這些委員取得碩士學位時間也都是在改革開放後，這時經濟

改革開放，經濟與管理類科系也受到重視，具有此類碩士學位的委員則是在紀

委、財經系統、國企任職；而具有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碩士學位的委員則進入黨

務機關如紀委、統戰或政法系統任職。具有自然科學類碩士學位的委員則為 2

位，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與外交部副部長喬宗淮，兩人的特徵是學經歷均

與紀檢系統無關。當選中紀委委員主要原因應是級別屬於副部級而當選，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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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學科背景與當選中紀委委員並沒有關聯。 

本屆具有博士學位的委員有 7位，經濟與管理 3位、自然科學 2位，社會

科學與法律則僅有 1位，經濟與管理類的 3位馮健身、劉家義分別任職為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與審計署副署長，均與經濟管理有關，另一位陽

安江則是北京市紀委書記，先前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市經濟委員會主任時也曾

分管北京市經濟事務，3人的學歷都與前職務或現職務有關，但學歷均與紀檢

無關。 

而自然科學的 2位則是王建宙、魏家福，2人均是國企總經理與總裁，因

屬於副部級而當選中紀委委員，因此與學經歷無關聯。而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博

士秦紹德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他的職務是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會當選中

紀委委員一樣是因為級別原因，學經歷均與紀檢無關，他們當選中紀委委員只

因級別屬於副部級。僅有陽安江是北京市紀委書記、劉家義是審計署副署長而

與紀檢有關而當選，因此職務的重要性大於學歷。 

本屆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121位委員中有 95位具有大學學位，而因為

這些委員多畢業於 60至 70年代，因此還是以自然科學為大宗；學習社會科學

與法律者甚至少於學習人文類的委員，學習社會科學類與法律的也是以政治、

政教、行管等科系為主，法律、政法相關仍為少數。而具碩士學位的委員則以

經濟與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為多，且多數是 50歲以下的年輕官員。取得碩士

學位是在改革開放後，也顯示自然科學科系在改革開放後不再獨大，官員為了

招商引資與進行治理必須具備經濟管理與社會科學知識，開始進修取得相關學

位，也使這些碩士委員較僅有大學學位的委員與紀檢更有關聯。而博士委員以

本屆觀察，僅有兩人是因職務原因而當選，其他五人學經歷與紀檢都無關，當

選中紀委委員主要是因職務屬於副部級而當選。 

 

表 4-1：第十六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108 
未分類 合計 

學歷未知       2 2 

大學以下       3 3 

大學 33 14 17 8 18 4 2 95 

碩士 3 5 5 0 1 0 0 14 

博士 2 3 1 0 0 0 0 7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屆中紀委書記由吳官正擔任，吳官正既無任何紀檢相關經歷、也無任何

                                                      
108 黨校培訓是指部分官員學歷為中央黨校或地方黨校幹部培訓班這類學歷，這類學歷難以分類

至其他學科，但若是有特別標註其學科則會分類入該學科，例如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班經濟

管理專業這類則會被分入經濟與管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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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工作經歷，與先前擔任中紀委書記前具有組織、監察系統領導人經歷的尉

健行相比顯得相當不同。但吳官正擔任中紀委書記是江澤民與胡錦濤雙方妥協

下的結果，因中紀委掌握執行黨紀的權力，若掌握得宜除了能打擊貪腐更可以

打擊政敵，因此在雙方妥協下選擇無特定派系背景且亦無紀檢、組織經歷的吳

官正擔任中紀委書記。 

 副書記何勇、夏贊忠、李至倫、張樹田、劉錫榮、張惠新、劉峰岩，何勇

2002年「十六大」時已有 15年紀檢監察經歷，亦曾擔任過中央組織部副部

長。而本屆還出現一項先例，亦即由最資深的中紀委副書記兼任中央書記處書

記，晉升副國級，其級別高於其他正部級的副書記，在書記吳官正毫無紀檢、

組織經歷且為派系妥協結果的情況下，實際上應是由何勇負責整體中紀委運

作。 

 夏贊忠、李至倫、張樹田從他們的經歷即可看出三人各自分管系統，夏贊

忠長期都在宣傳系統任職，之後升遷至新華社副社長，在「十五大」後進入中

紀委擔任副書記，明顯是負責中紀委的宣傳工作。李至倫在隔年兩會則當選監

察部部長，負責行政監察，李至倫曾擔任中央團校黨委書記、副校長，而當時

的校長是團中央第一書記胡錦濤，因此李至倫是團派在常委會的代理人。張樹

田則是軍委紀委書記，從經歷觀察，張曾有 24年軍中組織人事經歷，1996年

至 1998年間在蘭州軍區擔任副政委，當時蘭州軍區司令則是郭伯雄，當張樹田

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時，主任是徐才厚，因此之後張樹田晉升接任軍委紀委書

記原因與郭伯雄、徐才厚兩人關係密不可分。 

 劉錫榮、張惠新、劉峰岩三人則均是省紀委書記晉升，先前的中紀委副書

記主體是中央的紀檢、組織系統官員，偶爾會有中央其他部委領導人或地方省

委領導人晉升中紀委副書記。而讓熟悉地方紀檢事務的省紀委書記晉升中紀委

副書記，使中紀委更能掌握地方貪污腐敗的情況並加以處置。但三人之中張惠

新有明顯的派系背景，張惠新在 1989年調入上海後歷任市紀委副書記、市委常

委、市紀委書記等職務；同時間上海市委書記則歷任江澤民、朱鎔基、吳邦

國、黃菊等人，且張惠新又是在 2002年 1月「十六大」前夕增補擔任中紀委副

書記，顯然是「上海幫」在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的代理人。 

 常委會扣除書紀、副書記，以一般常委而言平均年齡僅有 52歲，相當年

輕，除了因為甄補如黃樹賢這類年輕監察系統官員建立接班梯隊以外，最重要

的是王振川、沈德詠、劉家義進入中紀委常委會。 

三人分別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審計署副職領導人，這三人

進入中紀委常委會象徵由黨的紀檢領導監察、檢察、司法、審計等系統共同協

調反腐敗工作，而這是因為「十六大」修改黨章，增加黨的各級紀委的主要任

務其中一項是「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109而先前「十五大」後已有中紀委副書

記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案例，「十六大」之後也可看到政法系統與紀委

                                                      
109「中國共產黨章程（全文）」，人民網，2002 年 11月 4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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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更加密切。審計署也在 2003年 3月兩會工作報告時批評各部委的違規問

題，並首次公開審計報告，110審計署也成為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機關，中紀委常

委會將這些相關機構的領導成員納入符合當時的黨章。  

 除了檢察、司法、審計外，趙洪祝當時則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雖然在中

共紀檢史上由組織系統幹部擔任紀檢領導人的案例相當多，但這是江澤民時期

後首次有中央組織部領導人進入中紀委常委會。這也象徵雖然組織系統官員不

再像過去在紀檢機關佔多數，但組織與紀檢兩個系統的工作仍密不可分，而同

時擁有紀檢、組織、監察等三個系統領導經歷的官員也在日後擁有更好的升遷

機會。 

 馬馼、干以勝兩人則在 2004年與 2007年中紀委全會上，分別被提升為中

紀委副書記。前一章曾說明馬馼過去是溫家寶的部屬，因此之後她從中紀委常

委升任至隸屬國務院的監察部部長。干以勝的工作經歷則是從擔任省監察廳副

廳長後，調任監察部與中紀委內部單位再升遷至監察部副部長，屬於長期具有

紀檢監察工作經歷的官員，也長期擔任何勇的副手，出任第十六屆中紀委秘書

長協助何勇。 

 從本屆中紀委常委會觀察，由於紀檢系統若運用得宜可以成為打擊政敵的

工具，因此早在的十五屆中紀委常委會即可發現派系平衡的情況。而第十六屆

中紀委書記在江澤民與胡錦濤妥協下，選擇由無紀檢、組織系統經歷的吳官正

擔任，無明顯派系關係的吳官正也確實之後盡量避免捲入政爭，這也再次證明

作為紀檢系統最高領導人的中紀委書記反而不一定需要有紀檢、組織等相關經

歷，派系因素才是最大考量。 

 由於書記無紀檢相關經歷，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出現了兼任中央書記處

書記的副書記。這類的副書記無論是第十六、十七屆的何勇，或是第十八屆的

趙洪祝都具有紀檢、監察、組織三個系統正職或副職領導人的經歷，並且長期

都在這些系統中任職。從這可看出中紀委書記僅決定中紀委的大政方針，而常

務工作則是由這類副書記領導，這樣的情況直到「十九大」才有所改變。 

其餘副書記則負責行政監察、宣傳、軍紀等分口，省紀委書記開始晉升中

紀委副書記，顯示省紀委書記的晉升，有機會可以從地方晉升到中央紀檢機

關，而不是只能等待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又或是僅能轉任省委副書記等職

務。但同時本屆部分副書記也能看出明顯的派系背景，張惠新明顯是江澤民在

中紀委常委會的代理人，也顯示胡錦濤無法完全掌握中紀委常委會，但這也讓

中紀委常委會持續深化制度，並有秩序地培養具有長期紀檢經歷的接班梯隊。 

 本屆常委會最重要的變化是檢察、司法、審計三系統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

會，三個系統中與紀委最相關的是檢察。因官員若被紀委「雙規」後，若查出

有犯罪事實，則會進行「雙開」，接下來就是移送檢察單位進行刑事調查並起

訴。因此紀檢與檢察系統雙方在調查貪污腐敗方面必須有密切的合作，甚至共

                                                      
110 李金華，中國審計年鑑（北京：中國時代經濟，2004年），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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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查，111各級檢察院也設有專門查緝官員貪污腐敗的部門。為此十五屆時就

有中紀委副書記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十六屆則成為常態化由最高人民

檢察院副檢察長兼任中紀委常委，司法、審計則同樣具有查緝貪腐的功能因而

納入。 

 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大學學位者共 16人，學習人文學

科與自然科學者在常委會中均是 5位。首先人文學科背景者均是中文系、哲學

系畢業生，他們的學科背景與他們的現職與當選中紀委常委並沒有關係。他們

均是文革前後的大學畢業生，當時就讀中文系可擔任教師，這也使人文學系畢

業生在十六屆中紀委委員與常委會佔有一定比例。 

學習自然科學者則為 5位，其中包含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兼任中央書記處

書記的副書記何勇、副書記劉錫榮、張惠新，顯然中紀委書記、副書記的選任

至本屆為止與該官員的學科背景仍不是選任標準。而學習社會科學與法律則為

3位，但較過去不同的是，這 3位的學位均是法學理論、政法系，不再像過去

多是政治系、政教系畢業，這顯示雖然中紀委常委會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科系畢

業者還是相當少，但越來越重視法律相關科系背景。 

 具有碩博士學位的常委則各 1位，具有碩士學位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沈德詠，他的學位是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專業碩士，與其職務相符合。具

有博士學位的則是劉家義，其學位是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系財政學專業經濟學博

士，職務是審計署副審計長同樣與其學位相符合，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或是審計署副審計長都是具有高度專業性的職務，擁有相關學位應是選任考量

之一，而兩人的職務也使他們進入中紀委常委會。 

 以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成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而言，由於中紀委書記、

副書記除馬馼外均是 50、60年代大學生畢業生，學習自然科學的還是佔有一定

比例；而學習人文學科的則是畢業後可擔任教師，使學習人文學科的人數與自

然科學背景者相同。具有社會科學與法律背景者則仍僅有 3位，但這 3位均是

法學、政法相關科系畢業，較過去的政治系、政教系畢業生與紀檢更加相關，

具有碩博士學位者的職務與學位也都具有高度相關性，但本屆常委會具有社會

科學、經濟與管理學科背景者仍少的情況下常委的學科背景與紀檢仍幾乎沒有

相關性。 

 

表 4-2：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合計 

大學 5 0 3 2 5 2 17 

碩士 0 0 1 0 0 0 1 

博士 0 1 0 0 0 0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11 楊秋波，「紀委和檢察機關反腐敗協作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 3期(2014年 5

月)，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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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第十六屆中紀委常委會有四項特徵：第一項中紀委書記的選

任，派系因素相當重要，重要性甚至高於是否具有紀檢監察組織經歷，副書記

的選任同樣具有一定派系考量。第二項直到「十九大」前，歷屆中紀委副書記

都會有一人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由具有長期紀檢、監察、組織系統領導經

歷者擔任，負責中紀委常務工作。112第三項省紀委書記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成

為常態，利用他們地方紀檢的經歷加強中央對地方黨委的監督。第四項檢察、

司法、審計等系統領導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成為慣例，但同樣直到「十九

大」。 

 第十六屆常委會在定位上更接近於制度化的巡邏隊，因派系平衡考量，身

為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仍與江澤民相同無法任意更換中紀委常委會成員，常委

會成員除中紀委書記外，皆具有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系統職務經歷，也

可看到制度化接班梯隊培養，因此中紀委常委會因為派系平衡，無單一勢力可

任意更換常委會成員，使中紀委常委會持續向制度化的巡邏隊調整。 

 

第三節 第十七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第十七屆中紀委委員共 127人，來自中央的共有 87位，地方則有 40位，

與紀檢相關職務的委員有 80位。整體委員組成結構與十六屆幾乎相同，來自中

央的委員同樣都是駐各部紀檢組組長、央企紀委書記、解放軍的四總部、軍種

司令部、軍事院校紀委書記等，而地方的部分除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書記馬

鐵山未當選中紀委委員外，其餘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一律當選。 

 本屆當選中紀委委員後升任紀檢相關職務的共有 7人，雖然仍然很少，卻

比過去多了一些。但探究這些升遷者先前的職務，有 4位當選中紀委委員前的

職務是大軍區政治部主任或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這些人顯然就是要接任該軍

區或該校紀委書記的人選因而當選中紀委委員，而另外 3位則有先前擔任省委

常委之後晉升省紀委書記，或由副部長兼任紀檢組組長與調任地方省紀委書

記。 

 第十七屆中紀委平均年齡為 55.7歲，一般委員中年齡最長者為一位國務院

法制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曹康泰，當選中紀委委員時為 63歲，由於國務院法

制辦公室屬於正部級，因此曹康泰的退休年齡應為 65歲，符合年齡限制。另外

年齡次高則有四位 61歲的副部級官員當選中紀委委員。扣除常委會成員，60

歲以上仍進入中紀委者僅 12位，較十六屆又更少。本屆 50歲以下進入中紀委

者僅 3位，因此本屆 127位委員中，50至 59歲間的委員就佔了 105人這些官

員多屬於副部級，因此均符合年齡限制。 

 第十七屆中紀委委員的學科背景，所有委員已均具有大學學位，共 87人。

其中具有社會科學與法律大學學位者的數量，以 25位超越前三屆，過去一直穩

                                                      
112 在中共「十九大」後，楊曉渡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但楊曉渡並沒有如何

勇、趙洪祝擁有紀檢、監察、組織、地方領導人的經歷，因此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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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一的自然科學類僅 20位，甚至比經濟與管理類的 22位更少。 

社會科學與法律類背景委員的學位取得，除 62歲的中紀委副書記干以勝

外，均是在 80年代後取得，其中有 13位學位屬於法律、法學理論類，其餘則

是政治、行政管理等科系。但分析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的人數之所以超越自然科

學背景者，原因是許多委員在中央黨校或省級黨校進修取得學位，他們為配合

職務需求，會選擇學習社會科學與法律類或經濟與管理類科系。 

25位社會科學與法律類背景的官員中，就有 12位是在中央黨校或省級黨

校取得相關學位；而 22位經濟與管理類背景的委員，更是有 15位是在中央黨

校取得相關學位，而非是在一般大學所取得。自然科學類背景委員很明顯的年

齡偏高，20位委員之中有 11位年齡在 60歲以上，但這並不代表較年輕的自然

科學背景委員減少，而是此類學科背景的年輕委員具有更高學位。 

 本屆具有碩士學位者也達到新高，共有 26位委員具有碩士學位，具有自然

科學、經濟與管理學位者均為 9位，其中自然科學背景委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僅

有 53.7歲。但較意外的是，這 9位委員在當選中紀委委員時的職務與自然科學

相關者僅有 3位，113其餘 6位反而從事與他們學位無關的財經、紀檢、政法相

關工作。經濟與管理類背景的 9位委員中則有 6位從事紀檢工作，社會科學與

法律類 6位之中，有 3位從事紀檢、政法工作。從這三類科系背景碩士學位委

員觀察，是否當選中紀委委員與其學位著實沒有過多的關聯，最重要的還是其

當下職務是否與紀檢有關或級別是否為副部級。 

 具有博士學位者人數是第十六屆的兩倍，達到 14人，其中經濟與管理類占

了一半，從事紀檢相關工作的僅有 2人，其他則是建設部副部長、國家稅務總

局副局長等職務。而自然科學類博士則有 4人，與紀檢相關職務的也僅有甘肅

省紀委書記蔣文蘭，社會科學類博士 2人之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

與紀檢較為相關，另 1人是李適時職務為國務院副秘書長，與紀檢無關。因此

觀察與碩士學位委員相同，博士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與當選中紀委委員似乎

同樣沒什麼關係。 

 第十七屆中紀委委員具有大學以上學位者明顯增加，具有大學學位的委員

屬於社會科學與法律類背景者，首度超越自然科學背景委員。究其原因是在中

央黨校與省級黨校取得學位者變多所導致。黨校內部多是社會科學與法律類、

經濟管理類科系，因此當越來越多官員在中央黨校與省級黨校取得學位時，社

會科學與法律類、經濟管理背景的委員自然也會增加。 

而碩博士學位委員，大部分所學都與紀檢、政法無關，40位碩博士委員之

中學位屬於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的委員僅有 8人，僅佔 20%，自然科學類在碩博

士占比仍高於社會科學與法律類。但若是將各學科背景的大學與碩博士學位者

相加，具社會科學與法律背景的委員與自然科學背景委員均為 33人，而因應經

濟發展，具有經濟與管理背景的委員則為 38人是最大宗。整體而言，中紀委委

                                                      
113 分別是中國航太科工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許達哲、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中國海洋

石油總公司總經理傅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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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學科背景是從第十七屆開始由自然科學獨大轉變為經濟管理、社會科學與

法律類背景為主。 

 

 

表 4-3：第十七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合計 

大學 20 22 25 2 16 2 87 

碩士 9 9 6 0 2 0 26 

博士 4 7 2 0 1 0 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十七屆中紀委書記由賀國強出任，賀國強歷任福建省省長與重慶市委書

記，「十六大」後則升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直到「十七大」。從過去經歷觀察賀國

強並沒有紀檢經歷，但具有五年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經歷，加上中央組織部與中

紀委合作向來密切，應對紀檢系統運作有所了解，但還是必須透過副書記何勇

協助常務工作。賀國強也沒有明顯的派系背景，應也是如同前任的吳官正一

樣，是江澤民與胡錦濤雙方都能接受的人選，加上又具有中央組織部部長經歷

而被選為中紀委書記。 

 第十七屆中紀委副書記仍由何勇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賀國強，其餘

副書記張惠新仍然持續留任，馬馼接替李至倫升任監察部部長，孫忠同則是軍

委紀委書記。從孫的經歷上觀察，他緊緊跟隨著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徐才

厚，例如同時間任職於瀋陽軍區、解放軍報社，之後徐才厚接任總政治部主任

時孫忠同是總政治部主任助理，顯然兩人關係匪淺。這也凸顯解放軍在胡錦濤

時期，無論是軍中人事亦或是軍中紀檢都由徐才厚一手掌握。而孫忠同僅在早

期擔任過遼寧省軍區組織處幹事，主要經歷多與軍中宣傳有關，因此可說此時

的軍中紀檢領導人選任，看重的是派系而非相關經歷，這也導致胡錦濤時期軍

中紀檢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延續前一屆的制度，第十七屆仍有省紀委書記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張毅

調任中紀委之前曾在黑龍江省與河北省擔任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地方紀

檢經歷長達 14年，直到「十七大」前夕調任中紀委秘書長，「十七大」後擔任

中紀委副書記而時間並不長，2010年調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但長期紀

檢經驗也讓他在「十八大」後調任國資委副主任調查當時的蔣潔敏案。 

黃樹賢、李玉賦的經歷，提供了中紀委常委會兩種不同的流動路徑案例比

較。兩人均是 1954年出生，均長期在紀檢監察系統任職，李玉賦在紀檢監察系

統任職時間有 19年。相比之下黃樹賢則為 13年，但黃樹賢具有李玉賦所沒有

的地方紀檢經驗與團派背景，這讓黃樹賢在「十八大」後晉升監察部部長，「十

九大」後還持續擔任民政部部長。而李玉賦長期在中紀委任職，缺乏地方經驗

與派系背景，這使他在「十八大」後短暫續任兩年中紀委副書記，60歲便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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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的二線職務。從兩人的經歷可觀察到地方經驗與派系背景

的重要性足以讓同樣年齡且同樣長期任職於同系統者產生不同的流動路徑。 

常委與上屆相同中央組織部、檢察、司法、審計等系統副職領導人仍進入

中紀委常委會(張紀南、邱學強、張軍、令狐安)，且也同樣增補年輕官員進

入。本屆較特殊的，是擔任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工作辦公室主任王偉也

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原因是胡錦濤時期中央巡視組的巡視範圍，除了針對各省

進行巡視外，國有企業與國務院部委也成為巡視對象。在胡錦濤執政後期屬於

事業單位的大學也被列為巡視對象，中央巡視組的工作日益繁重，身為巡視工

作辦公室主任也必須被納入中紀委常委會進行各方面的協調。 

本屆常委會 19位常委，大學學位者共 15人，其中社會科學與法律、經濟

與管理、自然科學皆為 4位，中紀委書記、副書記最高學位皆為大學。具自然

科學大學學位者則都為 60歲以上較年長者，其中包含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副書

記何勇與張惠新；而具社會科學與法律背景的則有 1位為副書記、3位為常

委，這 4位學位均為法律、法學類學位與紀檢具有相關性。 

具有經濟與管理大學學位的副書記、常委，除王偉為政治經濟學學位外，

其他 3位的學科背景與紀檢沒有直接相關性。從具有大學學位的書記、副書

記、常委觀察，學科背景與紀檢相關的，實際上只有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的 4

位，與經濟與管理類的 1位，因此以大學學位者而言，學科背景與擔任紀檢職

務同樣沒有直接相關性。 

而碩博士學位者共有 4位，最高學位為碩士者僅有 1人，而最高學位為博

士者則有 3人。這 4位碩博士學位者中，杜學芳與李玉賦分別為政治經濟學碩

博士，而張紀南則是企業管理博士，他們 3人當時的職務分別是中央國家機關

工委副書記、紀工委書記、監察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三個職務均政

治經濟與管理相關。而唯一一位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博士是張軍，其學位為刑法

專業法學博士，與他當時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職務具有高度相關性。 

本屆常委會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具有自然科學學位者集中在年齡 60歲以上

的書記、副書記、常委，因為他們仍是 50、6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而 60歲以

下的常委，則多屬於社會科學與法律以及經濟與管理類的學科背景，且相較於

一般中紀委委員仍有多位自然科學類碩博士委員。 

常委會具有碩博士學歷者，均為社會科學與法律以及經濟與管理類，而這

應是此時的中紀委常委會固定甄補特定系統如紀檢、監察、政法、審計等系統

官員擔任常委所致。這些系統的官員若是進修取得學位，會選擇與職務相關的

社會科學與法律類以及經濟與管理類，而使中紀委常委會呈現具有這兩類學科

背景的人數成長，而自然科學背景者的減少的情況。 

 

表 4-4：第十七屆中紀委常委會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人文 黨校培訓 合計 

大學 4 4 4 2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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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0 0 1 0 0 1 

博士 0 3 0 0 0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總結本屆中紀委常委會，書記賀國強雖具有中央組織部部長經歷，對於紀

檢工作應有所了解，但不具實際紀檢工作經驗，仍然要依賴身兼中央書記處書

記的何勇協助常務工作。其他副書記除軍委紀委書記孫忠同以外，均是由紀檢

系統升遷。從副書記的經歷觀察，具有地方紀檢經歷逐漸成為晉升中紀委副書

記條件之一，八位副書記中有四位具有地方紀檢職務經歷，顯示中紀委透過這

些具有地方紀檢經驗的幹部加強對省級領導官員的監督。 

但中紀委仍然需要長期在內部各單位任職的官員，擔任副書記管理內部各

單位，而李玉賦就是這類型的官員。因此可看出中紀委副書記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具有長期紀檢、監察、組織領導經歷，負責中紀委常務工作例如何

勇；第二類是領導針對各省進行紀檢工作，所以必須具有地方紀檢經驗例如張

毅(表 3-5)；第三類則是負責管理中紀委內部各單位，因而必須具有長期在中

紀委內部各單位工作經驗例如李玉賦。 

常委會與紀檢系統相關的組織、檢察、司法、審計系統等官員也延續「十

六大」模式固定進入常委會，中央巡視工作辦公室主任王偉年齡只有 47歲，進

入常委會除了建立接班梯隊外，也象徵巡視工作更加受到重視。 

吳玉良也在本屆進入常委會，他過去的經歷均是在中紀委內部各單位工

作，因此對於內部事務熟悉的他，被拔擢為中紀委秘書長，日後晉升副書記。

順帶一提的是，之後協助王岐山打貪反腐，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趙洪祝，雖

然十五、十六屆都有進入中紀委常委會，但十七屆時他調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累

積地方經驗，因而未進入本屆常委會。顯示胡錦濤時期，中央較江澤民時期更

重視培養中紀委領導幹部具備地方經驗，以便應付日益複雜的地方貪腐問題。 

 

表 4-5：第十七屆中紀委副書記地方任職職務與紀檢監察任職時間 

姓名 地方最高紀檢職務 任職地方紀檢監察職務時間 

張惠新 上海市紀委書記 10年 

張毅 黑龍江、河北省紀委書記 14年 

黃樹賢 江蘇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 6年 

干以勝 安徽省監察廳副廳長 3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總體而言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委員組成的部分大同小異，幾乎可說無論

是來自中央和地方的比例，或是紀檢相關官員的占比都已固定化。來自中央的

委員都是駐各部紀檢組組長、央企紀委書記、解放軍的四總部、軍種司令部、

軍事院校紀委書記等職務；地方則是省紀委書記與大軍區紀委書記組成，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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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都仍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委員與紀檢無關，這些與紀檢無相關的委員，也幾乎

不會在當選中紀委委員後轉任紀檢相關職務。依據學者的推論，這些委員可能

是由於級別幾乎都屬於副部級，無法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而被放入中紀委。114 

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書記吳官正與賀國強兩人，體現了中紀委書記選任的

派系考量高於經歷。吳官正從無紀檢、監察、組織甚至政法相關的任何經歷，

上任後也避免倒向江澤民或胡錦濤任何一方；而賀國強則至少曾擔任過中央組

織部部長，由於中央組織部與中紀委合作密切，對紀檢工作至少擁有一定了

解，但同樣的兩人皆必須依賴長期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的官員協助。 

由於中紀委書記選任最重要的考量是派系，因此在紀檢常務工作上，胡錦

濤時期出現了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屬於副國級的中紀委副書記，由具有長期

領導紀檢、監察、組織系統的何勇出任。除軍委紀委書記外，其他副書記均具

有長期紀檢監察工作經歷，但也不乏如張惠新這類有明顯派系背景的副書記。

而十六、十七屆軍委紀委書記張樹田、孫忠同過去的經歷，更是明顯與郭伯

雄、徐才厚兩人有密切關係。馬馼則是溫家寶的前部屬，這表示副書記的選任

是否具有紀檢監察經歷最重要，但是否有特定派系背景也是加分條件之一。 

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副書記開始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具有長期紀檢、監察、

組織領導經歷，會成為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副書記；第二類則是長期在中紀

委、監察部工作的官員，他們負責協助管理中紀委內部各部門；第三類則是為

因應越來越複雜的地方貪腐，而由具有長期地方紀檢工作經驗的省紀委書記升

任中紀委副書記。 

常委最重要的功能，自然是甄補年輕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建立接班梯

隊。是否為中紀委副書記接班梯隊的重要指標，則是是否兼任監察部副部長。

一般而言兼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中紀委常委，會在日後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在

胡錦濤時期除了固定甄補年輕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外，也增加了與紀檢相關

系統的官員，組織、檢察、司法、審計、巡視等相關系統的領導幹部都進入中

紀委常委會，這象徵中紀委領導整體紀檢相關工作，將相關系統副職領導幹部

納入有助於協調整體紀檢工作。 

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常委會很明顯的是制度化的巡邏隊，原因是江澤民與

胡錦濤兩人皆是職務型領導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的態勢下，最高

領導人缺乏強大的黨內權威性，使他們能夠完全自行決定中紀委常委會的組

成，必須與其他派系妥協。 

同時，這也導致他們無法扭轉鄧小平時期開始的中紀委常委會制度化，而

這使中紀委常委會在胡錦濤時期更加深化紀檢制度，乃至於與相關系統的合

作，分工更加明確。之後習近平第一任期時，第十八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整體

                                                      
114 吳國光認為全國黨代表大會主席團通過的「兩委」預選名單人數高於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人

數，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央委員預選落選者會被放入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名單，而中央候補委員預

選落選者則會被放入中紀委預選名單。請參考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8 年），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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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結構與胡錦濤時期雖然大致相同，但常委會實際上在習近平第一任中期便

已開始出現性質上的轉變，造成了十九屆中紀委的新變化。 

 

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的省紀委書記 

延續江澤民後期針對省紀委書記進行改革，不僅是在任命方式有所變化，

省紀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的地位也開始進行改革。2000年 12月，中紀委十五

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到，「為適應反腐敗鬥爭的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檢查

工作，中央決定逐步做到地方各級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115之後

2001與 2002年各省省委換屆後，省紀委書記均由省委副書記兼任，全面推行

江蘇省的「曹克明模式」。但「曹克明模式」雖然似乎提高了省紀委書記的地

位，但是省委副書記除了紀檢外還必須分管其他黨務，無法專心在紀檢的業務

上。116另外湖南省張家界市在 1995年 2月開始執行「張家界模式」，由地級市

紀委向所轄區縣選派紀委書記，但到了 1998年因人才缺乏，加上 2000年 12月

中紀委第五次全會要求各級紀委書記須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117地方幹部認

為地級市紀委內部單位主任若下派擔任市轄區縣紀委書記並兼任黨委副書記升

遷過快，不符合論資排輩的幹部任用模式，因此難以延續。118 

胡錦濤第一任期時，各省仍存在書記辦公會，各省副書記人數偏多，省委

常委會之中實際做出的決策是在書記辦公會時即已決定，省委常委決策淪為形

式。1192004年 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

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到要減少領導職數，並解決解決分工重疊問題，而

這也會改變原本省紀委書記的「曹克明模式」。2006年「十七大」前的省委換

屆，各省實行「減副」除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自治區保留兩位以上

副書記外，其他各省副書記均為兩人。120而此次換屆後，省紀委書記也不再由

省委副書記兼任，改回由省委常委兼任省紀委書記。 

胡錦濤時期共有 64位省紀委書記，121任命方式分為本地升遷平調、異地交

流、中央空降三類。雖然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的任命方式開始使用，但半數以

上的 34位省紀委書記仍是以本地升遷平調，這象徵雖然中央試圖掌控省紀委書

                                                      
115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2000.12.28）」，人民網，2001 年 1月 2日，

http://peopledaily.com.cn/BIG5/shizheng/252/2183/2983/20010102/368185.html。 
116 吳仁傑，「中共調整省級紀委書記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5卷第 3期(2007年 3月)，頁

129。 
117 「十五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公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3年 8月 28 日，

http://www.ccdi.gov.cn/xxgk/hyzl/201307/t20130726_114127.html。 
118 安蘇，「“張家界模式”受挫背後：一場紀委改革的中止」，廉潔瞭望，2004年第 2 期(2004

年 2月)，頁 10-11。 
119 張執中，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 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2008年），頁 56-

57。 
120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236。 
121 實際為 60位省紀委書記，葉青純、李法泉、董君舒、黃先耀等四位省紀委書記曾擔任兩次

不同省份省紀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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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任命權，但在胡錦濤時期還無法大規模由中央主導省紀委書記的更換，省

紀委書記仍由同級黨委領導為主，中央仍無法完全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 

 

一、本地升遷與平調 

首先以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而言，共有 34位，其中僅有甘肅省紀委

書記張曉蘭年齡為 50歲以下。張曉蘭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具有團

派背景，她在 43歲時便升遷為甘肅省政府副省長。不過，女性幹部的升遷雖然

較為快速，但也有「玻璃天花板」的升遷限制。122張曉蘭在 46歲時由副省長轉

任省紀委書記，而她的經歷大多在科技系統任職，擔任甘肅省副省長期間曾兼

任約 3年省委政法委副書記，與紀檢系統具有相關性。但張曉蘭在擔任省紀委

書記 4年後，50歲時便轉任二線職務全國婦聯副主席，除了身為女性幹部的

「玻璃天花板」升遷限制外，具有團派背景可能也讓她在習近平時期升遷困

難。123 

50至 59歲年齡區間，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則有 32位。與江澤民時

期不同的是，胡錦濤時期幾乎只剩本地「平調」，原因是胡錦濤第一任期時實施

「曹克明模式」，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紀委書記，第二任期的省紀委書記也多由

其他副省級幹部轉任。因此在江澤民時期，多數由無紀檢相關經歷的地級市市

委書記，或省政府廳局長升遷為省紀委書記的情況，在胡錦濤時期已經消失；

由正廳級職務升遷者僅剩西藏自治區紀委書記金書波 1人，但這也說明正廳級

的省紀委副書記升遷為省紀委書記情況亦不復見。 

平調者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省委組織部部長、政法委書記、宣傳部部長、

統戰部部長、省委秘書長、省政府副省長、省會市委書記等職務平調，與江澤

民時期相同。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前職務大多與紀檢系統無關，而胡錦濤時

期的特徵，是政法委書記轉任省紀委書記的案例增加。江澤民時期僅有河南省

政法委書記李清林轉任省紀委書記一例，而胡錦濤時期由省委政法委書記、副

書記轉任省紀委書記的案例是各類前職務當中最多者，共有 6人。這顯示胡錦

濤時期，地方黨委一定程度上傾向由與紀檢相關的政法委書記轉任省紀委書

記。 

但排名第二的前職務，則是省委統戰部部長與省委秘書長皆為 4人轉任省

紀委書記。一般而言，省委統戰部部長與省委秘書長工作內容與紀檢工作較無

關聯，反而與紀檢系統最具相關性的省委組織部部長僅有 3位轉任省紀委書

記。因此以前職務觀察，大多數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仍沒有一定規則可循。 

而以長期任職系統觀察，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與江澤民時期相同，來源

多元化。但整體而言具有長期組織、政法系統經歷的省紀委書記有 11位，占比

                                                      
122 李侑潔，「性別因素對中共政治菁英甄補影響之研究」，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學位

論文，2013年 1 月，頁 3。 
123 「秦宜智突遭貶職 習近平為何不滿“團派”」，多維新聞網，2017年 9月 20日。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7-09-20/60013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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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地平調省紀委書記的三分之一，已較江澤民時期比例更高，但仍不佔多

數，且具有長期紀檢經歷者為零。其他三分之二的省紀委書記長期任職系統不

一，且缺乏紀檢相關職務經歷，包含了宣傳、統戰、工業、財政甚至還有長期

任職於農業與地礦系統的官員轉任省紀委書記，可說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在

過去的經歷性上，無論是江澤民或胡錦濤時期大多仍沒有規則可循。 

不過若以湖南省紀委書記許雲昭為例，則可能有另一種解釋。雖然他不曾

擔任任何紀檢職務，且長期任職於與紀檢系統無關的省地礦局局長與地礦部辦

公室主任。但他接任湖南省紀委書記同一年(2006年)，湖南省正好發生「郴州

腐敗案」，市委書記與市紀委書記其中一項罪名便是收受礦產業者賄賂，124同時

郴州也是著名的礦產產區。125因此案發後由具有長期地礦系統經歷的許雲昭接

任省紀委書記，也可能是因地制宜之故，而不見得以是否具有紀檢相關經歷為

考量。整體而言，胡錦濤時期至少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開始強調由具有長期

組織、政法系統職務經歷者轉任省紀委書記，而因地制宜下，由非紀檢相關系

統官員平調省紀委書記亦有可能。 

以 50至 59歲的年齡區間而言，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6

歲，與江澤民時期的 56.4歲相差不大，距離省紀委書記退休的 63歲仍有 7年

任職時間；而平均退休年齡則是 60.1歲，與江澤民時期平均退休年齡 61.8歲

亦相差不大。亦即胡錦濤時期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與江澤民時期在平均上

任年齡與平均退休年齡上相當接近；但胡錦濤時期晉升或轉任非二線職務的省

紀委書記，較江澤民時期的 12位多，共有 19位晉升正部級或轉任其他副部級

職務。而在大多數的案例中，需在 55歲以下就晉升省紀委書記，且任職時間低

於 4年者才有機會晉升或轉任，但還是以轉任副部級的如省委副書記或其他紀

檢職務為主，晉升正部級的只有北京市紀委書記強衛晉升青海省委書記，與上

海市紀委書記楊曉渡晉升中紀委副書記兩人。126 

60歲以上平調省紀委書記在胡錦濤時期僅有一例，即江蘇省紀委書記馮敏

剛，他曾擔任青海省委政法委書記 5年，因此具有一定紀檢相關性，他在 60歲

時才晉升省紀委書記，63歲時則依據省紀委書記退休年齡退休，未轉任二線職

務。 

胡錦濤時期本地省紀委書記大多採取平調而非升遷，已不再將省紀委書記

作為地級市市委書記晉升省委常委的選項。但大多數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仍

缺乏紀檢相關系統經歷，雖然可以看到 6位由與紀檢較相關的政法委書記轉

任，但仍可看到如統戰部部長、省委秘書長等與紀檢較無關的官員轉任省紀委

書記。顯示本地平調的方式，在胡錦濤時期仍主要掌握於同級黨委，因此與中

                                                      
124 「湖南郴州腐敗窩案教訓深刻 原市委書記一權獨大」，人民網，2008 年 11月 21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71/8381265.html。 
125 「郴州千年礦都找到新生路」，人民網，2016 年 6月 6 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6/0606/c71661-28414377.html。 
126 楊曉渡在 2012 年 5月擔任上海市紀委書記，因此計算在胡錦濤任內的省紀委書記，但他晉

升為中紀委副書記則是在習近平時期。 

DOI:10.6814/NCCU2019008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4 
 

央採取異地交流，重視具有紀檢相關系統任職經歷的情況相比，大多數情況下

同級黨委仍不重視由具有紀檢相關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而胡錦濤時期的省

紀委書記半數又是由本地平調，且有半數以上不具有紀檢相關職務經歷，任命

仍掌握於同級黨委代理人，監督上仍有缺陷。 

 

二、異地交流 

自江澤民時期末期開始實行異地交流後，胡錦濤時期共 19位省紀委書記以

異地交流方式任命。學者分析相較於本省升遷或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各省

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因對於地方貪腐問題更加了解且有升遷誘因，因此在

反腐績效上較前兩者更佳。127 

依據本文統計，50 歲以下，以異地交流方式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共 3 位。陳

文清與朱明國的前職務，分別是政法系統的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與重慶市委

政法委書記，長期的經歷也都在政法系統任職，與紀檢系統較為相關。而山西

省紀委書記李兆前，過去的經歷主要是在大學教授機械課程，擔任省紀委書記

前沒有任何紀檢相關系統職務經歷，因此推測省紀委書記職務是其晉升歷練的

一部分，這從他之後晉升職務可觀察出來。 

3 位 50 歲以下的省紀委書記都在 5 年內晉升，陳文清晉升正部級的中紀委

副書記，並在習近平時期擔任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朱明國則轉任廣東省委副

書記、政法委書記回到政法系統，兩人都仍在紀檢、政法系統任職。李兆前則

是擔任省紀委書記 3 年後，便轉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而他的

機械博士學位與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負責安全生產綜合監督管理的職

責也符合。128另外擔任省紀委書記的經歷也讓他具有監督管理的經驗，因此短

暫擔任省紀委書記只是晉升歷練的一部分。這也充分顯示出異地交流除了中央

掌控省紀委書記任命權外，還具有讓官員歷練的功能。但在胡錦濤時期，大多

仍將異地交流作為上收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並加強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以避免

資訊不對稱的方式。 

50 至 59 歲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則有 16 人，而其中有 12 人的前職務屬

於紀檢、組織、政法系統。包含了由省紀委書記、副書記、省委組織部部長、

政法委書記升遷轉任，而以過去長期任職的系統觀察，也可發現長期任職於紀

檢、組織、政法系統者也有 11 位。亦即這些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大多選任

具有長期紀檢相關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顯示出中央的偏好。 

異地交流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5.3歲，較本地平調平均上任年齡的

56歲低一些，但平均卸任年齡則較本地平調的 60.1歲高，為 60.5歲。也就是

說，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任期平均較長為 5年，流動速度較本地平調的省紀

                                                      
127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

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14。 
128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

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5年 8月 15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5-08/15/content_80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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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更慢。原因是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中央傾向

讓他們在省紀委書記職務發揮所長，而數據顯示這些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

幾乎都在該職務擔任至屆退年齡後轉任二線職務或直接退休。且除李兆前這類

歷練者外，即使轉任非二線職務也都是平調其他副省部級紀檢職務，繼續發揮

紀檢所長，難以晉升正部級職務或轉任非紀檢職務。 

觀察胡錦濤時期的異地交流省紀委書記，很明顯的中央重視省紀委書記是

否具有紀檢相關經歷，希望透過具有紀檢相關經歷的巡邏隊監督黨委代理人，

避免過去江澤民時期本地升遷平調由黨委代理人選任不具紀檢相關經歷的省紀

委書記，造成省紀委書記難以監督黨委的困境，另一方面異地交流也成為部分

官員歷練的一種方式。但這些省紀委書記也因他們的紀檢相關經歷而被困在紀

檢系統，紀檢系統的正部級職務又僅有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等少數職

務，導致大多數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只能該職務任至退休，難以晉升或平調

非紀檢職務。 

 

三、中央空降 

除了異地交流外，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的方式也始於胡錦濤時期。中央空

降省紀委書記最早出現在 2006年，該年共有 5位省紀委書記由中央空降，而在

整個胡錦濤時期總共有 11位省紀委書記由中央空降，與本地平調、異地交流方

式任命的省紀委書記人數相比，顯示這並非一個常態性的任命方式。 

11位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皆在 50至 59歲間空降地方，前職務除江西省

紀委書記尚勇與湖北省紀委書記黃先耀，其餘皆在紀檢、政法系統任職。黃先

耀雖然前職務為交通部副部長，但先前曾擔任交通部紀檢組副組長。而長期任

職系統為紀檢、組織、政法系統則有 7位，從這觀察到中央選任空降省紀委書

記時，應是選任前職務是紀檢相關職務者空降，而長期經歷是否為紀檢相關系

統則不一定是選任重點。因此前職務非紀檢相關職務，且非長期在紀檢相關系

統任職只有尚勇一人，而他是屬於下派歷練的案例。 

雖然同樣是中央空降，但中央空降也有性質之分，第一類是空降省紀委書

記經常與地方發生大案有關。最明顯的例子如 2006年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的

「上海社保基金案」發生時，中央指派中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

詠擔任上海市紀委書記，而他在 2008年此案調查大致結束後就調回最高人民法

院。其他例子還有如 2006年 6月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貪污案爆發，同年 11月

中紀委常委馬志鵬就空降北京市紀委書記；2006年爆發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李寶金、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貪污案，同年臧獻甫從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副

書記調任天津市紀委書記，這些例子都顯示胡錦濤時期中央空降紀委書記與地

方嚴重的貪污腐敗有很大的關聯。 

在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皆曾空降中紀委常委擔任省紀委書記，但性

質上有所區別。胡錦濤時期中央空降的中紀委常委並不兼任監察部副部長，因

此不會影響到中紀委常委會接班梯隊；而習近平時期則是將兼任監察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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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紀委常委空降地方，進而影響到中紀委常委會的接班梯隊。顯示兩位領導

人任命中紀委常委空降地方時，對於是否影響中紀委副書記接班梯隊有完全不

同的考量。 

第二類則是震懾地方勢力，在胡錦濤時期，四個直轄市的市紀委書記都曾

經有過中央空降的例子。顯示中央對於這些特別重要的省市，希望透過空降省

紀委書記的方式，監督具有政治局委員身分的黨委代理人。中央空降的意義是

空降的省紀委書記與地方利益較無牽連，可以秉公調查與處置貪腐事件，且空

降的紀委書記多是原中央紀檢或政法相關系統官員，對調查案件較為熟悉。不

過一旦空降的紀委書記在該地長期任職後，自己也可能身陷貪腐之中，例如空

降山西省紀委書記的金道銘，他在 2006年空降山西省紀委書記，先前則在中紀

委與監察部工作長達 19年，但之後他也身陷山西省當時嚴重的貪腐之中，在習

近平時期遭到調查。 

 第三類是空降地方歷練，前兩類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都是長期在紀檢或政

法系統相關職務任職的官員。但這類官員過去沒有任何紀檢相關系統經歷，在

胡錦濤時期也僅有一例，即尚勇。尚勇是工學博士，過去的職務均是科技部

門，歷任國家科委司長、科技日報社長、科技部副部長等職務。但毫無紀檢經

歷的他當選十七屆中紀委委員，2008年空降江西省省紀委書記職務。江西省在

當時並無發生大型貪腐案件，且江西省無論是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是重要省

分，尚勇空降地方較像是讓他累積地方經驗，之後他也沒有在紀檢系統繼續升

遷，而是在 2014年調至中國科協擔任正部級的黨組書記。時至今日(2019)仍是

高配正部級的應急管理部副部長，所以尚勇的空降較像是累積地方歷練，方便

日後晉升。 

 胡錦濤時期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3.7歲，與本地平調

與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相比明顯較為年輕。不過，平均卸任年齡則是 58.7

歲，意謂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雖然平均任期與異地交流相同皆是 5年，但

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因卸任年齡較低，且最快者如沈德詠在擔任兩年上海市

紀委書記後，便調回高配正部級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職務，較有機會升遷或

平調其他非二線職務。 

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之後的流動路經則分為調回中央、本地升遷、本地退

休、異地交流四類。調回中央的如前述沈德詠，也有如石生龍，在 2008年從最

高人民檢察院紀檢組組長空降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書記，2014年再調回中央擔

任住建部紀檢組組長，但也有如前述尚勇這類調回中央但擔任非紀檢職務的案

例。而本地升遷的則如金道銘升任省委副書記，相對的，本地退休的則有馬志

鵬、臧獻甫、徐敬業、周澤民、尹晉華。5人均在空降該地後便沒有再轉任其

他職務，特別的是前三人空降地點均是直轄市，凸顯他們空降地方巡邏隊後，

長期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的作用，而這 5人也均在 60歲後轉任省級政協主席或

直接退休。空降後再異地交流至他省擔任省紀委書記的則有葉青純、黃先耀兩

人，兩人分別再次交流至北京市與廣東省擔任紀委書記，原因則是兩人都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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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退休年齡，中央再將他們異地交流至他省繼續執行紀檢工作。 

 

本章小結 

總結胡錦濤時期省紀委書記，首先透過「曹克明模式」將省紀委書記改由

省委副書記兼任，提高省紀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內的排名，但這也使省紀委書

記無法專心於紀檢事務，必須分管其他黨務。而胡錦濤時期的省委「減副」也

使 2007年省委常委會換屆後，省紀委書記再次回歸由省委常委擔任。這樣的作

法顯示出「曹克明模式」雖然看似加強省紀委書記的權威性，但無法專心於紀

檢事務導致效果有限。 

以年齡觀察胡錦濤時期省紀委書記，64位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4.9

歲，平均卸任年齡則是 59.5歲，因此平均 4.6年的任期也使三分之二以上的省

紀委書記只能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能夠持續升遷或轉任非二線職務者僅 22

人。 

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委員，已經由中央的紀檢幹部佔了多數，地方紀檢官

員因級別因素只會有固定員額當選中紀委委員，因此若中紀委的人數不斷增

加，必然是中央副部級的紀檢幹部人數持續上升的結果。職務與紀檢不相關的

官員當選中紀委委員人數，在胡錦濤時期兩屆平均為 40人，但實際上這些與紀

檢無關的委員也包含了組織、政法、審計等系統官員，或是當選中紀委委員後

會升遷紀檢相關職務的官員。這些人多是副部級官員，會被選入中紀委應是無

法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而被放進中紀委之中。 

第十六、十七屆中紀委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幾乎所有委員均具有大學

或更高學位。第十六屆仍以自然科學為大宗，但到了第十七屆，社會科學與法

律類，以及經濟與管理類背景的委員數量首度超越了自然科學背景委員。法

律、法學以及經濟與管理背景官員增加，一項原因是官員進入中央黨校進修法

律、經濟相關知識，使這兩類學科背景人數增加，學科背景與紀檢的相關性也

在第十七屆大大提升，另一項原因則是 60歲以上在毛澤東時期讀大學的委員在

十七屆減少，使自然科學背景的委員降低。因此無論是在委員或是常委，在學

科背景與碩博士的增加都有明顯的變化。 

胡錦濤時期中紀委書記的產生明顯有派系折衝的痕跡，中紀委書記吳官

正、賀國強皆沒有特別明顯的派系背景，也不如江澤民時期的尉健行具有長期

的紀檢、組織經歷，在選任上重視其中立性。而曾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則較有

機會擔任為中紀委書記，原因是自中共建黨以來便偏好由組織系統幹部負責紀

檢工作，先前的尉健行與之後的趙樂際亦都曾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可見中共

確實偏好具有組織系統領導經驗者負責紀檢工作。 

由於派系影響，造成中紀委書記不一定熟悉中紀委日常工作，因此在胡錦

濤時期，由長期擔任中紀委副書記的何勇負責常務工作，並兼任中央書記處書

記。其他副書記則可觀察到派系因素，例如上海市紀委書記張惠新在江澤民即

將卸任之際被甄補擔任中紀委副書記，中央軍委紀委書記的經歷更明顯與徐才

DOI:10.6814/NCCU2019008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厚、郭伯雄等人有關，監察部部長李至倫則是團派，接任監察部部長的馬馼隸

屬於總理溫家寶的國務院。在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副書記大致維持派系平衡，且

除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外，皆具有紀檢工作經歷。副書記大致分為中央紀檢、監

察系統出身與地方紀委書記升遷兩類，中央紀檢、監察出身的副書記主要管理

中紀委內部事務，而地方省紀委書記升遷則是負責監管地方紀檢事務。 

常委會同樣也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為因應更加複雜的貪腐問題。胡錦濤

時期將與調查貪腐相關的系統納入中紀委常委會，加以協調調查官員貪腐。十

六屆時納入組織、檢察、司法、審計等系統副職領導人，十七屆後也納入中央

巡視組辦公室主任。常委會也每屆固定甄補年輕官員進入，這些年輕官員均具

有紀檢、監察職務經歷，但同樣分為中央與地方兩類。從日後的發展來看，僅

具有中央紀檢、監察經歷者發展較單一，至多只會在紀檢、監察系統升遷至中

紀委副書記，但具有地方經歷後當選中紀委常委者，因具有中央、地方經驗更

有機會轉任其他系統的正部級職務。 

胡錦濤時期省紀委書記仍半數以上由本地升遷平調，相較於江澤民時期，

由地級市市委書記與省政府廳局長升遷的情況雖已不復見。但由本地平調的省

紀委書記，其前職大多非紀檢相關系統，不過省委政法委書記、副書記出任省

紀委書記則是各前職務中最多，象徵地方黨委仍一定程度上重視由相關系統者

負責紀檢事務。但整體而言，本地平調任命上仍掌控於同級黨委，監督效果仍

然有限。 

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顯示中央不僅希望掌控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還重視

由紀檢相關經歷的幹部擔任巡邏隊監督地方黨委代理人，惟長期的紀檢相關經

歷也讓這些省紀委書記流動被限制在紀檢相關系統內，難以轉任非紀檢相關系

統職務或升遷正部級職務。 

胡錦濤時期的 64位省紀委書記，由於卸任平均年齡與屆退年齡相當接近，

因此三分之二的省紀委書記在卸任後轉任二線職務或退休。從流動的職務觀

察，能夠晉升正部級職務者僅有 4人，原因仍是紀檢系統正部級職務稀少，晉

升機會相當低。因此胡錦濤時期的省紀委書記流動，多是轉任中央或其他省分

的紀檢職務。整體而言胡錦濤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升遷平調不易，流動受限，大

多數仍只能等待轉任二線職務或直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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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習近平時期的紀檢人事特徵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一方面設立多個領導小組並親任組長，加強黨

中央對各系統的管理，並在各系統安插自己信任的官員擔任要職。另外則透過

打貪反腐加強黨中央權威性，而打貪反腐也成為剷除如周永康、徐才厚等政敵

的方式。打貪反腐的工作自然必須由中紀委與各級紀委執行，因此紀委權威性

明顯上升。2018年 3月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以下稱「國家監察委」)後，

將過去屬於黨內規定的紀委「雙規」合法化為國家監察委的「留置」，甚至將監

察範圍擴大至所有行使公權力者，中紀委與國家監察委的權威超越中共黨史上

的任何時期。 

過去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因各派系擔心中紀委會成為派系鬥爭的工具，

因此不僅中紀委書記會選擇較無明顯派系背景者，中紀委常委會也在一定程度

上注重派系平衡。但「十八大」後可觀察到習近平與王岐山，透過將胡錦濤時

期培養的中紀委接班梯隊空降各省或調任其他中央部委，再將與自己有共事經

驗者透過中紀委全會增補進入中紀委常委會，並在「十九大」後擔任中紀委、

國家監察委要職。而這是因中紀委、國家監察委掌握監督與懲罰官員大權，習

近平勢必需要安排自己信任的官員掌控中紀委與國家監察委，方能緩解資訊不

對稱問題，使中紀委常委會成為實踐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省紀委書記在習近平上台後開始進行大規模且快速的調動，任命方式也幾

乎摒棄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本地升遷、平調任命，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成為

主流，並大量使用中央空降任命省紀委書記。而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大多擁

有長期紀檢相關系統經歷，可明顯的看出省紀委書記是以紀檢相關經歷為選任

考量，甚至發展出針對各省分不同貪腐問題而任命不同系統幹部的「專項任

命」。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更換速度也較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更快，這是為

了避免長時間任職的省紀委書記遭當地利益擄獲難以監督黨委代理人的問題，

也使省紀委書記更有機會流動到非二線且非紀檢的職務。 

 

 第一節 習近平時期的政治背景 

習近平父親為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因此相

較於江澤民、胡錦濤等前任領導人，具有明確的太子黨背景。129習近平的上任

不同於胡錦濤是受鄧小平指定隔代接班，而是經由「黨員領導幹部」的「民主

推薦」所選出，130亦即習近平是黨內各大派系皆可接受的人選。 

與胡錦濤不同的是，習近平接任總書記時也同時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未發

生如同「十六大」後「交班不交槍」的問題。相較於胡錦濤缺乏軍中人脈，習

                                                      
129 江澤民養父江上青為中共革命烈士，但在建國前便已身亡。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則在建國

後歷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務，因此習近平的太子黨背景較江澤民更加明確。 
130 徐斯儉、董立文、王占璽、蔡明彥、邱俊榮、盧俊偉、張國城、賴宇恩、黃怡安，習近平大

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台北：左岸文化，2016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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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大學畢業後曾擔任三年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長耿飈的秘書，因此對軍

中事務較胡錦濤更了解，另外解放軍中有張又俠、劉源等屬於太子黨的將領協

助。這些原因都使習近平較胡錦濤能更快地掌握軍權，並確保其權力的穩固，

開始針對包括解放軍在內的貪腐問題進行調查。 

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便提到「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

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

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131因此習近平上任後，即在政治局會

議上提出「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簡稱中

央八項規定)，132開啟反腐倡廉的運動。 

自十八大後首位被調查的副省級幹部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以來，至今

(2019)已有 283位副省級以上幹部與副軍級以上將領遭到中紀委調查，其中包

含 1位前政治局常委、24位中央委員與 17位中央候補委員，顯示出習近平打

貪反腐的範圍與級別皆大於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但打貪反腐的背後也存在著

針對特定系統與政敵的邏輯，例如周永康掌握的四川省、政法、石油系統就有

多位幹部遭到調查，133而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與郭伯雄的貪腐案更是使軍

方將領大規模遭到調查。134當副省級幹部大規模遭調查時，中央與地方副省級

職務即有許多職務虛位以待，習近平則得以進行大規模人事調動，因此習近平

作為委託人明確掌握了針對其代理人的獎賞(Reward)與懲罰(Punishment)權。 

許多系統可以觀察到人事調動與機構改革，例如解放軍從過去的四大總部

拆解為十五個部門，以此作為針對軍中將領進行大規模調動的基礎。而紀檢系

統則進行擴張，在中紀委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便提到「紀委（紀檢組）要承擔

                                                      
131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2 年 11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13.htm。 
132 內容包括（1）要改進調查研究，到基層調研要深入了解真實情況，總結經驗、研究問題、

解決困難、指導工作，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多同群眾座談，多同幹部談心，多商量討

論，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要

輕車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不張貼懸掛標語橫幅，不安排群眾迎送，不鋪設迎賓地毯，

不擺放花草，不安排宴請。（2）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嚴格控制以中央名義召開的

各類全國性會議和舉行的重大活動，不開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會，未經中央批准一律不出

席各類剪彩、奠基活動和慶祝會、紀念會、表彰會、博覽會、研討會及各類論壇；提高會議實

效，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3）要精簡文件簡報，切實改進文風，沒有實質內

容、可發可不發的文件、簡報一律不發。（4）要規範出訪活動，從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發合理

安排出訪活動，嚴格控制出訪隨行人員，嚴格按照規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資機構、

華僑華人、留學生代表等到機場迎送。（5）要改進警衛工作，堅持有利於聯繫群眾的原則，減

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6）要改進新聞報導，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

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導，進一步壓縮報導的數量、字

數、時長。（7）要嚴格文稿發表，除中央統一安排外，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講話單行本，不

發賀信、賀電，不題詞、題字。（8）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嚴格執行

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 
133 四川省如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四川省副省長郭永祥、四川省政協主席李崇禧，政法系

統則有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李東生、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石油系統則包括前中

石油董事長蔣潔敏、中石化總經理王天普等人。 
134 作者自行統計至 2019 年 8月已有 66位副軍級以上將領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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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責任。黨的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部門要把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融入

各自工作，人大、政府、政協和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都要按照中央要求，履

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135紀檢組自 2016年初派駐過去未被派駐的全國人

大、全國政協等機關，136這使中紀委能夠充分監督的這些機關。而在人事調動

的問題上則可發現習近平第一任期時藉由省紀委書記由中央空降的政策，順勢

將應於十九大後接任中紀委副書記的中紀委常委空降各省，或是將其調任貪腐

嚴重的部門進行調查。同時習近平也將李書磊、徐令義等舊部調任紀檢職務歷

練，使他們能夠在十九大後接任中紀委副書記。另一方面過去分管財經系統的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開始將財經系統幹部調入紀檢系統歷練，在十九大後接任

中紀委常委職務。因此習近平藉由人事調動一步步的將中紀委常委會改造為實

踐其意志的代理人。 

習近平上任後針對各省打貪反腐，最明顯的案例如山西省在 2014年省委與

省政府、省政協便有 7位副省級幹部遭到調查。至今(2019)地方副省級幹部已

有 140位遭調查。習近平的黨中央由於透過打貪反腐樹立權威，由於上百位副

省級幹部遭調查，造成許多職務虛位以待。黨中央掌握了獎賞與懲罰的權力，

可以在各系統與地方更換領導人屬意的代理人，研究發現在 2016年後地方省級

幹部開始快速調動，從第一個正省籍職務晉升為省委書記與省長的速度較過去

更快，且省委書記調動頻繁。137快速調動的人事有助於幹部流動與歷練，也方

便習近平過去的部屬在各系統快速升遷，有助於鞏固其派系。更換地方代理人

的同時，也必須由省紀委書記作為巡邏隊監督代理人，因此在習近平時期加強

黨中央對各省省紀委書記的任命，這使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的案例大增。 

 過去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皆負責反貪腐工作，由中紀委負責

黨紀、監察部負責政紀、最高人民檢察院則負責刑事偵查與起訴。調查幹部的

程序通常先由中紀委先將涉嫌幹部「雙規」進行調查，經調查後確定犯罪則開

除黨籍與職務「雙開」，若其職務屬政府行政職務，與中紀委「合署辦公」的監

察部則會開除其政府職務，進行「雙開」後交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刑事偵查

並起訴。另外最高人民檢察院也負責級別較低的幹部貪腐調查。138雖然看似各

司其職，但實際上疊床架屋，且非政府行政類的職務，只能由黨的紀委進行調

查，這使外界批評這是黨紀優先於國法，139這些原因使中共決定設立監察委員

會。 

                                                      
135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2014 年 1 月 15 日，http://www.ccdi.gov.cn/special/schy/ttgz_schy/201401/t20140117_17173.html。 
136 「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實現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人民網，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1001-28015866.html。 
137 張仕峯，「習近平的人事調動：減緩代理問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位論文，2017年 7

月，頁 75。 
138 「從一封檢舉信到貪官落馬 反腐專家解析中國反腐機構職能分工及腐敗案調查程序」，中國

共產黨新聞網，2012 年 12月 14 日，http://fanfu.people.com.cn/n/2012/1214/c64371-19895340-

2.html。 
139 江岷欽、李世明，「從中共反腐論國法與黨規之競合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3卷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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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 

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幾乎均由同級黨委任命，而胡錦濤時期，中央開始

透過省紀委書記的異地交流、中央空降等方式上收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藉此

加強中央對各省的監督。在胡時期中央空降的目的主要分為第一震懾地方諸

侯，如直轄市紀委書記都曾由中央空降；第二則是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中

央空降紀委書記進行調查，如陳良宇案後中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

德詠出任上海市紀委書記。也曾有如尚勇這類派至地方擔任省委書記累積地方

經驗，作為日後晉升歷練。 

習近平時期延續使用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的任命方式，從「十八大」至

2019年 6月為止，近七年間各省總共已替換了 52位省紀委書記，140相比之下胡

錦濤主政十年替換 64位，141習近平時期省紀委書記的替換速度相當快，更替最

快的北京市、雲南省、廣西都已替換至第三位省紀委書記。 

 

一、本地平調 

省紀委書記在江澤民時期 94%由本地升遷或平調，胡錦濤時期仍有 34位省

紀委書記是由本地升遷或平調。本地升遷平調的省紀委書記較容易與地方貪腐

問題勾結，142且其經歷五花八門，例如有長期負責省農業問題這類與紀檢較無

關的官員升遷為省紀委書記，多不具有紀檢相關經歷。在胡錦濤時期由長期在

紀檢、組織、政法系統任職者本地升遷，或平調為省紀委書記者僅 11人，其餘

的 23位長期經歷仍與紀檢相關系統無關。習近平時期由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

相較於胡錦濤時期的 34位可說是大量減少，至今(2019)年 6月僅有 3位，這 3

位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過去皆沒有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經歷。  

前述 3位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仍是以 50歲後晉升省紀委書記為主。50

歲以下即晉升省紀委書記的僅有 1位，是福建省紀委書記倪嶽峰。倪嶽峰在

2011年調任福建省副省長前，曾擔任國家海洋局副局長，國家海洋局其中一項

職能是負責查緝走私偷渡等行為，143之後調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

會，經歷上與紀檢毫無關聯。他在擔任省紀委書記 3年後轉為兼任福州市委書

記，2017年 5月更晉升海關總署黨組書記，這應是與福建省本身屬於走私貿易

的重災區有關。144因此曾在此擔任省紀委書記的倪嶽峰，才會升任正部級的海

                                                      
(2016年 4月)，頁 65。 
140 實際為 49位，因張碩輔、陳雍、王擁軍曾擔任兩次不同省區市紀委書記。 
141 實際為 60位省紀委書記，葉青純、李法泉、董君舒、黃先耀等四位省紀委書記曾擔任兩次

不同省份省紀委書記。 
142 田彬彬、范子英，「紀委獨立性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來自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的證據」，經

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5 期(2016 年)，頁 103。 
143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國家海洋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3年 7月 9 日。http://www.gov.cn/zwgk/2013-

07/09/content_2443023.htm。 
144 「習近平稱，福建將加大打擊走私和偷渡的力度」，中新網，2002年 3月 10日。

http://www.chinanews.com/2002-03-10/26/168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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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總署黨組書記。而有趣的是接替倪嶽峰擔任福建省紀委書記的劉學新，過去

長期任職於海關總署，這凸顯了福建省的紀檢工作應與走私問題密不可分。 

50歲以上由本地平調為省紀委書記，有浙江省紀委書記任振鶴與重慶市紀

委書記徐松南，兩人共通點是皆有組織系統經歷，但經歷時間卻有相當大的差

距。任振鶴並沒有在任何系統長期任職的經歷，是從地級市轄區副區長、區

長、縣委書記等領導職務一路升遷至地級市市委書記、副省長等職務，中間沒

有擔任特定系統領導職務。直到 2017年調任浙江省委常委才兼任省委組織部部

長，但一年後即轉任省紀委書記，在組織系統工作時間並不長。徐松南則有較

長的組織系統經歷，曾擔任湖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

部部長，2012年調任重慶市後仍是擔任市委組織部部長，在 2013年轉任市紀

委書記前共有約 11年的組織系統經歷，但兼任市紀委書記時已 57歲，3年後

即轉任市政協黨組書記，準備退休。 

這三位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皆沒有紀檢經歷，任振鶴與徐松南雖然在

組織系統任職時間不一，但都是從省級組織部部長轉任省級紀委書記，從這可

看出，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偏好由與紀檢相關的組織系統選任。另外胡錦

濤、習近平時期省紀委副書記升遷為省紀委書記的案例相當少見，這主要是因

省紀委書記在胡錦濤時期，開始多由副省級平調而不再由正廳級幹部升遷。 

至於倪嶽峰則是因地制宜下的選任，福建向來走私案件頻發，且從之後接

任的省紀委書記劉學新曾長期任職於海關總署觀察，福建省走私嚴重的問題應

與該省紀檢事務密不可分。為此在因地制宜的考量下雖然倪嶽峰沒有任何紀

檢、組織、政法相關經歷，仍選擇具有國家海洋局副局長資歷的倪嶽峰平調省

紀委書記。 

 

二、異地交流 

胡錦濤時期十年中，由異地交流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共 19位，而習近平時期

至今(2019年 6月)已有 20位以此方式任命。145從這些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的

經歷與任職時間長短我們可以觀察到胡、習兩時期中央任命省紀委書記的邏輯

有所不同。 

以年齡與任職時間而言，年齡上僅有 2位是在 50歲以下以此方式任命為省

紀委書記，即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劉奇凡與雲南省紀委書記張碩輔，兩位皆

為平調，且在擔任省紀委書記前未有任何紀檢職務經歷。劉奇凡自 1994年起在

貴州省政府辦公廳任職，後轉調省委辦公廳，除 2012年至 2015年擔任貴州省

銅仁市市委書記外，所有職務都是在辦公廳任職。2016年以貴州省委常委、秘

書長的職務異地交流擔任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張碩輔早期則是有 18年的時

間都負責水利工作，直到 2008年轉任湖南省婁底市市長，後又升遷至湖南省副

                                                      
145 張碩輔在 2015 年 4月由湖南省副省長異地交流至雲南擔任省紀委書記，2016年 12 月又再

次異地交流擔任北京市紀委書記，因此至 2019 年 4月止習近平時期異地交流省紀委書記為 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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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長，2016年異地交流任雲南省紀委書記。兩人都在 49歲前就升任副省級職

務，皆無紀檢職務經歷，省紀委書記職務對兩人而言應只是將來升遷為正省級

職務歷練的一部分。如張碩輔之後又異地交流為北京市紀委書記，2018年 7月

又調任廣東省廣州市委書記，成為副省級城市一把手，而劉奇凡雖仍是內蒙古

自治區紀委書記，但至今也僅 52歲，調任其他職務並晉升正部級職務仍有很大

機會。 

其他 18位省紀委書記上任年齡皆在 50至 59歲間，55歲以下者占了 15

位，他們離省紀委書記退休的 63歲至少還有 8至 13年的時間，將來晉升與轉

任其他職務的機會仍相當大。例如北京市紀委書記李書磊在「十九大」後晉升

中紀委副書記；雲南省紀委書記陸俊華轉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紀委書記徐海榮轉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等。從這也可以觀察出習近平時期的

省紀委書記已經不再如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多是官員退休前的最後一個職

務，多數省紀委書記較前兩個時期更加年輕，且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更像是

晉升成為正省部級職務的歷練之一，而非等待退休的職務。 

不僅 55歲以下的省紀委書記能夠再晉升，3位 58歲才異地交流的省紀委

書記也有 2位之後晉升正部級與轉調其他職務。林鐸在 58歲時異地交流為遼寧

省紀委書記，60歲晉升為正部級的甘肅省省長。同樣是 58歲異地交流為廣西

壯族自治區紀委書記的鄧衛平，則是隔年便平調公安部紀委書記。 

若比較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則會發現，胡錦濤時期

異地交流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為 54.1歲，習近平時期則為 53.2歲。雖

然上任年齡相差不大，但胡錦濤時期省紀委書記的平均卸任年齡則是 59.2歲，

也就是大多數的省紀委書記都會在該職務任職 5年左右並等待轉任二線職務或

退休。而習近平時期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流動速度更快，目前平均卸任年齡

為 55.1歲，已晉升或平調的省紀委書記都在 3年內轉任其他職務。胡錦濤時期

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晉升或平調非二線職務，需耗費 3至 5年的時間，甚至

有些如內蒙古自治區紀委書記張力，從 52歲擔任紀委書記開始至 61歲退休未

再轉任其他職務者。 

以長期經歷與前職務比較，習近平時期異地交流的 20位省紀委書記，僅有

8位在接任省紀委書記前具有長期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經歷。其他

的 12位來源多樣，包含水利、財政、教育等。不僅長期的經歷大多與紀檢系統

無關，甚至前職務屬於紀檢相關系統者也相當稀少，20位中僅有 7位擔任省紀

委書記前職務屬於相關系統。其他 13位則是從省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統戰

部部長、政府副省長等職務調任。而胡錦濤時期 19位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前

職務屬於紀檢、組織、政法等系統就高達 14位，而具有長期紀檢、組織、政法

經歷者則有 13位。 

從上述數據即可發現，胡錦濤時期相當重視透過異地交流任命具有紀檢相

關長期經歷者執行紀檢工作，但他們擔任省紀委書記的時間也較長，經常會在

該職務任職至屆退年齡，升遷或平調其他職務機會較少。比起異地交流，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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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期的中央更重視以中央空降方式任命的省紀委書記。但這也可能是習近平

時期，將省紀委書記的異地交流作為官員歷練的方式，這些省紀委書記大多也

較胡錦濤時期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年輕，任職時間也較短，升遷或平調機會

也更多。 

 

三、中央空降 

相較於異地交流，習近平時期更重視中央空降。胡錦濤時期的中央空降大

多用於震懾地方諸侯、地方發生大案時空降查案以及少數的官員歷練。相較於

整個胡錦濤時期，本地升遷平調的 34位與異地交流的 19位，僅有 11位省紀委

書記由中央空降方式任命，原因可能是此時期中央還無法全然上收省紀委書記

任命權所致。 

習近平時期則正好相反，原本在胡錦濤時期最常使用的本地升遷、平調大

量減少，成為最少使用的任命方式，異地交流大致持平，而中央空降在習近平

上任至今(2019)年 6月已有 27位省紀委書記以此方式任命，較胡錦濤時期大量

增加，也成為最常使用的任命方式。 

與胡錦濤時期相同的是，習近平時期中央空降的省紀委書記仍絕大多數都

具有長期紀檢、組織、政法、審計職務經歷者。此時期空降的省紀委書記 27位

中，21位都是長期任職於紀檢相關系統職務，而相關系統經歷任職時間大多都

有 10年以上，他們的前職務也均為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部級職

務，因此長時間的紀檢相關經歷讓他們足以擔任省紀委書記。 

空降省紀委書記的年齡，僅有劉爽空降河北省紀委書記時在 50歲以下，他

在國務院辦公廳人事司任職長達 18年，之後調任中紀委組織部副部長，之後升

遷為副部級的部長，公職生涯皆在組織系統任職。2018年 10月以 49歲的年齡

空降河北省紀委書記，50歲以下晉升副部級職務，將來應有很大機會持續升遷

至正部級。 

其餘空降的 26位省紀委書記皆在 50歲以上，上任年齡最高的是山西省紀

委書記任建華與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書記許傳智。兩人皆在 59歲時才空降省紀

委書記，至今(2019)年齡已相當接近省紀委書記退休年齡的 63歲，146應即將退

休，這兩人屬於少數。習近平時期 27位空降的省紀委書記中，僅有 4位在 55

歲後才上任，其餘皆在 55歲以下上任，27位空降省紀委書記平均年齡為 53.2

歲，而胡錦濤時期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齡則是 53.7歲。 

與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相同，雖然胡、習兩個時期的上任年齡相差不

大，但卸任年齡則同樣存在差異。胡錦濤時期空降的 11位省紀委書記，平均卸

任年齡為 58.7歲，即胡時期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平均需在該職務任職 5年才有

機會轉任其他職務。也有如天津市紀委書記臧獻甫任期長達 9年者，且即使轉

任非二線職務，也多是異地交流至他省擔任省紀委書記，或中央部委紀檢組組

長(葉青純、黃先耀、石生龍)。升遷非二線職務者，僅有金道銘升遷為山西省

                                                      
146 山西省紀委書記任建華已在 2019年 6 月卸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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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書記、沈德詠升遷為正部級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兩人。 

而習近平時期的平均卸任年齡則是 54.5歲，亦即目前為止，空降的省紀委

書記平均上任一年就有機會升遷或轉任其他職務，而目前已轉任其他職務的省

紀委書記，最晚都在 4年內轉任，較胡錦濤時期的 5年更快。目前除西藏自治

區紀委書記王擁軍已擔任 5年省紀委書記外，147其餘在任空降的省紀委書記任

期都還在 4年範圍內，因此可說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無論是異地交流或

中央空降流動速度都較胡錦濤時期更快。 

 

表 5-1：胡錦濤與習近平兩時期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上卸任平均年齡比較

表 

胡時期平均上任

年齡 

習時期平均上任

年齡 

胡時期平均卸任

年齡 

習時期平均卸任

年齡 

53.7 53.2 58.7 54.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至目前為止，習近平時期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因流動速度更快，可以在達到

60歲轉崗年齡前轉任其他職務，因此也沒有案例是轉任至二線職務。另外也非

如同胡錦濤時期，多異地交流他省紀委書記或中央部委紀檢組組長，就目前而

言升遷為省委副書記為 3人；調任中央非紀檢部門者為 4人；調任中紀委為 2

人，這 2人(侯凱、陳小江)之後都進入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空降地方省紀

委書記是其歷練的一部分。 

習近平時期空降的省紀委書記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與胡錦濤時期相同，

當地方發生重大貪腐案件或是中央認為該省有貪腐問題時，由中紀委常委空降

省紀委書記進行調查，例如黃曉薇空降山西調查多位副省級官員的系統性貪腐

案，而姚增科則空降天津市，隔年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便被調查。 

但與胡錦濤時期最大的不同在於，這些空降地方的中紀委常委部分身兼監

察部副部長。一般而言，兼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中紀委常委屬於中紀委副書記的

接班梯隊。而胡錦濤時期所空降的中紀委常委如馬志鵬、沈德詠等人皆未兼任

監察部副部長，因此空降不影響之後的中紀委接班梯隊。而習近平則將這些兼

任監察部副部長的中紀委常委空降地方，除了利用這些中紀委常委長期的紀檢

經歷調查貪腐外，另一用意即是將原本的接班梯隊拆散，方便安排習近平與王

岐山屬意的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而從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人事觀察，即可

很明顯的發現習、王兩人安插自己人馬在中紀委常委會擔任要職的情況。 

第二類則是常態性的以長期在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任職

的副部級官員空降地方擔任省紀委書記。象徵習近平時期中央較胡錦濤時期更

加完全掌握了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以此緩解可能的資訊不對稱問題，並以此

                                                      
147 王擁軍於 2019 年 6月異地交流至山西省擔任紀委書記，西藏自治區紀委書記由中紀委副秘

書長王衛東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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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省紀委書記監督同級黨委的能力。 

第三類則是習近平時期的創新作法，雖然大部分空降的省紀委書記是長期

在紀檢相關系統任職的官員，但也有如河南省紀委書記任正曉、福建省紀委書

記劉學新等長期在農糧、海關系統任職的官員。乍看之下他們都沒有任何紀檢

相關經歷，但仔細觀察會發現例如河南省是中國第二大農業省，148中央巡視組

2013年巡視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以下稱中儲糧)時便發現中儲糧河南分公司

董事長收賄，149省糧食局局長曹濮生早在 2011年 6月便被免職，顯示河南糧食

系統貪腐問題嚴重，因此中央空降國家糧食局局長任正曉擔任河南省紀委書

記。而福建省如同前述走私問題嚴重，曾發生遠華案的福建省長期有走私的問

題，曾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就曾表示須加大打擊走私和偷渡的力度，150因此空

降長期在海關系統任職的劉學新擔任福建省紀委書記。 

第四類則是官員歷練，與胡錦濤時期相同的是這類案例相當少，胡錦濤時

期僅有尚勇一例。這類官員一般長期任職於與紀檢無關的系統，但卻被空降地

方擔任省紀委書記，在卸任省紀委書記後則會調回原系統任職，因此省紀委書

記職務只是歷練的一部分。以習近平時期而言，目前僅有劉建超一例，劉建超

公職生涯前 28年皆在外交部任職。2015年以外交部部長助理職務調任隸屬於

監察部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國家預防腐敗局其中一項職能便是負責國際追贓，

而這也是習近平反腐的一大重點，151因此將熟悉國際事務的劉建超調任該局專

職副局長。2017年 4月劉建超空降浙江省紀委書記，但一年後 2018年 9月再

次調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再度回到外交系統，且非負責外交系

統的紀檢工作，所以空降擔任省紀委書記只是歷練的一部分，並沒有持續在紀

檢系統任職。 

從上述四類中央空降省紀委書記的方式觀察，可觀察到習近平時期中央空

降在中央與地方發生兩種不同的影響與特徵。首先在中央的層次上，中央空降

中紀委常委至各省查案是延續胡錦濤時期的作法，但與胡錦濤時期不同的是，

習近平時期此類空降方式還牽涉到中紀委常委會的人事布局，將胡錦濤時期培

養的中紀委常委空降地方，使習近平得以重組第十九屆中紀委副書記的接班梯

隊。雖然這些胡錦濤時期培養的常委具有較長時間的紀檢、組織經歷。但從之

後的人事安排觀察，習近平與王岐山在紀檢經歷與親信間較傾向選擇親信作為

黨內巡邏隊的最高領導班子，透過此種方式一步步更換黨內巡邏隊的領導層，

並將自己的親信納入其中，進一步緩解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非中紀委常委空降地方較不牽涉到中紀委人事布局，在地方的層次，第

                                                      
148 「國家統計局關於 2018年糧食產量的公告」，國家統計局，2018年 12月 14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12/t20181214_1639544.html。 
149 「中儲糧河南公司原董事長李長軒腐敗案思考」，人民網，2017年 7 月 16日。

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716/c64371-22207429.html。 
150 「習近平稱，福建將加大打擊走私和偷渡的力度」，中新網，2002年 3月 10日。

http://www.chinanews.com/2002-03-10/26/168352.html。 
151 孫紹正，「美「中」反腐合作之評析—以遣返大陸在美貪官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12 期

(2014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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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類空降針對各省巡邏隊進行快速且大規模更換與專項任命，省紀委書記

更加注重是否具有長期紀檢相關經歷，與是否具備該省特殊貪腐問題的需求。

第二類的省紀委書記皆是具有長期紀檢、組織、政法、審計等相關經歷的官員

空降，象徵中央更傾向於任命具有長期紀檢相關經歷者，作為黨的巡邏隊監督

黨委代理人，而這些巡邏隊也較胡錦濤時期更快速的更換，可能原因則是避免

長期任職的省紀委書記容易被地方代理人所俘獲。 

而第三類根據不同省份不同的貪腐問題，派任具有相關專業者擔任省紀委

書記則是習近平時期的一項創新。但目前僅有河南、福建兩省出現此類專項任

命，並非大規模的實施。至於第四類由非長期紀檢系統官員空降省紀委書記，

之後再調回原系統的情況，無論是在胡或習時期都屬於少數案例並非常態，僅

是官員晉升歷練的一部分。 

總結而言先從經歷與任命方式觀察，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大多採取異

地交流與中央空降兩類方式任命，本地升遷平調者至目前為止僅有 3人。而中

央空降作為最主要的任命方式，象徵中央已完全掌握省紀委書記的任命權，且

以此方式任命者多具有長期紀檢相關經歷，顯示中央偏好以具有長期紀檢、組

織、政法、審計等系統官員擔任省紀委書記。這使省紀委書記能夠透過長期在

紀檢相關系統培養的紀檢能力，對同級黨委與廳級官員進行監督。而異地交流

的省紀委書記長期經歷則較為多元，20人中僅有 8位具有長期紀檢相關系統經

歷，因此可推斷中央並非將打貪反腐的大任交託於這類方式任命的省紀委書

記。 

再以年齡觀察省紀委書記流動速度，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年

齡雖與胡錦濤時期相差不大，而這應是大多數官員需在 50歲後才較有機會升遷

至副省級職務。觀察習近平時期省紀委書記的平均卸任年齡則會發現，無論是

異地交流或中央空降，平均約 4年內即可晉升或平調其他職務。但胡錦濤時期

則平均需要 3至 5年，甚至有長達 9年都未晉升平調者；亦即習近平時期的省

紀委書記流動速度較胡錦濤時期更快，習時期的省紀委書記甚至最快 1年內即

可轉任其他職務。因流動速度更快，轉任其他職務時晉升省委副書記或副省級

城市市委書記等實權職務機會較高。至目前為止，僅有原河北省紀委書記梁惠

玲與重慶市紀委書記徐松南卸任後轉任二線職務，因此習近平時期因流動速度

更快使省紀委書記更有機會晉升。 

 

第三節 第十八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一、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 

2012年 11月中共召開第十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中紀委委員共 130

人，職務隸屬中央者共 89人，隸屬地方的則為 41人，來自地方的中紀委委員

幾乎沒有變化仍是省紀委書記、大軍區紀委書記組成，職務隸屬中央的中紀委

委員也僅較十七屆多了 2人，而十七屆中紀委總人數為 128人，因此本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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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僅是職務隸屬於中央的委員。 

職務與紀檢相關的則有 89人，包括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官員、中紀委駐各

部紀檢組組長、省紀委書記、大軍區紀委書記、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紀委書記

等。職務與紀檢無關的則有 41人，扣除組織、政法、審計等與紀檢相關系統的

官員與當選中紀委後轉任紀檢職務者後，有 30位職務與紀檢、組織、政法、審

計無關且之後也未晉升相關職務的委員。這些官員大多屬於副部級，符合中紀

委以副部級官員為主的設定，他們仍應是預選時無法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而被放

入中紀委。152也有少部分正部級官員當選，例如新華社總編輯，由於屬於正部

級的新華社社長與人民日報社長固定進入中央委員會，而同屬正部級，但社內

地位低於社長的總編輯則會進入中紀委。 

本屆中紀委委員年齡層，50歲以下的僅有 2人，分別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李

書磊與甘肅省紀委書記張曉蘭。李書磊是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部屬，之後也升

遷至北京市紀委書記與中紀委副書記等職務，可說是刻意安排進入中紀委。張

曉蘭則是甘肅省紀委書記，過去具有團派背景，但 2016年年僅 51歲便轉任全

國婦聯副主席二線職務，而這也是團派在習近平時期式微的縮影。 

50至 59歲的官員仍是最大群體，共有 107人，大部分的官員要晉升至副

部級通常是在 50歲之後，只有少數菁英可在 50歲前晉升副部級。因此以副部

級官員為主體的中紀委委員自然大多也都在這個年齡區間之間，但區間也有少

數正部級官員，這些人包含年齡較輕的中紀委副書記、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

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以及前段所述的新華社總編輯等。 

60歲以上共有 20人，級別也多是副部級、副大軍區級，僅有 5人屬於正

部級、正大軍區級以上，而這 5人是接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與之後接任中

紀委副書記的官員，以及一位 63歲高配正部級的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其他 15

位 60歲以上的委員，多是 60歲與 61歲，因此均符合年齡限制。153 

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具有大學學位者共 63人，以大學學位為最高學位的

人數較上一屆的 87人明顯下降。本屆的委員大多出生於 50年代後，大學畢業

時間也落在改革開放後，這時配合經濟發展與幹部四化政策，幹部升遷重要指

標為具有招商引資的經濟管理能力，這使經濟相關科系成為幹部進修主要學習

的學科，因此本屆大學學位者具經濟與管理學科背景佔多數共 21人。 

社會科學與法律則有 13人，社會科學與法律類仍是以中央黨校進修為主，

13人中有 11人是在中央黨校取得相關學位，而法律、法學類科系亦有 8人，

這使這些幹部所學與紀檢具有相關性。自然科學大學學位者則有 11位，他們的

平均年齡達 57歲，而自然科學碩士學位者的平均年齡是 55歲，博士則是 54.6

                                                      
152 吳國光認為全國黨代表大會主席團通過的「兩委」預選名單人數高於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人

數，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央委員預選落選者會被放入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名單，而中央候補委員預

選落選者則會被放入中紀委預選名單。請參考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8 年），頁 304。 
153 本屆中紀委委員共 130人，但國防科技大學副政委、紀委書記李寧人事資料無法找到，因此

上述年齡分析僅有 1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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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很明顯地具有自然科學學位的委員，學位越高者越年輕。但整體而言，自

然科學類大學、碩士、博士相加在第十八屆中紀委 130位委員中僅占 27人，人

數與十七屆以前相比已有減少。 

本屆具有碩士學位的委員再次增加達到 35人，人數最多的仍是經濟與管理

類共 15人，而原因與前述相同，當經濟發展成為幹部考核標準，就會使幹部願

意向上進修取得相關學位，從他們學習的科系即可發現學習的是工商管理、應

用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碩士學位，很明顯的這些學位與學科都

與經濟發展有關，因此成為幹部們進修的學科。 

自然科學背景的碩士委員則排名第二共 7人，這 7位委員雖然是自然科學

類碩士，但當選時的職務與自然科學相關的僅有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

局長付建華，與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總經理曹培璽，其他 5位委員均為紀檢相關

職務，與他們的自然科學碩士學位無相關性。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碩士共 6位，

不同於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大學學位者主要在中央黨校取得相關學位，這 6位皆

是在一般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他們的專業包含法律、政治、政教、行管、新聞

等，與他們紀檢、宣傳職務有一定相關性。 

博士在本屆人數也達到新高，共有 24位博士委員，經濟與管理類仍佔最多

數共 9人，他們的學科背景與職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關聯性，如兩位貨幣銀行

學博士王華慶、杜金富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紀檢組組長。但仍有如農

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余欣榮這類學經歷皆與紀檢無關者當選中紀委委員。 

排名第二的是自然科學類，本屆很明顯的自然科學類博士委員幾乎職務皆

與紀檢無關，8人之中僅有 1人是山西省紀委書記與紀檢有關，其餘 7人是國

務院副秘書長、國企領導人、中國氣象局局長、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等副部級職

務。這代表具有自然科學類背景的委員，大多是因為職務為副部級而被選進中

紀委，並非職務或學科背景與紀檢有關。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博士在本屆為 6

人，專業背景分為法律、國際政治、社會學，法律類有 4人，他們的職務與法

律皆具有高度相關性，如中紀委駐民政部紀檢組組長曲淑輝、全國人大法律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適時，也是因他們的職務而選入中紀委。 

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具有大學以上學位人數明顯提

升，具有碩博士學位者在 130位委員中就佔了 59位。本屆中紀委委員大多出生

於 50年代，年輕時經歷文革，就讀大學時間落在改革開放後，為了因應越來越

專業的經濟管理與行政管理問題，官員們必須具備相關專業知識才可因應，擔

任公職後的進修也多選擇經濟與管理類學科，因此委員在大學、碩士、博士三

個學位上都呈現以經濟與管理學科背景為最大群體的現象。 

自然科學背景委員在歷屆都逐漸出現減少的情況，一方面自然科學背景的

官員職務上可能從事相關科研或相關科技部門工作，被選入中紀委機率較低。

另一方面也呈現出毛澤東時期自然科學獨大的遺緒影響逐漸消失，50年代後出

生的官員不再一面倒的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在委員中大學、碩博

士相加為 25人，人數少於十七屆的 33人，這類學科背景的委員職務主要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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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檢、政法相關，科系由法律、政治、國際關係、社會學、新聞學等專業組

成。雖然這類學科與紀檢較有直接相關性，但在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具有經

濟與管理學科背景的委員還是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因此具有社會科學與法律

背景的委員人數也會受到排擠。 

 

表 5-2：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軍事科學 人文 

黨校培訓

*154 
未分類 

合計 

學歷未知       8 8 

大學 11 21 13 1 13 3 1 63 

碩士 7 16 6 2 4 0 0 35 

博士 8 9 6 0 1 0 0 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會 

本屆中紀委書記為王岐山，王岐山過去沒有任何紀檢、組織經歷，長期在

金融系統任職，也曾擔任廣東省委常委、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市長等職務，

由於接任中紀委書記前是分管金融的國務院副總理，「十八大」前曾被預期接任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55 

王岐山本身具有太子黨背景，岳父為前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文革時期與

習近平在延安相識。156除太子黨背景外，過去經歷沒有明顯偏向江澤民或胡錦

濤派系背景，因此成為各方都可接受的中紀委書記人選。加上不具有紀檢、組

織經歷，可能被認為只能像前任的吳官正、賀國強般由具有長期紀檢、組織領

導經歷的副書記趙洪祝輔佐。從第十八屆中紀委書記的人選觀察，若無法取得

各派系同意仍無法成為中紀委書記。 

排名第一的副書記依照「何勇模式」，由趙洪祝接任，擔任中紀委副書記並

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使他的級別較其他副書記高出半級。趙洪祝如同何勇，

公職生涯從 1979年至 2007年下派浙江省委書記歷練地方經驗前，均在紀檢、

組織系統任職，並且從中紀委內部處室幹部一路升遷至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

部長、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等領導職務。2007年後下派地方歷練，「十八

大」後當選中紀委副書記協助沒有紀檢、組織系統經歷的王岐山，實際上執行

打貪反腐的應是趙洪祝。 

                                                      
154 黨校培訓是指部分官員學歷為中央黨校或地方黨校幹部培訓班這類學歷，這類學歷難以分類

至其他學科，但若是有特別標註其學科則會分類入該學科，例如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班經濟

管理專業這類則會被分入經濟與管理類。 
155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台北：博雅書屋，2012年），頁

316。 
156 「王岐山的知青歲月：竟然與習近平如此交好」，多維新聞網，2018年 5月 15日，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8-05-15/60058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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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洪祝延續「何勇模式」晉升，長期的紀檢、組織領導經歷，加上何勇所

缺少的地方一把手經歷，讓他對於地方黨務更加熟悉。但從十六屆中紀委開始

的「何勇模式」也僅到十八屆中紀委為止，十九屆後並未延續。究其原因是在

趙洪祝之後，中紀委常委會性質上由紀檢幹部為主體的巡邏隊，轉變為最高領

導人的代理人。在將派系背景作為選任中紀委常委的標準下，沒有持續培養具

有中央紀檢、組織、地方領導經歷的年輕官員，因而導致「何勇模式」在之後

無以為繼。 

排名第二的副書記為黃樹賢，接任監察部部長職務，在前一章曾說過他具

有地方紀檢經歷，且具有團派背景，因而在胡錦濤時期被調入中央。「十七大」

後擔任中紀委副書記。黃樹賢在 2016年後調任民政部部長，一方面是為了調查

民政部貪腐案，藉由黃樹賢長期的紀檢經歷進行調查；另一方面則是將黃樹賢

調離監察部部長，方便與習近平在上海有共事關係的楊曉渡接任監察部部長，

以熟悉中央紀檢、監察工作。而這樣的方式如同習近平時期，一方面將中紀委

常委空降省紀委書記，利用他們長期的紀檢經歷，到貪腐嚴重省如山西省進行

反腐工作；另一方面則是空出中紀委副書記與常委的職務，使習近平、王岐山

得以安排自己屬意的官員進入中紀委常委會，使中紀委常委會成為實踐最高領

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胡錦濤時期的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前兩位張樹田、孫忠同從經歷上觀察都是

郭伯雄、徐才厚親信，只有 2009年接任軍委紀委書記的童世平經歷上與郭、徐

兩人較無關。中央軍委紀委書記一般都是由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十八大後中

央軍委紀委書記有兩位選擇即總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與吳昌德，杜金才曾任職

於蘭州軍區之後曾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助理，但這兩段經歷時間都與郭伯雄、徐

才厚任職時間錯開，在 2009年接任總政治部副主任。而吳昌德 2011年才調入

總政治部擔任副主任，因此由較資深的杜金才接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杜金才

過去在軍中並沒有擔任過紀檢、組織職務，但或許他的經歷與郭伯雄、徐才厚

較無共事關係讓他雀屏中選。 

吳玉良是典型從中紀委內升的官員，公職生涯幾乎均在中紀委內部任職，

歷任中紀委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第十七屆中紀委常委，在 2011年補選為中

紀委副書記，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後所分管的應是中紀委的宣傳工作。吳玉良曾

擔任中紀委新聞發言人，中宣部為十八屆六中全會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也是由

吳玉良代表中紀委出席回答紀檢相關問題。157吳玉良也多次參與廉政相關的幹

部研修並發表談話，158顯示他分管的是宣傳工作。過去中紀委也曾從新華社調

任夏贊忠這類宣傳系統官員擔任副書記，負責宣傳工作，但夏贊忠退休後中紀

委開始以內部晉升的副書記負責宣傳工作，而不再從宣傳系統調任。 

                                                      
157 「中央宣傳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情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 年

10月 31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1031/c117092-28820901.html。 
158 「吳玉良出席市（地）級黨政領導幹部黨風廉政研修班開班式並講課」，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2014年 5月 27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27/c117005-25071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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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與吳玉良同樣是典型的中紀委內升官員，在吳官正任職中紀委書記時

是中紀委副秘書長與辦公廳主任，之後出任中央巡視組辦公室主任，「十七大」

後當選中紀委常委與監察部副部長，作為將來中紀委副書記的接班梯隊。「十八

大」當選中紀委副書記時年僅 52歲，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卻在當選副書記半年

後被調任高配正部級的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未持續留在中紀委常委會。 

十六屆後的中紀委將檢察、司法、審計、巡視等相關系統副職領導人納入

中紀委常委會，這是為了要讓與紀檢相關的各個系統在辦案上更加協調。十八

屆中紀委則是任命先前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張軍為副書記，這顯示中紀

委更加重視與司法系統的合作。但最特殊的應屬 2014年中紀委十八屆四中全會

增補公安系統的劉金國為中紀委副書記，過去中紀委從未甄補公安系統官員擔

任領導職務，也未將公安系統副職領導官員納入常委會。 

從事後來看選任劉金國擔任副書記，是因為他從 2009年起擔任公安部紀委

書記適合調查公安部內與周永康有關的官員。周永康歷任中石油總經理、國土

資源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公安部部長、中央政法委書記等職務，勢力橫跨

能源系統、四川省、政法系統。習近平上任後周永康過去的部屬一一遭到調

查，其中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在 2013年底遭到中紀委調查，2014年 2月即增

補劉金國為中紀委副書記，同年 7月周永康也被調查。經歷上周永康擔任公安

部部長時，劉金國為副部長，身為部屬的劉金國對於周永康的犯罪行為應該相

當清楚。2009年劉金國擔任公安部紀委書記，而李東生則是高配正部級的副部

長，劉金國增補為中紀委副書記後沒有立刻卸任公安部紀委書記職務，明顯是

針對公安部貪腐問題，而公安部領導層也在之後換上一批與習近平有經歷連結

的官員。159 

本屆中紀委副書記具有省紀委書記經歷者有 3人，分別是陳文清(福建省紀

委書記)、李書磊(北京市紀委書記)、楊曉渡(上海市紀委書記)。3人都與習近

平有關，陳文清曾在周永康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擔任省國安廳廳長、省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之後異地交流任福建省紀委書記並晉升省委副書記。雖然當時習

近平已經離開福建省，但從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後陳文清的仕途觀察，他顯

然深受習近平信任。因此當選十八屆中紀委副書記後，2015年轉任國安部黨委

書記，還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160 

李書磊公職生涯大多在中央黨校任職，但 2008年習近平擔任中央黨校校長

時，李書磊是中央黨校副校長。「十八大」後被調入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2015年再異地交流擔任北京市紀委書記，一年後升任中紀委副書記。先前

調任福建與北京較像是讓他累積地方黨政經歷，並累積地方紀檢經歷，有利之

後晉升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兼任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院長，應該是在吳玉良屆

                                                      
159 例如現任(2018年 11月)公安部副部長王小洪、孟慶豐、許甘露、林銳，中紀委駐公安部紀

檢組組長鄧衛平，在經歷上都曾經在習近平任職的福建省、浙江省任職甚至同時任職於同地，

顯然是經過習近平精心挑選而任命的。 
160「陸國安部長 陳文清權力大增」，中時電子報，2018年 5月 8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8000132-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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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後接任中紀委宣傳工作。 

楊曉渡在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是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2012年後

晉升上海市紀委書記，2014年再晉升中紀委副書記。當 2017年監察部部長黃

樹賢調任民政部調查民政部貪腐案之後，楊曉渡接任監察部部長。相較於過去

的監察部部長均具有長期紀檢經歷，楊曉渡的紀檢經歷時間較短，至 2017年接

任監察部部長時僅有 5年的紀檢經歷，而「十九大」後他擔任新設的國家監察

委員會主任。雖然楊曉渡相對缺乏紀檢、組織等系統經驗，但在習近平時期來

自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才是讓他成為第一任國家監察委主任的關鍵，是否具有長

期紀檢、組織系統經歷反而重要性下降。 

本屆常委會仍然納入組織(張紀南)、檢察(邱學強)、司法(江必新)、審計

(侯凱)等系統副職領導人，軍委紀委副書記(劉濱)也仍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其

他常委實際上具有長期紀檢經歷的如姚增科、黃曉薇兩人，兩人皆長期任職於

地方紀委與中紀委內部各處室，並都曾官至監察部副部長，若按照胡錦濤時期

的慣例應當於「十九大」後升任中紀委副書記。但兩人之後分別空降江西省、

山西省紀委書記，無法順利升任中紀委副書記。而崔少鵬雖然在 2008年後歷任

中紀委宣傳教育室主任、中紀委秘書長，但至 2012年也僅有 4年紀檢經歷，且

2015年也同樣空降吉林省紀委書記。 

在十八屆的中紀委常委中，屬於中紀委副書記接班梯隊的常委，無論紀檢

經歷的長短，只要具有紀檢經歷者，都在任期內空降地方或退休。這使習近平

第一任中期，中紀委常委便出現空缺，得以讓習近平、王岐山在「十九大」後

將非長期紀檢系統任職的幹部甄補為中紀委常委。而這些常委大多與王岐山具

有共事關係，或是長期任職於財經系統的幹部，透過這種方式打造習近平與王

岐山屬意的接班梯隊。這樣的轉變也顯示出第十八屆中紀委在習近平第一任中

期，在以紀檢幹部為主體的巡邏隊已開始出現變化。 

本屆中紀委副書記晉升方式分為具有長期紀檢、監察、組織三系統領導經

歷循「何勇模式」負責常務工作的副書記(趙洪祝)，長期在中紀委任職的副書

記(黃樹賢、吳玉良、李玉賦、王偉)與具有地方省紀委書記經歷的副書記(陳文

清、李書磊、楊曉渡)，負責軍紀的副書記(杜金才)以及為了調查特定系統而晉

升的副書記(劉金國)等五類副書記(表 4-2)。 

由省紀委書記晉升的副書記過去經歷都與習近平有關，擔任省紀委書記也

是刻意為了累積地方紀檢經驗的安排，因此「十九大」之後都繼續在中紀委與

國家監察委擔任要職，協助習近平整頓公安部的劉金國也在之後持續擔任中紀

委副書記與國家監察委副主任。而長期在中紀委任職的官員如吳玉良、李玉賦

等人之後都轉任二線職務或像黃樹賢調離紀檢系統，其他具有長期紀檢經歷的

常委也紛紛空降省紀委書記，並未晉升中紀委副書記。這使十九屆中紀委常委

會甄補許多不具有長期紀檢系統的官員擔任中紀委常委，但中紀委常委會的變

化也使中紀委成為實踐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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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第十八屆中紀委副書記晉升方式 

晉升方式 姓名 

長期紀檢、監察、組織系統領導經歷 趙洪祝 

長期中央紀檢系統經歷 黃樹賢、吳玉良、李玉賦、王偉 

省紀委書記 陳文清、李書磊、楊曉渡 

軍事紀檢 杜金才 

調查特定系統 劉金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會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大學學位者共 13人，與委員相

同經濟與管理類占比第一共 4人，這類學科背景的委員普遍較年輕，平均年齡

只有 52.75歲，僅有劉金國是在中央黨校取得經濟管理學位，其他 3位王偉、

姚增科、侯凱則是在一般大學取得政治經濟學、財政相關學位。 

人文、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則排名第二，各 3位常委，人文類包括書記王岐

山在內的 3人年齡都偏高，平均年齡為 60.6歲，大學畢業時間落在文革中後

期，3人的共通點是之後的職務經歷與學科背景幾乎無關。王岐山在畢業後 6

年即調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黃樹賢與杜金才更是在畢業後 8個

月到 3年間轉任與畢業科系無關的職務，而他們擔任中紀委常委也顯然與他們

的學科背景沒有直接相關性。 

社會科學類的 3位皆是法律、法學相關科系，除陳文清是先取得相關學位

才進入政法系統任職外，吳玉良、邱學強是都是先從事紀檢、檢察相關工作

後，在 90年代與 2000年後才進修取得相關學位，自然會與職務有高度相關

性。自然科學類的 2人，楊曉渡與黃曉薇共同特徵是他們的職務經歷與所學幾

乎無關。楊曉渡 1976年畢業於上海中醫學院藥學系藥學專業，畢業後調入西藏

任醫藥公司副經理、醫院黨委書記等職務，入藏 10年後轉任那曲地區行署副專

員之後便未再從事與醫藥相關的職務。黃曉薇 1983年自東北工學院物理系畢

業，畢業後立即分發任遼寧省營口市紀委辦公室幹部，自此便未離開過紀檢系

統，沒有從事過任何與物理系有關的職務，而這是因 2000年之前實施「畢業分

配」制度，161造成畢業科系可能與被分配工作無關所導致。 

具有碩士學位者共 4人，人文類 2人、社會科學與法律、自然科學各 1

人，平均年齡為 53歲，除俞貴麟 60歲年紀較大外，另外 3人均在 53歲以下。

人文類包括解放軍總政治部紀律檢查部部長劉濱與北京市紀委書記李書磊，兩

人分別是哲學系與中國現代文學碩士，李書磊的職務經歷與其經歷較相關，因

他在 2014年轉任福建省委常委前一直都在中央黨校從事文史類教研工作。而劉

                                                      
161 自 1950 年 6月起中國高校畢業生統一由政府分配工作，文革期間曾短暫停止此制度，文革

結束後持續實施此制度至 2000 年完全結束為止，此制度容易造成畢業生學非所用。請參考趙曄

琴，「從畢業分配到自主擇業:就業關系中的個人與國家——以 1951—1999 年《人民日報》對高

校畢業分配的報道為例」，社會科學，第 4 期（2016 年 4 月），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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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的大學學位亦是哲學系，畢業後在軍中從事馬列哲學教學，取得哲學碩士學

位後在國防大學任職，但主要負責的是組織人事工作而非教學，兩人至少在職

務上都與學科背景具有一定關係。 

俞貴麟學位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在職法學碩士，他早期在共青

團任職，取得碩士學位後長時間在宋慶齡基金會任職，直到 2008年轉任中央國

家機關工委副書記，並在十八大前夕兼任國家機關紀工委書記。長時間都在政

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NGO)任職之後轉任紀檢相關職務，廣義上與其政治

學學位是有相關性的。4人之中較特別的是崔少鵬，崔少鵬大學畢業於哲學

系，畢業後短暫於宣傳系統任職，之後進入中央組織部、中央辦公廳、中紀委

等機關任職，但他擔任中央組織部幹部五局副局長時取得北京理工大學工業工

程專業工程碩士學位，雖然此學位看似與中央組織部工作無關，但中央組織部

幹部五局為企業幹部局，因此與工業工程學位也具有一定關聯。 

具有博士學位的常委同樣是 4人，經濟與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各 2

人，李玉賦與張紀南分別是政治經濟學與企業管理博士，李玉賦公職生涯都在

中紀委、監察部任職，與政治經濟學具有相關性。而張紀南則長期擔任海南、

河南省組織部部長，之後升任中央組織部部務委員，他的碩博士學位是工商管

理與企業管理，組織工作與管理學亦有關聯。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的張軍與江必

新的學位分別是刑法學博士、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兩人的職務皆是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長，且都長期在司法系統任職，職務與學科背景具有高度相關性。 

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會，大學、碩博士學位者經濟與管理、社會科學與法

律類仍是最多數，均為 6人。這仍顯示這兩類學科在改革開放後配合幹部考核

與晉升，官員在進修時會將經濟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作為優先選擇。另外則

是中紀委常委會納入特定系統幹部，如政法、審計等系統，而這類系統具有高

度專業性，學位也較與職務相關，也會使經濟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學科背

景的常委在中紀委常委會占多數。而人文與自然科學類皆無博士學位常委，則

是具有這類學科背景的學、碩士常委皆擔任與學科背景無關的職務，自然沒有

必要取得相關的博士學位，也使這兩類學科背景者在中紀委常委會人數較經濟

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少。 

 

表 5-4：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人文 黨校培訓 合計 

大學 2 4 3 3 1 13 

碩士 1 0 1 2 0 4 

博士 0 2 2 0 0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四節 第十九屆中紀委及其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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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九屆中紀委委員 

由於「十八大」後有許多政治、軍事機關重組、更名，導致第十九屆中紀

委在結構上出現變化。首先中紀委派駐各機關的紀檢組擴張，過去沒有派駐紀

檢組的機關如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機關實行紀檢組「全覆蓋」。
162而紀檢組組長幾乎是中紀委委員的當然委員，比較第十八屆 130位中紀委委

員中有 89人為紀檢職務，而第十九屆中紀委 133位委員中就有 99位委員為紀

檢職務，主要原因便是紀檢組的擴張。 

另一項造成十九屆中紀委結構出現變化的原因是十八大後的「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解放軍的四大總部被改組為十五個職能部門，七大軍區也被改為五

大戰區，163解放軍代表在中紀委的數量從十八屆的 19人略為增加至十九屆的 21

人，雖然人數上增加不多，但結構上出現變化。過去當選中紀委委員的解放軍

委員絕大多數是副大軍區級的總部、大軍區副政委、紀委書記，但第十九屆中

紀委的解放軍委員則有 10位當選時的職務為正副軍級，級別較過去的解放軍委

員低，也因如此許多解放軍委員資料上僅知其職務，其他基本資料幾乎空白，

也使這類委員分析上有所困難。 

如前述第十九屆中紀委委員，職務與紀檢相關的委員達到 99位，占比達

74%，是歷屆最高的比例。原因則是如同上述是十八大後紀檢組擴張導致，職務

與紀檢無相關的委員與前幾屆相同仍有 34人，主要是解放軍委員與因職務為副

部級如央企總經理、中國地震局局長等而選入的委員，但其中也有 6位是組織

與政法系統等與紀檢較相關的委員，也就是有 28位委員職務與紀檢毫無相關

性。 

整體而言中紀委仍是以副部級幹部為主，共 107位副部、副大軍區級委

員，僅有 10位職務為正部級的委員，其中 6位是中紀委副書記、中紀委秘書

長、中央巡視專員等中紀委領導幹部，其他 4位則是人民日報、新華社總編

輯，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司法部部長。這充分顯示了中央委

員會、候補委員、中紀委委員的級別秩序，但中紀委也呈現出有別於中央委員

會、候補委員，將特定系統幹部作為當然委員的特色。 

本屆中紀委委員年齡層，由於先前所述解放軍委員缺乏基本資料，因此有

20位委員無法得知其年齡。50歲以下的委員共 5人較上一屆的 2人多，除共青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汪鴻雁與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楊宇棟外，其餘 3位李欣然、周

亮、凌激都是副部級的紀檢幹部。 

周亮長期擔任王岐山秘書，追隨王岐山歷任廣東、海南、北京、中紀委等

地，在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時擔任中紀委副秘書長、組織部部長，顯示王岐山

對他的信任。在「十九大」後立刻轉任銀監會與改組後的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

                                                      
162 「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實現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人民網，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1001-28015866.html。 
163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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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副主席，周亮至今(2019)才 48歲，想必將來會持續晉升。 

李欣然至今則為 45歲，過去長期任職於中紀委，在「十九大」前一個月轉

任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紀檢組組長，這兩位應是王岐山仍掌握金融系統的

證據。164凌激今年 48歲，過去在商務部任職，2016年 5月自商務部歐亞司司長

調任中紀委第四室主任，並在「十九大」前一個月晉升監察部副部長，之後當

選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這表現出雖然王岐山在「十九大」後卸任中紀委書

記，但在任內早已將財經系統幹部安排進入中紀委。 

50至 59歲仍是最大群體共 90人，其中 83位為副部級幹部、副大軍區級

將領，亦有 2位職務是正廳級與正軍級的委員。在這個年齡層正部級、軍委委

員級的委員職務均是中紀委副書記，這是因中紀委委員具有選任特定系統幹部

擔任委員的特性。紀檢系統官員除中紀委副書記外幾乎都是副職，因此也造成

中紀委正部級官員較少，且正部級官員較有可能當選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 

60歲以上的委員則是 17人，年齡最大的是 64歲中紀委副書記兼國家監察

委主任的楊曉渡，而中紀委書記趙樂際時年 60歲，這類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

中紀委副書記往往年齡都較中紀委書記更大，先前的何勇與趙洪祝年齡也都比

賀國強與王岐山更大。即使是 60歲以上的委員主要仍是副部級官員共 10位，

且均是紀檢職務官員，副部級官員依規定 60歲以後應轉任二線職務，而紀委書

記、紀檢組組長的任職年限為 63歲，165但我們仍可看到如中紀委駐國務院辦公

廳紀檢組組長辛維光至今(2019)已滿 64歲仍然在位。依據過去的案例觀察十六

屆的吳廣才與十七屆的曹康泰也都是在 63歲時當選中紀委委員，並在 65歲卸

任紀檢職務退休，因此辛維光應該也會在年滿時 65歲退休，但這並不符合退休

年齡的規定。 

在委員的學位與學科背景方面，大學學歷的委員共 47人，學科背景仍是以

經濟與管理類為主共 15人。人文學科有 11人，主要是由中文、哲學、歷史等

科系組成。自然科學類共 10人，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僅有 8位，其中 5位為法律

背景、3位為政治學科背景，而這類學科背景者皆為紀檢職務，與學科背景有

關聯性。 

本屆具有碩士學位者共 38人，學科背景仍是以經濟與管理類占最多數共

18人。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碩士則排名第二共 11位，其中 7位是法律、憲法學

碩士，其他 4位則是黨建、行政管理、政治學等碩士。而他們的職務除了共青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汪鴻雁的職務與紀檢無關外，當選中紀委委員時皆為紀檢職

務，職務與學科背景具有高度相關性。經濟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碩士委員

就佔了七成六。 

博士學位委員共 27位，同樣是以經濟與管理類為最大宗共 15人，專業包

括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政治經濟、民族經濟、金融、財政等博士學位，當選

                                                      
164 「王岐山秘書 周亮出任銀監會副主席」，于澤遠，早報，2017 年 12 月 9 日，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71209-817376。 
165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台北：五南，2010)，頁 2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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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委員時的職務皆是紀檢職務，與其博士學位學科背景基本無關，僅有政

治經濟學類與紀檢具有一定關聯性。 

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共 6位，6位皆是刑法、訴訟法、知識產權法、國際法

博士，除張軍當選時為司法部部長外，皆是紀檢職務，職務與法學背景具有高

度相關性。自然科學類博士共 5位，這 5位除馬奔是中紀委駐國家衛生計生委

紀檢組組長外，另外 4位職務都是與紀檢無關，是屬於因副部級而當選中紀委

委員者。 

 

表 5-5：第十九屆中紀委委員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人文 軍事科學 黨校培訓 未分類 合計 

未知       20 20 

大學以下       1 1 

大學 10 15 8 12 0 1 2 47 

碩士 2 18 11 4 1 1 0 38 

博士 5 15 7 0 0 0 0 27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以可知的 112位第十九屆中紀委委員學位與學科背景情況而言，很明顯的

經濟與管理類無論是在大學、碩博士均是最大群體一共 48位，佔了可知學位與

學科背景委員全體的 43%。而先前的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經濟管理類則佔了全

體 35%，因此本屆具有經濟與管理類學位的委員人數再次上升，這仍是因改革

開放後幹部考核首重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因此經濟管理類學科成為多數官員進

修的首選。 

排名第二的社會科學與法律類也有 26位，與第十八屆的 25位相較僅增加

一位，但若觀察他們的專業背景，第十八屆的 25人中學習法律者為 14人，而

第十九屆 26人中有 17人具法律學位背景，相較於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社會

科學與法律類以政治學、行政管理、社會主義研究為主流，習近平時期更多是

具有法律專業的委員，也與紀檢工作更加相關。 

總結而言，第十九屆中紀委委員屬經濟管理與社會科學及法律兩類就佔了

65%，反映了改革開放後，幹部考核以經濟管理為主的條件，造成學習經濟管理

的官員大增。而社會科學與法律類，也越來越偏好法律專業背景而非過去的政

治學、社會主義研究等專業，而這兩項趨勢應會持續維持。 

 

二、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 

第十九屆中紀委書記為趙樂際，趙樂際與過去的歷任中紀委書記相同，沒

有任何紀檢職務經歷，但他與第十七屆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相同，先前是中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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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部部長，符合具有中央組織部部長資歷的加分條件。166 

趙樂際與習近平同為陜西人，167 42歲便升任正省級的青海省代省長，之後

歷任青海、陝西省委書記，於十八大後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具備地方一把手

與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條件。 

楊曉渡為排名第一的副書記，顯然是為了接任國家監察委主任。在胡錦濤

時期與習近平第一任期，中紀委排名第一並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副書記都是

具有長期紀檢、監察、組織甚至地方一把手經歷的官員擔任，如何勇、趙洪

祝，他們的任務是協助不具有紀檢職務經歷的中紀委書記進行常務工作。 

楊曉渡過去的經歷，並不如何勇與趙洪祝等長達二十年以上的紀檢、監

察、組織經歷。他擔任上海市紀委書記與中紀委副書記至今(2019)也僅有六

年，且並沒有在中央或地方組織系統任職的經歷。但楊曉渡在 2014年晉升中紀

委副書記後還接任了監察部部長，而這些都是為了接任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

安排，因此楊曉渡之所以被選任，應是曾在上海市委與習近平共事的經驗讓他

受到習近平信任所致。 

第十九屆中紀委副書記選任具有明顯的派系因素，李書磊與徐令義過去都

曾與習近平在中央黨校與浙江省委共事。楊曉超與肖培則是王岐山在北京市委

與市政府的部屬。劉金國先前調查公安部李東生、周永康案有功，陳小江過去

長期任職於水利系統較看不出派系。 

除了副書記多具有明顯的派系背景外，在胡錦濤時期的中紀委副書記，除

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外，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前幾乎都有 10年以上的紀檢經歷。168

但第十九屆中紀委副書記除劉金國在「十八大」前便擔任公安部紀委書記外，

其餘的副書記皆是在「十八大」後才調任紀檢職務，在紀檢系統任職的時間僅

有 3至 6年。李書磊甚至僅有 1年北京市紀委書記的紀檢經歷便升任中紀委副

書記，因此在胡錦濤時期強調長期紀檢職務經歷的條件，在本屆因派系因素而

被打破。 

本屆中紀委常委選任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自江澤民時期中紀委常委會固

定甄補年輕幹部進入，由兼任監察部副部長或中紀委秘書長的常委擔任中紀委

副書記的接班梯隊。但十八屆中紀委常委中年齡為 50至 55歲較年輕的監察部

副部長黃曉薇、姚增科、中紀委秘書長崔少鵬紛紛空降各省擔任省紀委書記，

之後在未滿副部級 60歲退休年齡前便分別轉任全國婦聯黨組書記、省政協主

席、中央編辦副主任等職務。 

                                                      
166 李世明，「中共中紀委書記選任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11 期(2013 年 4 月)，頁 70。 
167 媒體報導指出趙樂際的堂祖父為前陝西省省長趙壽山，趙壽山曾與習仲勳於西北野戰軍共

事，趙壽山還曾在 1949至 1952年間擔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而趙樂際則出生於青海，但趙樂際

父母於 1957 年才到青海任職，而趙壽山早在 1952年便調任陝西省省長，趙樂際與趙壽山是否

有親屬關係並無法證實。請參考何宜玲，「十九大黑馬、習近平同鄉 新任中紀委書記趙樂

際」，中時電子報，2017年 10月 25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25004019-260409。 
168 胡錦濤時期第十六、十七屆中紀委中非軍委紀委書記的副書記僅有夏贊忠在擔任中紀委副書

記前沒有十年以上的紀檢經歷，而這是因夏贊忠由宣傳系統調任中紀委負責宣傳事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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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觀察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 55歲以下的年輕常委，凌激、鄒加怡、崔

鵬、張春生、王鴻津等人過去的經歷，他們共同特徵是並沒有像黃曉薇、姚增

科、崔少鵬等三人皆具有 20至 30年的紀檢、組織系統職務經歷。但他們 4人

皆有長期財經、審計系統職務經歷，169而財經系統正是王岐山擔任國務院副總

理時分管的領域，崔鵬則在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長期間，擔任北京市政府辦公廳

黨組成員、副主任等職務。 

因此可以推測，將過去長期培養的中紀委接班梯隊黃曉薇、姚增科、崔少

鵬等 3人空降地方，除了利用他們長期的紀檢、組織經歷到地方查處貪腐以

外，還可空出常委的職務給王岐山甄補過去分管的財經系統官員與北京市政府

時期的下屬。因此雖然十九屆中紀委書記是趙樂際，本屆常委會卻沒有一位常

委與他過去有過共事經歷。如此的人事布局，很明顯的已經卸任的王岐山對本

屆中紀委常委會仍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這幾位年輕常委按照過去接班梯隊的慣

例，將在第二十、二十一屆中紀委晉升副書記，也使王岐山在中紀委的人事布

局持續影響未來的中紀委常委會。 

常委會明顯看到財經系官員增加的情況，一方面是為了調查貪腐官員受賄

資金流向與向國際追贓，由具備財經、國際金融、審計職務經歷的官員進入常

委會有助於調查貪腐。另一方面則是王岐山過去長期分管中國財經事務，即使

現在擔任國家副主席也持續對中美貿易戰發表談話，170可看出王岐山在財經事

務仍具有重大影響力，而這類系統官員是在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時進入開始

紀檢系統，並在「十九大」後進入中紀委常委會。 

由於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時期，將具有長期紀檢經歷的常委空降地方，導

致本屆中紀委書記、副書記、常委沒有一人具有長期任職於紀檢系統的經歷，

與胡錦濤時期相當大的不同。另外過去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院、審計署副職領

導人固定進入中紀委常委會的慣例也消失，本屆政法系統僅有中央政法委副秘

書長白少康進入常委會，而審計署則沒有任何現職官員進入常委會，因此可說

本屆中紀委常委會與過去歷屆相較有明顯變化。 

本屆常委會 19位書記、副書記、常委的平均年齡為 56.5歲，年紀最大的

                                                      
169 凌激自 1990年起擔任對外經濟貿易部歐洲司幹部，之後長期負責對歐洲經貿事務，2014年

4 月擔任商務部歐亞司司長，2016年 5月轉任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分管金融口紀檢，

2017年 9 月升任監察部副部長。鄒加怡自 1988 年擔任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世界銀行一處幹部，

之後一直在財政部世界銀行司與國際司等部門任職，2015年 7月升任財政部部長助理，同年 12

月轉任中紀委駐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紀檢組組長，2017年轉任監察部副部長。張春生

1995年進入國家體改委市場流通體制司任職，2003 年擔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總體

改革處處長，同年 8月歷任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司長、辦

公廳主任、法制司司長等職務，2016年 12月轉任中紀委第十紀檢監察室主任，2017年 4月升

任中央紀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王鴻津早期在新聞出版署任職，2000年轉任審計署，2014

年任審計署人事教育司司長，2015年 9月轉任中紀委第五紀檢監察室主任分管國資委與央企紀

檢，隔年調任中紀委駐中央人民銀行紀檢組組長，2017年 9月則轉任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成

員、辦公室主任。以這 4位的經歷而言皆具有中長期的財經系統背景。 
170 「王岐山：對美貿易磋商 準備好了」，經濟日報，2018 年 11月 6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46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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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副國級副書記楊曉渡 64歲，而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的年齡為 60歲。往例副國

級的副書記年齡都高於中紀委書記，如何勇與趙洪祝。正部級副書記的平均年

齡為 58.2歲，較前屆 56.6歲高，而常委平均年齡為 54.8歲，與前屆常委

54.3歲相差不大。 

 本屆常委最高學位為大學者共 9人，其中包含書紀趙樂際與楊曉渡。學習

經濟與管理類學科者占多數共 5位。 

自然科學類共 2位，楊曉渡的學位是藥學系藥學專業，他畢業後曾在西藏

從事要學相關工作長達 10年，但調任西藏那曲地區行署副專員後便沒有再從事

過相關工作，曾任西藏財政廳廳長，現出任國家監察委主任也明顯的與其藥學

專業無關。另一位是陳小江，他畢業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電力工程系，雖然他

一直在水利部門任職，但他有長達 16年時間負責的是水利部的宣傳工作，2015

年調入中紀委後也是擔任宣傳部部長。 

 唯一一位人文類科是書紀趙樂際，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從事的

第一份工作是青海省商業廳政治處幹事，之後一路升遷至省商業廳廳長、省財

政廳廳長等職務，主要負責的是財經事務，與其哲學背景關係並不大。 

 最高學位為碩士者共 9位，同樣是以經濟與管理類最多共 5位，社會科學

與法律共 2位， 人文與自然科學則各 1位，人文類為李書磊，學位為北京大學

中國現代文學碩士，而他在 2014年調任福建省委常委前，一直都在中央黨校負

責文史教學工作，與學位具有高度相關性。自然科學碩士的陳超英是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碩士，1988年畢業後至 2009年調任遼寧省副

省長期間，皆擔任科技相關職務，與學位具有高度相關性。 

 具有博士學位者僅有 1人，張春生學位為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商業經

濟專業經濟學博士，畢業後任職於國家體改委市場流通體制司，2003年轉任國

家人口計生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國家體改委很明顯地與商業經濟相關，而人

口計生委的規畫司由於人口關係到經濟發展，亦與學科背景具有一定相關性。 

 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的學位與學科背景，很明顯地同樣是經濟與管理類學

科獨大，19位常委之中有 11位是經濟管理類學科背景，占比上從前屆的 29%增

加到第十九屆的 58%，主要是因為財經系官員進入常委會，使經濟管理類背景

者大幅增加。相較之下， 

社會科學與法律類從前屆的 6位至本屆僅剩 2位，這是因為最高人民檢察

院副檢察長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需具有法律背景的職務，在本屆未進入中

紀委常委會。另外像吳玉良這類具有社會科學與法律背景，且長期在紀檢系統

任職的官員也不再進入常委會，導致社會科學與法律類背景常委驟減。 

 

表 5-6：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最高學位與學科分類 

 自然科學 經濟與管理 社科與法律 人文 黨校培訓 合計 

大學 2 5 0 1 1 9 

碩士 1 5 2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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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0 1 0 0 0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中紀委常委會很明顯的是制度化、以紀檢幹部為主體

的巡邏隊，原因是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人皆是職務型領導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集體領導的態勢下最高領導人缺乏強大的黨內權威性使他們能夠完全自行決定

中紀委常委會的組成，必須與其他派系妥協。同時這也使他們無法扭轉鄧小平

時期開始的中紀委常委會制度化並以紀檢幹部為主體。 

但當習近平透過打貪反腐等方式建立黨內權威性，使習近平較江澤民、胡

錦濤更能自行決定中紀委常委會的成員，不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因此從習近

平第一任中期便開始改變中紀委常委會的組成，逐步替換胡錦濤時期建立的紀

檢幹部為主體的接班梯隊，扭轉自鄧小平時期以來中紀委常委會制度化的路

徑，選任與自己或王岐山有共事經驗者擔任中紀委常委會成員。這使第十八屆

中紀委整體人事結構與胡錦濤時期雖然大致雷同，但常委會實際上在習近平第

一任中期便已開始出現性質上的轉變，由以紀檢幹部為主體的巡邏隊轉換為實

踐領導人意志的巡邏隊。 

 

第五節 國家監察委與省級監察委的人事特徵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後宣布將成立國家與地方監察委員會(以下稱監察

委)，並在北京市、浙江省、山西省首先試點成立省級監察委。過去黨的紀委是

以黨紀調查具有中共黨籍的官員，政府行政監察則負責監察政府行政官員，至

於反貪污賄賂總局則是進行刑事偵查不同於上述兩者，而對於既不具有中共黨

籍與政府公職身分者，反貪污賄賂總局也可直接偵查起訴。171 

但從「十八大」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中紀委常委邱學強表示反

貪污賄賂總局「將加強直接查辦部級以上幹部」觀察，正廳局級的反貪污賄賂

總局調查對象主要應是部級以下幹部。172而中央黨校教授林喆也表示反貪污賄

賂總局調查對象主要針對縣處級與科級幹部，廳局級以上幹部主要由紀委調

查。173但是中共「十八大」後配合習近平的打貪反腐，紀檢系統監督範圍更加

擴大，不僅在 2015年派駐紀檢組監督過去沒有紀檢組的中央組織部、全國人

大、全國政協等單位，實施派駐全覆蓋，174中央巡視組的巡視範圍也擴大到各

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201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曾表示將由副部級檢察委員

                                                      
171 「分析：中國整合組建新反貪局意義何在？」，BBC中文網，2015年 1 月 22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1/150122_china_anti_corruption。 
172 「最高檢將組新反貪總局加強直接查辦部級以上幹部」，人民網，2015年 1月 2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123/c1001-26434865.html。 
173 「從一封檢舉信到貪官落馬 反腐專家解析中國反腐機構職能分工及腐敗案調查程序」，中國

共產黨新聞網，2012 年 12月 14 日，http://fanfu.people.com.cn/n/2012/1214/c64371-19895340-

2.html。 
174 「中央紀委新設 7 家派駐紀檢組組長就位」，新華網，2015年 3月 31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31/c_11148273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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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職委員兼任反貪污賄賂局長，亦即將反貪污賄賂總局提升至副部級。175但

兩年後便隨著監察委的成立而顯得毫無意義。 

2016年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提到「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

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176過

去監察機關隸屬於政府，將之與政府同時列出，讓外界得知監察系統將升級為

獨立機關，隨後中共中央便公布《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177三省市監察機關由人大選出，與政府、檢察、司法等

機關並列，並從監察廳的正廳局級升級為省監察委的副省級。選擇這三地原因

則是北京市為首都具有指標性意義，山西省則是官場存在嚴重貪腐，「十八大」

後經歷了官場地震多位省級領導幹部遭到調查，浙江省則是民營企業發達，監

察委在此試點可發現運作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且習近平曾在該省擔任省委書

記，這些原因可能是上述三省市被挑選為試點地區的原因。 

這項改革是因過去紀檢、監察、檢察看起來各管一灘，但實際上疊床架

屋，分散資源，且隸屬於政府的監察系統在職權上只能監察政府行政官員，各

級檢察院的反貪污賄賂局則分管涉及刑事案件與不具有中共黨籍的官員，而其

他大多數具有中共黨籍的官員則只能由黨的紀委進行調查，這讓外界批評中共

是以黨紀進行調查而非以國法。178為此首先設立監察委時先將過去隸屬於各級

檢察院的反貪污賄賂局的檢察人員轉隸至各級監察委，整合紀檢、監察、檢察

三系統反腐機關。 

2018年 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制定《國家監察法》，其中監察對象包含了

所有行使公權力者，過去紀委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

例》所行使的「雙規」被放入《國家監察法》稱為「留置」而從黨規成為國

法，實際上過去監察部也依據《行政監察法》進行「雙指」，但對象只能是政府

行政官員，非政府官員者還是多由紀委進行「雙規」。 

 監察委雖然納入了原隸屬於檢察系統的反貪污賄賂局，但在監察委調查結

束後，仍必須交由檢察院提起公訴，與檢察院的合作仍然重要。為此 2018年 3

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選出張軍接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具有法學碩士

學位，畢業後在最高人民法院與司法部任職，屬於司法系統官員。「十七大」後

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身分當選中紀委常委，「十八大」後則升任中紀委副書

記，具有司法與紀檢經歷，本次接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顯然就是為了整合

紀委、監察委、檢察、司法系統之間的協調性。但從「十八大」後安排張軍擔

                                                      
175 「中央批准最高檢成立新反貪總局 局長副部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年 11 月 3 日，

http://fanfu.people.com.cn/n/2014/1103/c64371-25961032.html。 
176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6 年 10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7/c_1119801528_3.htm。 
177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

案》」，新華網，2016年 11月 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

11/07/c_1119867301.htm。 
178 江岷欽、李世明，「從中共反腐論國法與黨規之競合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3卷第 4期

(2016年 4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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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紀委副書記觀察，似乎可以推斷習近平在甫上台之初就已有了建立國家監

察委的想法，因過去並無長期任職於司法系統的官員升任中紀委副書記的案

例，因此習近平應是早有此構想而做出如此的人事安排。 

各級紀委與監察委仍然維持合署辦公，因此兩機關在人事上具有高度重疊

性。擔任第十九屆中紀委副書記的楊曉渡兼任國家監察委主任，其餘副書記則

兼任副主任，中紀委常委則兼任委員，僅有兼任副書記的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張

升民與兼任常委的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駱源未在國家監察委員會任職。 

表 4-7中的國家監察委 17位主任、副主任、委員當中也僅有一人未在中紀

委常委會任職。唯一未在中紀委常委會任職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

部級專職委員盧希，她過去是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但她在監察委委員

的排名是最後一位，179這也表現了中紀委領導監察委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特

性。 

 

表 5-7：第十九屆中紀委常委會與第一屆國家監察委職務列表  

姓名 中紀委職務 國家監察委職務 

楊曉渡 副書記(副國級) 主任 

張升民 副書記、中央軍委紀委書記 無 

劉金國 副書記 副主任 

楊曉超 副書記、秘書長 副主任 

李書磊 副書記 副主任 

徐令義 副書記 副主任 

肖培 副書記 副主任 

陳小江 副書記 副主任 

王鴻津 常委 委員 

白少康 常委 委員 

鄒加怡 常委 委員 

張春生 常委 委員 

陳超英 常委 委員 

侯凱 常委 委員 

姜信治 常委 委員 

淩激 常委 委員 

崔鵬 常委 委員 

盧希 無 委員 

駱源 常委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79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在京舉行栗戰書主持並講話」，新華網，2018 年 3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21/c_1122571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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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省級監察委以北京市為例，現任北京市紀委書記陳雍兼任北京市監察委

主任，監察委副主任則均是由市紀委副書記兼任，監察委委員則主要都是過去

市監察廳副廳長或是市紀委的非領導幹部如市紀委監察室主任擔任，而因監察

委包含檢察院機構的轉隸，因此省檢察院反貪汙賄賂總局局長也在三試點省市

中均擔任委員。 

從市監察委主任、副主任、委員名單可發現與省紀委常委會名單亦幾乎重

疊，市監察委員名單中僅有楊小兵未擔任省紀委常委，楊小兵的公職生涯皆在

北京市紀委、監察廳工作，且目前職務為北京市紀委正局級紀律檢查員，級別

與北京市紀委副書記相同，因此市紀委與市監察委與其說合署辦公，更像是

「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市監察委的人事分布則還是以紀委為主如市紀委書記擔任主任，副書記擔

任副主任，而原本的隸屬市政府的省監察廳副主任與隸屬市檢察院的反貪汙賄

賂總局局長則擔任委員，且排名列較為靠後，以北京市為例原市人民檢察院反

貪污賄賂局局長王向明排名為 9位中排名第 8者，而排名第 9的張麗紅則僅是

市紀委委員。 

 

表 5-8：北京市紀委與北京市國家監察委職務列表 

姓名 市紀委職務 市監察委職務 

陳雍 市紀委書記 市監察委主任 

劉振剛 市紀委副書記 市監察委副主任 

楊逸錚 市紀委副書記 市監察委副主任 

楊小兵 市紀委正局級檢查員 市監察委委員 

錢華杰 市紀委常委 市監察委委員 

韓索華 市紀委常委 市監察委委員 

楊玉香 市紀委常委 市監察委委員 

王向明 市紀委常委 市監察委委員 

張麗紅 市紀委委員 市監察委委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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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改革開放後中紀委主要負責平反幹部，中紀委由建政後便擔任正副部級職務

的老幹部組成，由他們協助平反。之後改革開放造成幹部貪腐問題叢生，使中紀

委在第十四屆後明確轉化為以紀檢幹部為主體的中紀委常委會。同時為強化黨的

領導，政府監察系統亦與黨的紀檢「合署辦公」。習近平時期中紀委常委會則因

應國際追贓與透過金流調查貪腐，因而任命財經系統幹部進入中紀委常委會，同

時因習近平強調黨的領導，國家監察委與省級監察委人事也與黨的紀委重疊，這

些都顯示核心領導人的政治路線影響著紀檢機關的組成。 

 省紀委書記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主要由地方黨委任命，黨中央難以利用省

紀委書記作為巡邏隊監督地方代理人，省紀委書記也大多不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

歷。胡錦濤時期開始嘗試以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任命省紀委書記，以此方式將省

紀委書記任命權逐漸上收中央，透過中央任命的省紀委書記監督地方代理人，且

中央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多具有紀檢相關經歷，但具有紀檢相關經歷的省紀委書記

在胡時期大多只能在紀檢系統流動。習近平時期中央明顯已完全上收省紀委書記

任命權，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任命的省紀委書記多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省紀

委書記能夠較快速的流動，避免長期任職遭地方利益擄獲，流動的職務也不再限

定於紀檢相關系統。 

 

第一節 中紀委及其常委會的制度化與人事特徵 

  

一、紀檢官員由組織系統向紀檢系統的轉化與深化 

自中共在 1927年首次設立監察委員會，到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

中共面臨國民政府圍剿與抗日戰爭，紀檢機關經常設立後又遭裁撤或是僅是

「紙上機關」，在 1949年建政前黨內紀檢機關可說是無足輕重。 

建政後，毛澤東在黨內定於一尊，並不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但他也不希

望黨內紀檢機關領導人是黨內實權人物，因而選任身為黨內元老，但無實權的

朱德與董必武先後出任中紀委書記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書紀。而紀檢機關由具組

織系統任職經驗的官員主導，原因則是組織系統幹部握有幹部檔案，較了解如

何透過幹部檔案進行調查。 

 改革開放後，中紀委在鄧小平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平反幹部。為了平反老幹

部，則必須利用握有幹部檔案的組織系統幹部進行平反，也讓此時的中紀委仍

由具組織系統經歷者主導。但同時也開始推動將中紀委常委會，改造為由紀檢

幹部作為主體的巡邏隊。特別是在 1985年全國黨代表會議後，中紀委的老幹部

逐漸退休，而劉麗英這類長期負責紀檢工作的年輕幹部則受到提拔，並在江澤

民時期擔任中紀委副書記等領導職務，亦即改革開放初期就已開始培養具有長

期紀檢職務經歷的接班梯隊。 

中共中央重視紀檢經歷的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後貪腐問題開始孳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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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生諸多如「官倒」這類的貪腐事件，引發後續如 1989年天安門事件等抗

爭。為此在鄧小平後期，開啟中紀委常委會以紀檢幹部為主體的趨勢，也在江

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持續延續並深化。  

 

 二、第十四至十九屆中紀委委員的人事特徵 

 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基本延續鄧小平時期，持續進行中紀委的制度化與紀

檢幹部主體化。中紀委委員部分，由於紀檢職務大多是副部級，因此中紀委委

員的級別也集中於副部級，但也會有少數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總編輯等正部級

職務當選中紀委委員。 

除了第十四屆以外，紀檢系統官員都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的席次，到了第

十九屆時 74%的委員都屬於紀檢職務，展現出中紀委選任特定系統幹部作為委

員的特性。而中紀委委員名額歷屆都在增加，主要原因則是中央紀檢職務不斷

增加所導致。而第十四屆則是因當時中央紀檢職務較少，而地方副省級、副大

軍區級的紀檢職務又幾乎是固定名額(表 5-1)，因此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有半

數是與紀檢系統毫無相關的副部級官員當選，之後歷屆也大約都有三分之一的

中紀委委員與紀檢系統無關。 

 

表 6-1 第十四至十九屆中紀委委員任職地分布 

 中央 地方 軍隊 總數 

14屆 58 36 14 108 

15屆 65 33 17 115 

16屆 70 32 19 121 

17屆 75 32 20 127 

18屆 78 33 19 130 

19屆 79 32 22 1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以年齡而言中紀委委員因級別多屬於副部級，因此大部分委員都在 50至

59歲的年齡區間(圖 5-1)，50歲以下的委員歷屆都會固定甄補，但歷屆甄補人

數不一。如第十六屆時 50歲以下的委員達到高峰有 17位，但之後十七至十九

屆則歷屆約為 3至 5位，原因還是因大多數官員晉升副部級職務是在 50歲以

後，因此 50歲以下要進入中紀委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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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第十四至十九屆中紀委委員年齡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60歲以上的中紀委委員，至第十七屆才開始減少至每屆 17至 20人間，十

七屆以前 60歲以上的中紀委委員都佔總體席次達三分之一左右 (圖 5-2)。這

些委員在毛澤東時期重視理工的教育方針，與畢業即分配工作的政策影響，自

然科學一直是人數最多的學位與學科背景。但十七屆後 60歲以上的委員開始減

少，大部分委員是在改革開放後才就讀大學，學習經濟管理類的人數也開始攀

升，加上地方幹部將招商引資作為升遷考核，使得較多官員選擇以經濟管理類

科系進修，成為最多中紀委委員具備的學科背景。至於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科

系，則與經濟管理類同樣在十七屆後，超越或等同原占多數的自然科學科系，

但有相當多是在中央黨校或省級黨校取得學位。 

社會科學與法律類科系在十七屆以前多是政治系、政教系、社會主義研究

等科系為主體，學習法律者相當少，主要是毛澤東時期法律虛無主義導致。但

十七屆後則法律、法學、行政管理等科系的委員開始增加，與紀檢工作更具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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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第十四至十九屆中紀委委員學科背景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中紀委常委會巡邏隊角色變化 

相較於一般中紀委委員，中紀委常委會才是主導紀檢政策形成與執行的單

位。中紀委常委會的組成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呈現兩種特色，第一是延續鄧

小平時期遺留的紀檢幹部主體化，中紀委常委會成員由長期在紀檢系統任職的

官員作為主體，胡錦濤時期除了紀檢系統外也納入檢察、司法、審計等系統進

行協調；第二則是注重派系平衡，中紀委書記、副書記、常委在此兩時期各派

系官員進到中紀委常委會任職，最高領導人無法自行決定中紀委常委會的組

成。 

江澤民與胡錦濤皆是職務型領導人，無法破壞鄧小平時期以來的中紀委常

委會的紀檢幹部主體化，選任上按照接班梯隊培養不同年齡層具有較長期的紀

檢系統經歷者。派系平衡也導致最高領導人在常委會人選上必須與其他派系妥

協，無法自行選任中紀委常委會成員，其影響在於如胡錦濤時期對軍中紀檢存

在資訊不對稱問題，難以扮演巡邏隊角色 

 到了習近平時期，第十八屆中紀委常委會起初仍延續胡錦濤時期的紀檢幹

部主體化，但習上任後便開始將李書磊、崔鵬等與習近平、王岐山有共事關係

者調任紀檢職務，讓他們在紀檢職務進行短暫的歷練。同時透過中央空降省紀

委書記，將胡錦濤時期培養的中紀委副書記接班梯隊空降山西省、天津市等貪

腐重災區，一方面發揮他們長期的紀檢專業調查這些腐敗重災區，另一方面則

空出中紀委常委會職務，待李書磊、崔鵬等人在紀檢職務歷練一段時間後，則

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常委。 

習近平與王岐山透過這類方式一步步在十九大前更換中紀委常委會成員，

同時透過打貪反腐累積黨內權威，讓他可以改變鄧小平時期以來的中紀委常委

會紀檢幹部主體化，選任不具長期紀檢經歷的官員進入常委會。而同樣的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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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權威讓他不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使他可將中紀委常委會成員換成屬於最

高領導人派系的官員，以此方式解決過去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因中紀委常委會

派系平衡所導致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第二節 省紀委書記的人事特徵與流動路徑 

 江澤民時期絕大多數省紀委書記都是由本地升遷平調，雖然有約六分之一

的省紀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升遷，但有更多的案例是同級黨委選任無紀檢經歷

的地級市紀委書記、省政府廳局長升任省紀委書記。這一類的升遷方式，使得

省紀委書記容易造成省紀委書記無紀檢相關經歷，而任命權由同級黨委掌握使

省紀委書記成為同級黨委監督廳級官員的代理人，而非黨中央監督省級黨委的

巡邏隊。以程維高的案例觀察，除非中央介入，否則省紀委書記無法制衡同級

黨委。這也讓江澤民時期後期開始推動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而異地交流除了

能讓中央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也傾向於選任具有紀檢、政法經歷者擔任省

紀委書記。 

 胡錦濤時期半數以上的省紀委書記仍是由本地升遷平調，但胡錦濤時期大

多採取本地平調而非本地升遷，這與胡錦濤第一任期時推行「曹克明模式」省

紀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任有關。因此與江澤民時期一大不同是地級市委書記

與省政府廳局長已不再升遷省紀委書記，但同時省紀委副書記升遷的方式也一

併消失，這造成本地平調的省紀委書記都不具有紀檢職務經歷。雖然與紀檢相

關的省委政法委書記平調為省紀委書記是各種前職務中最多者，但也僅佔 34位

中的 6位。但在此同時也會發現，如湖南省紀委書記許雲昭這類可能為因地制

宜而擔任省紀委書記的案例，類似之後習近平時期中央空降時針對不同系統的

貪腐，派遣具有相關系統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的模式。 

 胡錦濤時期，中央對異地交流的省紀委書記，偏好具紀檢、政法職務或長

期經歷者擔任省紀委書記。地方發生重大貪腐案時才由中央空降紀檢、政法官

員進行調查，另外也空降直轄市監督具有政治局委員身分的黨委代理人。此外

異地交流、中央空降也都具有讓官員歷練的功能，惟這類案例在胡錦濤時期僅

有兩例，並不大量使用。但整體而言，胡錦濤時期中央能夠上收約半數省紀委

書記的任命權，透過異地交流與中央空降的方式任命具有紀檢、政法經歷的省

紀委書記，為之後習近平時期中央完全掌握省紀委書記任命權打下基礎。 

 習近平時期至今(2019)，本地升遷平調比例僅剩 6%(表 5-2)，同級黨委幾

乎已無法對省紀委書記進行任命，而中央空降已成為最主要的省紀委書記任命

方式。中央空降者 78%長期任職於紀檢、政法、審計系統，明顯選任具紀檢相

關經歷者擔任巡邏隊。且中央空降相當具有彈性，能夠因地制宜派遣相關系統

官員擔任省紀委書記，如河南省的農糧系統貪腐、福建省走私問題等，都能夠

派遣農糧、海關系統官員擔任省紀委書記進行「專項任命」，主要原因來自中央

具有足夠的權威上收省紀委書記任命權，才能打造這樣的巡邏隊。 

 習近平時期的異地交流與胡錦濤時期性質上相當不同，習時期所任命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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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書記前職務包含省委統戰部部長、省委秘書長等非紀檢相關職務，長期任

職的系統也有如教育、水利系統等非紀檢相關系統，不同於胡時期異地交流省

紀委書皆具有紀檢相關經歷或是前職務是紀檢相關系統職務。且從流動路徑觀

察，習時期的省紀委書記不僅流動到非紀檢職務的機會大，且省紀委書記平均

任職時間只有 1.75年，流動的職務如副省級城市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秘書長等

職務。可推測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異地交流，較像是讓官員在地方的副省

級職務歷練，幫助未來升遷，也可觀察出習時期更重視以中央空降巡邏隊監督

黨委代理人。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央空降還與中紀委常委會的人事布局相互連

動，習近平上台後就開始針對各系統以各種方式將各系統更換為自己的人馬。

比如以政法系統以打擊周永康或以周本順貪腐之名更換公安部副部級以上官

員，又或是如同針對解放軍進行軍事機構改革，且更換後的人選大多都與習近

平在福建、浙江省等地有共事經歷。 

由於難以貪腐名義大量更換中紀委常委會成員，因此透過中央空降將原本

的中紀委副書記接班梯隊空降地方。一方面利用他們長期的紀檢經歷調查如山

西省、天津市等貪腐重災區，另一方面也空出接班梯隊讓習近平、王岐山得以

安插自己信任的代理人進入常委會。另外習近平與王岐山的人馬也會透過異地

交流與中央空降等方式熟悉地方紀檢工作，之後再將他們調任中央紀檢部門熟

悉中央紀檢事務，等待甄補為中紀委常委會成員。 

  

表 6-2 江、胡、習三時期省紀委書記產生方式 

 同省籍 非同省籍 本地升遷 異地交流 中央空降 副省平調 正廳升遷 

江 37% 63% 91% 9% 0% 51% 49% 

胡 19% 81% 53% 30% 17% 91% 9% 

習 2% 98% 6% 41% 53% 90% 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省紀委書記的流動路徑，從上任年齡上，江、胡、習三時期差異並不大(表

5-3)。但卸任年齡很明顯的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省紀委書記任職時間較長，

且一般升遷平調為省紀委書記者都是在 50歲之後。加上平均任職時間在江時期

為 5.7年，與胡時期的 4.6年，很容易達到屆退年齡 60歲，成為江、胡兩時期

省紀委書記升遷平調非二線職務困難的一大原因。即使升遷平調也多在紀檢、

政法等系統流動，但紀檢系統正部級職務寥寥可數，也造成升遷困難的現象。 

 

表 6-3 三時期省紀委書記平均上任卸任年齡與平均任期 

 平均上任年齡 平均卸任年齡 平均任期(年) 

江 54.4 60.1 5.7 

胡 54.9 59.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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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53.2 54.9 1.7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相對而言，習近平時期已卸任之省紀委書記平均在 54.9歲時便會轉任其他

職務平均任期為 1.7年，任職時間相當短，最快者 1年內便會調任其他職務，

其餘在任者皆仍在 4年範圍內，快速的流動也有助於巡邏隊較不易被地方黨委

代理人與利益所俘獲。而且快速的流動也使這些官員更有機會在將來升遷正部

級職務，但是至目前為止僅有河北省紀委書記梁惠玲與重慶市委書記徐松南卸

任後轉任二線職務。 

習近平時期的省紀委書記，較不會被限制在紀檢相關系統內流動，而原本

就非屬紀檢背景如原北京市紀委書記張碩輔、原雲南省紀委書記陸俊華等，則

轉任為廣東市委書記與國務院副秘書長等非紀檢職務，流動路徑更多元。但研

究上的限制在於習近平時期仍在進行中，未來可能會因目前還在任的省紀委書

記任期拉長而導致平均任期加長，另外在任具有長期紀檢經歷的省紀委書記也

可能持續在紀檢相關系統流動，使習近平時期省紀委書記的流動情況與目前的

研究結果不同，因此仍需持續觀察。 

 

表 6-4 三時期省紀委書記流動路徑人數比較 

 非二線正部級職務 非二線副部級職務 二線職務或退休 

江180 5 14 46 

胡 4 18 42 

習181 2 16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三節 未來評估 

由於習近平、王岐山將中紀委常委會成員換為自己的親信，目前(2019年 6

月)的國家監察委主任楊曉渡已年滿 65歲，2022年中共「二十大」時楊曉渡按

照「七上八下」規則必須退休，而接替他的人選可能是目前的國家監察委副主

任李書磊。而另一可能人選楊曉超則是王岐山過去於北京市政府的下屬，年齡

上兩人皆符合資格，但若按照派系背景，與習近平有共事關係的李書磊更有可

能接任國家監察委主任。 

而中紀委副書記與國家監察委副主任，目前十九屆的中紀委常委張春生、

陳超英、凌激、崔鵬等長期任職於財經系統與北京市政府的常委，可視為王歧

山在中紀委常委會的派系，將來應會持續升遷為中紀委副書記與國家監察委副

                                                      
180 江澤民時期省紀委書記總數為 66位，但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書記李恩潮遭調查不算在這三

類內，因此三類人數相加為 65。 
181 此數據為至 2019年 6 月統計，目前為習近平第 6 年任期(2019年 6 月)，因此目前三項人數

雖皆少於江、胡兩時期，但以目前人數而言習近平時期省紀委書記升遷非二線正部級職務與平

調非二線職務應會超過江、胡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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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這四位常委都出生於 1960年代後，若之後長期任職於中紀委常委會，王

歧山對於中紀委常委會的影響力，足以延續至第二十一屆甚至第二十二屆。而

一般的中紀委委員，在第十五屆後組成上就無大變動，預期未來組成上也不會

有大幅度的更動，最多應只是中紀委委員由紀檢幹部組成的比例仍會持續微幅

上升。 

未來省紀委書記的選任應會按照目前的趨勢持續進行，亦即中央掌握省紀

委書記任命權，並由具有紀檢相關系統經歷者出任省紀委書記，並在個別省分

按照該省分特別嚴重的貪腐問題進行專項任命。這是因自江澤民、胡錦濤、習

近平三時期以來，省紀委書記就一直朝向中央任命紀檢相關系統者出任的趨勢

改變，因此未來無論習近平續不續任應都不會有所變動。而省紀委書記的流動

也因在習近平時期更加多元化，流動速度也更快，預期未來會有更多卸任的省

紀委書記流動到非二線且非紀檢系統的職務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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