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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各層級的黨委是直接領導日常黨務與政務工作的機構，而黨委常委則是

實際決策的領導幹部。在中共的政治運作與決策過程中，地方層級的省級常委也

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是與中央最接近的地方幹部，能成為連接中央地方的橋樑；

而且作為省級實權官員，省級常委擁有高度政治地位與能量，他們的決策不但對

治下民生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有關鍵影響，相關幹部的任命也影響中共的權力結

構。本文認為中共領導人會依各自的政策目標或用人思考對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

性作出不同安排，以利自身執政理念傳達，同時鞏固統治基礎，因此領導人更替

是省級常委人選的重要因素。本文試圖以近年中共兩名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

作為對比，透過跨時跨地的比較，探討省級常委的特性與職務配置在領導人更替

後是否出現變化。本研究檢視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在兩個時期的差異，同時比較

省級常委的任職年齡、出身系統和晉升影響因素等特性，結果顯示省級常委的組

成與特性確實會隨領導人更替出現變化，同時這些變動是基於領導人的相關決策

或者權力考量進行。此研究凸顯省級常委群體在政治運作中的關鍵地位，該群體

的重要性在於可作為領導人穩定統治所需的權力基礎和政策支持者。本文的研究

成果初步顯示了省級常委群體的研究價值，同時也為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幹部

差異提供數據證明。	

	

	

	

關鍵詞：省級常委、領導人更替、習近平、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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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CP’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are the institutions that directly lead daily 
par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are the actual decision maker. At the local level,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s political ope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y are the local cadres closes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oreover, as 
provincial powerful officials,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have high 
political status and power. Their decisions and appointments not only have impac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affect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CCP.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leader of the CCP will make 
different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eb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olicy goals or personnel thinking,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ir governing id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so the 
leadership chan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By comparing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two leaders of the CCP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have changed after the leadership chang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ime and pla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periods, and compare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appointment and promotion factors such as age, origin 
system featur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does change once leader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hanges are based on the 
relative decision-making of leaders or power consideration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key role of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groups in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is that they can serve as the 
power base and policy supporters for the leaders to stabilize their rul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e research value of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ebers, provide 
data to prove the difference of cadres under different leaders. 
 
 
Keywords: Provincial standing Committee, leadership turnover, Xi Jinp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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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中共承襲列寧式黨國體制所發展而來的「一元化領導」確立黨委為最高領導

機關，政府及黨員均須執行其決議，這套統治模式在中共建政後被沿用於國家社

會與政治事務的領導和管理，並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形成深遠影響。1中共以

「黨的領導為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相關論述概括統治地位，明確指出黨是

整個政治體系運作的核心。2 

而中共是透過「黨委制」以及「常委會體制」建構黨為運作核心的政治體系，

運用各級黨委及其常委會的設置實現對國家與社會的領導與控制。黨委在其所屬

層級中直接領導日常的黨務和政務工作，黨便是透過各級黨委直接掌控整個政權。

黨委制以及常委會體制作為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實踐，是中共以黨領政背景下，

結合歸口管理、黨管幹部以及黨組設置等核心原則來領導國家社會的制度工具。

3這樣的制度使中共各層級的黨委常委是實際決策的領導幹部，中央政治局以及

其常委也成為外界探討中共政治發展以及分析政局的重要媒介，相關的資訊諸如

哪些幹部「入常」、政治局的人員組成等訊息也是分析中共高層權力分配的重要

觀察點。 

在地方的層級中，則以省級黨委常委（下稱省級常委）的組成結構以及幹部

特性顯得格外重要，原因在於省級行政區作為最接近中央的地方層級，是傳遞與

執行黨中央政令的第一環，省級常委是與高層級別最接近的地方幹部，能扮演央

 
1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臺北：五南，2006 年），頁 28-29。 
2 王貴秀，〈「黨的一元化領導」探析〉，《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 2007 卷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30。 
3 戴輝禮，〈中共常委會體制與執政架構的制度運作〉，《理論與改革》，第 2012 卷第 1 期，

2012 年 1 月，頁 49-53；李少民主編，《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

第一集》（臺北：桂冠圖書，1992 年），頁 275、2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2 

地之間的橋樑，甚至一些省級常委本身就是中央委員或是政治局委員，擔任地方

領導幹部的同時也代表黨中央，而有影響全國性政策的機會；4而且中國大陸幅

員遼闊且人口眾多，任一省級行政區的規模都與一般中型國家相差不遠，各省主

要領導皆有高度政治地位和政治能量，所作的各項決策以及職務所賦予的權力會

讓他們對治下的民生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有關鍵影響，各省份的權力結構在這樣

的背景下更顯關鍵。 

而且省級常委的配置還可能反映出中共當下的治理需要，例如 2019 年末湖

北省爆發新冠病毒疫情，中央因應疫情下派幹部擔任湖北省衛健委主任，並將該

職務層級提升為省委常委，同時還將具有東部省份工作經驗的幹部派往重要省份

負責促進疫情後的復工復產與經濟發展，顯現中央對此事的重視。5 

基於省級常委的重要性與中共體制的特殊性，則可以衍伸出一個值得探究的

問題，即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是否會因最高領導人更替有所不同？此研究問題

主要是基於中共的特殊政治制度與幹部管理制度而提出，以黨領政的執政方式形

成中共在幹部拔擢與管理上的主導與權威性，而中共的幹部管理原則是選拔培養

出黨性堅強、具有專業力又政治正確的領導幹部，以利貫徹黨的政策路線，因為

幹部管理是影響中央政策路線能否確實執行的重要因素。6 

但是每個領導人的性格、決策思維、執政風格等必然有所差異，因此各自主

政時的政策路線應會有不同之處，施政著重的領域也會不一樣。而且每一任領導

人都會豎立自己的「指導思想」，從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有共同的思維邏輯，具體思想卻會受到個人

 
4 毛光霞，〈選舉與委任：關於省級黨委常委初始提名權與決定權的研究〉，《領導科學》，第

2017 卷第 35 期，2017 年 12 月，頁 7。 
5 黃信豪，〈近期中共人事異動簡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20 年 6 月，頁 3。 
6 熊自健，〈中共黨政領導幹部的管理體制〉，《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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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價值典範影響而展現出不同樣貌，因此領導人的個人因素也是影響幹部管理

與任用的重要關鍵。7 

省級常委是將黨中央政策貫徹施行的第一層，也是級別最高的地方幹部，其

作為會影響領導人能否成功推行政策到各下級地方黨委。尤其中共中組部 1984

年就將幹部管理許可權由「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大幅降低各級黨委提

名幹部職務名單的數量，中央委員會只能對省部級幹部直接提名，無法跨級提名

廳局級幹部。8在此情況下中央領導人也須藉由包含省級常委在內的省級幹部任

命進而掌控下一層級領導幹部的提名。 

此外，不論在中央或者省級行政區中雖然都存在並非黨委常委卻在行政業務

上有實質影響力的幹部，例如擔任政府副職的國務院副總理或者各省副省長，這

些幹部可能不屬於黨委常委，但因本身分管的事務而在某些領域握有實權，也是

該層級領導班子的成員。但是在以黨領政的中共體制下，各級黨委實際上是一種

支配性的權力主體，同一層級的所有組織、機關都受其領導，黨的權力在行政體

系中具有統領地位，因此即便副總理或者副省長的級別與常委相同，在整個權力

結構中的地位仍無法與常委相比較，各級常委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9 

基於這些因素，領導人理應依據各自的政策選擇與施政目標，或甚至價值觀

而對省級常委的組成與幹部配置有不同的安排，以利自身執政理念的傳達，同時

鞏固統治的基礎。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主張省級常委在中共政治運作過程以及地方治理扮演要角，而且相異的

領導人會對這個群體有不一樣的任用和管理，以利其政策推行以及對黨與國家的

 
7 邱延正，〈從辯證法邏輯看中共領導人更替之指導思想－否定觀之揚棄定律〉，《展望與探索》，

第 18 卷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41。 
8 寇健文，〈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理之研究〉，《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報告》，2013 年，頁 9。 
9 戴輝禮，〈黨委制優勢形成的歷史邏輯與內在機理論析〉，《學習論壇》，第 429 期，2020 年

9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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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因此省級常委理應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有各種組成及特性。為確認此說法，

須對省級常委做完整的說明與分析，對其組成配置、職務名單、工作異動以及個

人特性作深入探討；同時以近年兩名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主政時期

的對比作為分析標的，透過跨時跨地的比較，探究省級常委的特徵與配置在不同

政治環境下是否出現變化，以及發生變動的可能因素為何。 

而欲試圖解答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各地省級常委的特性與組成是否發生變

動，可將此問題其分成數個層次，逐層回應後能取得更完整的解答。首先要討論

的是，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與組成原因為何，意即為何由擔任這些職務的官員被

選為常委？再者，這個菁英群體在經歷政治環境變動後，是否在組成與特性上出

現變化？若有，是何種變化？最後，這些改變各自代表什麼意義？能夠如何解釋

中共的政治運作？透過這樣的討論方式可以先將省級常委的角色與重要性呈現

出來，並且探討領導人對於省級常委的考量及任用模式，最後則能回應省級常委

的組成與特性在中共政治運作中的意義。 

研究將以質性方法進行，本文將分別挑選胡錦濤與習近平擔任領導人時的兩

個時間段為依據（2011年至 2012年以及 2016年至 2017年），整理出這兩個時

間段內中國大陸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常委名單，並對資料進行分析，目的在

於勾勒出不同時間內省級常委的組成和特徵，再進行跨時的差異比較，最後則是

解釋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深入探討省級常委的組成以及特性並進行比較分析，探究

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是否會在不同政治環境下出現差異，以及差異背後反應出

的政治意義為何。本文主張政治環境變化會影響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且擔任省

級常委的幹部也會有不一樣的特性，在共黨一黨專政制度下，領導人更替對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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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環境有關鍵性影響，因此以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作為分界點來觀察省級常委應

能發現相關的差異。 

後續將使用文獻分析與比較分析論證相關主張，透過詳細比對不同時間的省

級常委組成以及擔任常委之幹部的特性，探討形成差異的原因，同時輔以描述統

計的方式讓資訊更清楚呈現，利於比較分析。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是一種審閱或評估文獻的系統性程序，而文獻包括印刷品和電子資

料，為了便於討論，不包括其他無聲或無痕證據。可用於文獻分析的文獻有多種

形式，包括廣告、議程、出席記錄和會議記錄，以及信件和備忘錄、地圖和圖表、

報紙（剪報/文章）、新聞稿、組織或機構報告、調查數據，還有各種公共記錄。

文獻分析尤其適用於質性個案研究，得以深入探究現象或事件，並對其進行豐富

的描述。10 

 本文採用的文獻為網路上可取得的公開資訊以及報導，並輔以中共的相關規

章與法規資料，從這些訊息中歸納出中共省級常委的名單以及職務組成，並結合

包含幹部年齡、入黨年齡、經歷以及職務背景等幹部個人資訊進行分析。 

 

（二）比較分析 

 比較是分析的基本工具，能夠增強描述的能力，並通過聚焦相似性以及對比

性的案例，在形成概念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比較分析通常用於檢驗假設，可以有

助於對新假設的歸納發現和理論構建。11 

本文主張政治環境變化會影響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因此認為領導人更替

會使省級常委的組成出現變化，而且擔任省級常委之幹部的個人特性也會不一樣，

 
10  Glenn Bowen ,“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 Vol. 9 , No. 2, August 2009 , pp. 27-29. 
11 David Collier ,“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105-
119, eds. Ada W. Finifter. U.S.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January 1993,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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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將試圖回應這樣的觀點，透過對比的方式找出兩個時間段中省級常委組

成與特性上的差異，並解釋差異為何存在。 

 

（三）描述統計 

 描述統計是一種以容易處理的形式描述資料的方法，能夠描述樣本特色或樣

本中變項間的關係，並且可以描述單一變項或者兩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描述統計

中摘述資料的方式包括平均值如眾數、中位數與平均數等，還有離差的測量如全

距、標準差等。12本文進行比較分析的同時也會輔以上述描述統計的方法清楚呈

現省級常委的特性分布，幫助簡化比較的步驟，使資訊更為明確。例如以眾數的

方式描述省級常委的職務背景及出身比例，或者利用平均數展現入黨年齡等。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主張領導人更替引起的政治環境變化會影響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以及

幹部特性，為論證此觀點，將比較胡錦濤以及習近平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組成與

特性差異，其中胡錦濤採計其第二任期，習近平則採計第一任期，以下說明原因。 

 選擇胡錦濤與習近平作為分析樣本的主要因素是考量兩位領導人交接前後，

中共發生巨大的政治環境變化，較容易取得顯著的結果。十八大後習近平就任最

高領導人，他為鞏固權力基礎以及解決當時複雜的政治派系問題，因而有許多重

要的政策舉措以及改革，試圖調整中共內部的權力結構；同時為因應國際社會對

中國大陸經濟與人權領域的施壓，他也有不同於過去領導人「韜光養晦」式的強

硬作風，連帶影響相關政策的決策。基於這樣的背景，習近平時代的中共與其上

任前相較之下，在重要幹部的任用上應該會有顯著的差異。 

 
12 Earl Babbie 著，林秀雲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臺北：新

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6 年），頁 68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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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上任後的首次省級黨委換屆選舉為 2016年至 2017年這段時間，距離

十八大後已經有段時間，且各地也已經歷幹部職務調整，應該能夠呈現出習近平

時代幹部任用與人事管理的特質，因此本文將納入此段時間各地選出的新一屆省

級常委為分析樣本。 

 而胡錦濤的重要性在於在其任內確立近年中共幹部人事制度的兩項關鍵改

革－「減副」以及「幹部異地交流」，兩者皆於 2006 年左右開始正式運作。減

副的意義在於將常委會黨委書記定為「一正二副」，即黨委書記搭配兩名黨委副

書記作為領導班子的基礎組成，其中一名為專職副書記，另一名為兼任政府正職

的副書記。幹部異地交流則是試圖打破幹部長期於同一地任職時常產生的腐敗或

者裙帶關係問題，進而採取的幹部輪調方式。 

 也就在這兩項改革被執行後，省級常委會開始有較固定的職務組成，並且連

帶影響到後續習近平時代的省級常委配置，因此胡、習兩者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

對比能在更為公平的基礎下進行。考量到 2006 年才開始施行相關改革，政策成

果需要一段時間發酵，為了有更好的觀察結果因此選擇胡錦濤的第二任期，也就

是以 2011年至 2012年各地選出的新一屆常委作為分析樣本。 

 後續研究將以 2011年至 2012年（胡第二任期）以及 2016年至 2017年（習

第一任期）的省級常委名單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其組成與特性差異。而因為省級

常委的某些職務可能會在換屆選舉時在某些行政區出現缺額，並在之後補齊，因

此後續進行組成比較時也會納入之後補齊的職務，避免出現誤差。 

 

（二）研究進行方式說明 

本研究將藉由省級常委職務組成和幹部特性的跨時比較分析，說明省級常委

群體在組成以及特性上是否在不同時期出現變化，以及如何受到領導人更替造成

的政治環境變化所影響，研究架構如下圖 1-1，以下就此架構深入說明研究進行

方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8 

 
圖 0-1 研究架構（作者自繪）	
 

1.組成差異的比較方式 

第一部分是進行省級常委組成差異的跨時比較，深入探究胡錦濤與習近平主

政時期，省級常委組成出現差異的原因以及代表意義。此部分首先會分別呈現出

省級常委在這兩個時間中的職務組成，比較兩者差異後找出相同點與相異點分別

說明。尋找相同點的意義在於可以深入討論省級常委的穩定組成，了解即便在不

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重點職務為何，以及哪些職務不可或缺；相異點

則能顯現出領導人的政策需求以及重視工作，進而討論政治環境變動對省級常委

組成職務造成的影響。 

省級常委組成與差
異之跨時比較分析

比對省級常委職務
組成差異

以領導人更替的因
素進行分析

分別以職務間、行
政區間為分類比對

省級常委特性差異

尋找特性的顯著差
異點

領導人政策安排影
響

領導人用人思維導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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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性差異之分析視角與分析方式 

第二部分則是針對省級常委特性進行跨時比較，找出差異點同時嘗試探討發

生變化的原因。進行省級常委特性分析時，首先會將搜集的省級常委資訊依照本

研究選擇的討論範圍分別呈現出其特性，接著以職務及行政區作為區分進行比對，

從比對的結果找出顯著的特性差異之後，再分別以領導人的政策影響與用人思維

差異作為分析視角討論，如上圖 1-1顯示的方式。這樣的研究方式意義在於聚焦

領導人造成的改變，並透過政策和思維的差異分類呈現省級常委特性的不同。 

而本研究關於省級常委特性差異的討論會以幾項幹部性質作為核心進行比

較分析，包含前項職務背景（前職與現職之關係）、出身系統（入黨後首份公職）

以及其他中共幹部培養機制的影響因素（影響晉升可能因素），詳細的界定如下

表 1-1，以下分別說明選擇原因與意義。 

 
表 0-1 本文省級常委特性的討論範圍	

前項職務背景 

（前職與現職之關係） 

出身系統 

（入黨後首份公職） 

中共幹部培養機制的影

響因素 

（影響晉升可能因素） 

1. 中央下派 

2. 他省調入 

3. 本省產生 

1. 中央部委 

2. 軍隊相關 

3. 國企 

4. 科研人員 

5. 基層幹部 

1. 任職年齡 

2. 入黨年齡 

3. 留學經驗 

4. 共青團經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前項職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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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職務背景指的是幹部的來源背景，依據各省級常委在換屆選舉以前擔任

的職務，與換屆選舉後擔任的職務對比，區分其屬於中央下派、他省調入或者本

省產生的幹部。 

考量到中共時常在換屆選舉前一兩年開始啟動省級幹部調整，因此把這些調

動計算在內，例如新疆自治區在 2011年進行換屆，其黨委書記張春賢 2010年就

已被調往新疆任黨委書記，為之後的換屆作準備，因此計算其職務來源時是採計

張春賢的再前一個職務，也就是湖南省委書記，而張春賢在此次換屆中就被採計

為他省調入而非本省產生。 

前項職務背景可以區分省級常委的可能就任因素，中央下派的幹部應與中央

有較深的連結，也較能領會領導人的意志，並將領導人的影響擴及地方層級；而

本省產生的幹部可能會因彼此長期共事產生共同利益，相較下中央下派與他省調

入的幹部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且這兩類背景幹部若增加也可能代表中央有

意改變當地的政治生態。分析前項職務背景的作用在於，能討論領導人對擔任省

級常委之幹部的來源考量以及作法差異，尋找兩個領導人對地方的不同治理考量

與方式。 

 

(2)出身系統 

本文將省級常委的出身系統界定為其入黨後的第一份公職，並歸納成 5類，

分別是中央部委、軍隊、國企、科研人員以及基層幹部，中央部委包含所有服務

於中央部委的人員，軍隊包含解放軍軍職人員以及其他服務於軍隊的人員，國企

則包含國有企業的幹部、職員及工人，科研人員包含工程師、大學教授以及研究

員，最後非中央部委出身的幹部以及基層教師都界定為基層幹部。 

討論省級常委的出身系統可以嘗試分析領導人偏好的幹部可能具有哪方面

的背景或者專業，並尋找領導人有此偏好的原因。 

 

(3)中共幹部培養機制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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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分主要列入的是中共官員晉升時，幹部培養機制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與

考量，本文選擇納入任職年齡、入黨年齡、留學經驗以及共青團經歷討論。 

 任職年齡討論的是省級常委在該次換屆選舉時的年齡，分析年齡的目的在於

討論不同領導人對於幹部年齡的要求是否出現差異，或者是否會特別在哪類幹部

身上出現不同；入黨年齡則是從政治忠誠與信任的角度探討，越年輕入黨的幹部

被認為可能會有較高的忠誠度，同時上級也越可能讓其擔任更重要的職務，比較

省級常委的入黨年齡差異可以討論不同領導人是否有同樣思維，或者是否會在規

則內進行調整。 

 留學經歷則是建立在過往文獻的研究結果所進行的討論，文獻認為海歸派幹

部一般較難被重用，而且出路有限，集中在非黨務部門。後續的研究則是探討省

級常委是否在不同領導人時期都有此現象，以及程度是否有差異。 

 最後是共青團經歷的討論，胡錦濤共青團領導人的出身被認為是共青團幹部

崛起的重要契機，共青團也在其任內大舉被啟用。本文則從省級常委的層次進行

探討，驗證是否存在此現象，以及習近平時代共青團幹部的處境是否改變，並對

此進行解釋與提供數據的驗證。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總共分為五章。第壹章是為緒論，共有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背

景」，說明省級常委在中共政治體系的重要性以及領導人可能產生的影響，同時

點出問題意識。第二節為「研究目的」，深入闡釋本文的研究問題，同時說明試

圖獲得的研究成果。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簡單敘述本文運用之三

個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及描述統計，並且說明選擇研究樣本

的考量，同時簡要介紹研究進行方式。最後第四節為「章節安排」。 

第貳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對話」，此章將整理歸納中共政治發展以及菁英

管理的各類文獻，描繪出中共幹部管理制度的大致內容以及省級幹部的特質，作

為後續研究的基礎說明。此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中共幹部管理制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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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為「制度化發展的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機制」，第三節為「中共省級領導幹

部相關研究」，最後第四節是「小結：本研究對既有文獻的補充」。 

 第參章為「省級常委的制度現況」，此章進行中共省級常委的基本介紹與說

明。首先概述省級常委在中共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初步討論常委職務的特點與重

要性。接著進行職務配置的探討，說明省級常委會的標準配置與特殊職務，討論

常委職務的意義和重要性。最後是省級常委組成的擴展說明，以行政區類型為分

類依據，探討省、市以及自治區的職務組成，說明各類行政區的常委結構。此章

共分成「省級常委在中共政治制度中的角色」、「省級常委職務配置探討」以及

「省級常委在各類行政區的組成結構」三節。 

 第肆章為「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之跨時比較分析」，以胡錦濤第二任期與習

近平第一任期為例，分別整理兩個中共領導人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組成以及特性，

進行比較分析，探討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以及特性是否出現差異，並且以領導人

差異為根據說明可能的原因。分成三節討論，第一節為「省級常委的組成比較分

析」，第二節與第三節則是不同視角下省級常委特性差異的探討，分別是「省級

常委特性差異－領導人政策推動面向」以及「省級常委特性差異－領導人用人思

維面向」。 

 第伍章為結論，總結跨時比較分析下，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差異所代表的意

義，並說明本文研究發現以及研究限制，同時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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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對話	

 本章將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以及理論對話，透過既有文獻研究成果的整理歸

納，聚焦研究問題並幫助深化本文的研究背景。可以將相關文獻分成三節討論，

第一節探討中共的幹部管理核心制度，包含黨管幹部原則的建立、幹部管理體制

的發展，以及各級黨委的運作模式；第二節是關於中共近年整體政治發展脈絡的

相關研究，並結合中共菁英甄補機制的文獻，綜合兩類文獻探討中共的政治運作

與菁英管理；第三節則是關於省級領導幹部晉升以及特性的研究，將會整理歸納

省級幹部的晉升機制，同時檢視包含省級常委在內的省級幹部具有哪些特性，並

且探討這些特性的意義。本章最後一節會討論既有研究的研究成果以及還沒有完

全回應到的問題，作為本文後續研究的焦點。 

第一節 中共幹部管理制度探討 

一、中共黨管幹部原則 

 「黨管幹部」原則是理解中共幹部管理制度的首要重點，也是中共一黨專政

統治的最核心基礎，是指作為永久執政黨的中共擁有幹部的任用和管理權，黨的

領導機構制定幹部任用的政治標準和各項政策，並決定重要職位的人事任用；黨

的組織機構則負責幹部人事管理的具體工作。13中共黨管幹部原則形成於戰爭年

代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當時規範各級黨委為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黨、政、軍、

民等各方面工作，並包含黨管幹部的原則，建政後中共並沿用戰爭年代形成的黨

管幹部原則。14 

 
13 徐湘林，〈黨管幹部體制下的基層民主試改革〉，《浙江學刊》，第 2004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06。 
14 石文龍，〈依法執政與「黨管幹部〉實現方式的轉變〉，《理論與改革》，第 2011 卷第 5 期，

2011 年 9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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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管幹部原則的內在邏輯是以鞏固統治以及貫徹黨中央指令為考量，首先是

要確保幹部能貫徹黨的方針、路線與政策，以政治立場作為幹部任用的最高準則，

保證各級領導幹部領會中共的基本路線和思想；再者是藉由黨管幹部維護中共的

領導體制，透過組織管理從根本對幹部進行控制，使幹部擁護中共的領導；最後

是鞏固統治，利用從社會中吸收人才進入黨內擔任幹部，並以政治立場作為考核

重點，一旦通過考核即能被吸納到體制中，中共透過這樣的模式強化執政地位，

以確立黨的永續領導。15 

 

二、中共幹部管理體制的發展 

在黨管幹部的大原則下，中共雖強調黨對於幹部任用與管理的權威以及唯一

性，但對於幹部管理的方式在也不同時期經歷轉變，這些管理方式的變動主要與

中共在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有關。 

戰爭時期中共的幹部管理被認為是「一攬子」的管理方式，由黨中央以及各

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統一調配與任命所有幹部，幹部的任命、調動、指派與交流都

以軍事化色彩的命令進行。16而在中共建政初期，戰爭時期的軍事化管理模式因

為幹部數量增加、建設發展等原因逐漸不敷使用，中共中央組織部因而仿造蘇聯

「幹部職務名單制」擬定中央以及各級黨委分別管理的幹部職務名單範圍，確立

一套由中央與各級黨委「下管三級」的高度集中幹部管理體制。17 

隨著時間向前推進，因應大規模經濟建設以及政府工作增加，高度集中的幹

部管理體制也不符合實際需求，因此 1953 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加強幹部管理

工作的決定》，該文件涉及幹部的「分部分級管理」，分部管理是指將幹部分成

若干類，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之下由黨委的各個組成部門分別進行管理；

 
15 吳江龍、劉伶俐，〈關於黨管幹部制的思考〉，《理論觀察》，第 99 期，2014 年 9 月，頁 21。 
16 林學啟，〈黨管幹部 90 年：模式演變與價值追求〉，《理論學刊》，第 2011 卷第 4 期，2011
年 4 月，頁 44。 
17 苗月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度 70 年：回顧與展望〉，《中國人事科學》，第 2020 卷

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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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管理制度則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之間，建立分工管理各級幹部的制度，

以下管兩級的原則進行。18分部管理的制度使各級黨委的各部按工作需要對相對

應的幹部進行管理，例如文教工作幹部由黨委的宣傳部管理，依此類推。此後中

共雖然在分部分級管理模式的範圍以及組織形式有些許改變，例如分部管理的某

些部門裁撤、分級管理的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但基本架構仍是此分部分級格

局。19 

 

三、中共各級黨委常委會的歸口管理 

中共的幹部管理體制對政權的基本運作方式也產生影響，尤其是人事管理的

制度被擴展為日常的工作方式。幹部的分部分級管理以及其後推行的分級分類管

理原先主要強調中央與各級黨委在人事管理上的分工，以及各級黨委所設各部在

管理人事工作上的「對口」，後被擴展為黨委對政府的管理－「歸口管理」。20

歸口管理是中共中央在建立分類分級管理幹部制度時，另外對政府部門所制定的

配套措施，把政府工作分為各類不同的「口」，由黨委常委分口負責，加強對政

府行政工作的領導。21 

歸口管理是以黨領政的中共控制與強化領導國家事務的重要工具，基本上是

中共一元化體制的實踐，「口」即是指政府的「條」與系統。歸口管理是透過各

級黨委會的常委分工負責制進行，常委就其負責領域對常委會負責，常委會並代

表黨委逐級向上負責，歸口管理因而實質上成為黨委常委的分口管理制。22 

 
18 魏姝，〈從控制到治理績效：中國黨政幹部分類制度改革研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56 期，2011 年 3 月，頁 92。 
19 劉勝蘭，〈中國共產黨幹部管理體制的歷史沿革〉，《北京黨史研究》，第 97 期，1996 年 3
月，頁 18。 
20 王興華，〈中國共產黨黨委常委會體制探析〉，《理論視野》，第 2014 卷第 12 期，2014 年

12 月，頁 66。 
21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頁 33。 
22 戴輝禮，〈中共常委會體制與執政架構的制度運作〉，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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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制度化發展的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機制 

前述幹部管理制度的探討顯現中共有一套既有的規範來管理眾多的黨籍幹

部，並且仍然在透過不斷探索與改良來完善制度，試圖持續掌控黨機器運作以及

統治國家。而除了這些既有規範外，中共的幹部管理也與整體的政治發展密切相

關，尤其是高層政治菁英的甄補機制也受幹部任用考量的影響，梳理文獻後我們

能發現有關研究主要點出一個關鍵－「制度化的政治發展與菁英甄補」是重要的

觀察點。 

 

一、中共菁英政治發展邁入制度化階段 

寇健文認為共黨政權如果缺乏制度化的繼承機制，代表沒有和平轉移權力的

規範，容易造成暴力政治鬥爭，因此「制度化的政治繼承」是政權結構穩定的必

要條件。23寇健文還發現中共在 1990 年代中期後漸漸跳脫過往容易發生暴力政

治鬥爭的週期性危機，菁英政治有朝向制度化發展的跡象，包含領導人更替的規

則、慣例與實例逐漸形成，以及集體領導的決策模式被建立，個人獨裁不再出現。

24 

李成（Cheng Li）也觀察到中共越來越重視集體領導，避免由一個最高領導

人決策，總書記僅是政治局常委成員「同儕中的第一人（first among equals）」。

25相似的看法從權力更替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在新時代制度化的中共菁英政治

之中，權力移轉過程已非過往「贏者全拿」的零和模式，因為近年制度結構越趨

穩定且政治職務的功能性也更多樣化，因此中共菁英政治轉型為「權力平衡」模

 
23 寇健文，〈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

2000 年 3 月，頁 58。 
24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40-41。 
25 Cheng Li, “ The Battle for China’s Top Nine Leadership Po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 
No. 1, February 2012,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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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6儘管新一代領導人間可能存在背景和職務經歷上的差異，使得派系問題依

舊存在，甚至有爆發衝突的可能，但是他們也知道彼此必須同舟共濟維持好政治

團結，才能在新時代的挑戰中獲得最大的利益。27 

中共之所以能夠順利過渡成制度化的菁英政治模式與其制度建立者有關，因

其制度建立者是「個人權威型」的領導人，能推動可能損害幹部權益的改革。當

制度建立完成後，繼任者屬於「職務權力型」領導人，在缺少個人權威的情況下

容易讓高層形成多頭馬車的權力格局，因而有助於制度化的發展。28 

政治結構變化也促成菁英甄補機制的制度化，陳陸輝、陳德昇與陳奕伶分析

毛、鄧政權與現代中共政權差異之後認為，過往革命領袖指定接班的繼承制度難

以在現今領導人缺乏革命功績與政治魅力的時代存續，因此權力繼承機制必須進

行制度化的改革，幹部培養也須有更明確的規則。29相關規則最初是以鄧小平提

出的「幹部四化」為雛型，包含「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這些標

準也成為日後中共菁英甄補與選拔的重要依據。30 

 

二、制度化下的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機制 

目前關於政治菁英晉升與領導人流動的文獻都強調年齡限制、任期限制、階

梯式晉升、地方歷練等制度因素有重要影響力，這些研究不否認非制度因素的影

響，但認為 1990 年代中期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提升，非制度因素僅能在制度因

素的框架下產生作用。31 

 

 
26 Zhiyue Bo, “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hina : Toward a Perspective 
of‘Power Balancing’,” Issues＆Studies, Vol. 41, No. 1, March 2005, pp. 162-163. 
27 Cheng Li, “ China’s Fifth Generation: Is Diversity a Source of Strength or Weakness?,” Asia Policy 
No. 6, July 2008, pp. 55-57. 
28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頁 68。 
29 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

陸研究》，第 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4。 
30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79。 
31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一九八七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

第 45 期，2010 年 9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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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菁英甄補的制度因素 

寇健文、黃霈芝及潘敏在分析政治菁英甄補的相關研究後將中共幹部與領導

人甄補的制度性因素總結為兩個原則－「年齡限制」與「任期限制」，前者是指

幹部在到達一定年齡後必須離開一線領導職務，如省部級與副省部級的幹部分別

須在 60與 65歲退休，政治局委員則須在 70歲劃線離退；後者則是指幹部擔任

同一職務的時間受到限制而無法長期任職，但這個限制沒有及於總書記與政治局

委員等黨務領導人，儘管如此卻有結合年齡與任期的制度對政治局常委的在職時

間做出限制－超過 68 歲或連續擔任兩屆政治局常委卻未升遷的領導人必須退休。

32此外中共的幹部培養也形成梯隊式發展的逐級晉升，也就是在符合年齡要求的

前提下，政治局常委、委員以及中委會委員、候補委員出現缺額時都是逐層由下

一層遞補到上一層，領導人越級晉升的人數與比例都穩定下降。33 

黃信豪同樣在整理相關研究後總結出年齡限制及逐級晉升的觀點，並且提出

中共的幹部任命有「接班人栽培」思維，包含「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意

指一些幹部可能在年輕時得到黨偏愛而被挑選並晉升到一定層級，但並非所有被

挑選者都繼續晉升，因為黨會利用職務安排與輪調的方式讓這些幹部掌管不同業

務或出任地方領導，檢視其能力與工作表現，通過者即能脫穎而出繼續向上晉升。

34 

 

（二）菁英甄補的政治考量 

 儘管有逐漸制度化的菁英甄補機制，但是在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下，為維護一

黨專政與永續執政，對幹部管理納入「政治考量」依然是必要的措施。 

 
32 寇健文、黃霈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

亞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2006 年 7 月，頁 10-13。 
33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10 年），頁 296-299。 
34 黃信豪，〈制度化下的中共菁英晉升：接班人栽培的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 56 卷第

1 期，2013 年 3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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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豪以 1978 年至 2008 年出任各屆黨政正部級官員的幹部名單為樣本統

計分析後，發現雖然中共會選拔較年輕或有專業技能的幹部來回應經濟現代化建

設的需求，但是政府部門與黨務部門的菁英轉型時程存在差異，也就是政府部門

先於黨務部門進行菁英的專業化轉型，兩種部門的菁英轉型有時間落差。35而且

中共是以黨職經歷來建立領導菁英培養、育成與接班的管道，並透過黨職歷練確

保領導幹部的政治忠誠，因此能快速成為領導人的多是通過黨政治忠誠認可的幹

部，儘管是有技能的專業菁英，若不能通過這樣的歷練會很快遭到替換。36 

陳容芳有相似結論，他以 1992年至 2009年中共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為分析

對象，將這些幹部分為「核心黨務機關」以及「經濟相關部門」兩個體系，再比

較其流入來源、流出去向、職涯發展軌跡及各項特質後，發現幹部進入任一體系

工作後，多在各自體系內職務異動且很少於體系外交流，進而形成各自獨立的二

元甄補管道；此外核心黨務部門中官員的政治條件門檻相較經濟部門來得高，經

濟相關部門則在維持一定政治條件門檻的基礎上適度放鬆，但對專業條件的要求

更為嚴格，這是中共在經濟發展與維護執政地位雙重目標下的做法。顯現中共對

於黨務部門幹部的甄補與培養顯然更為謹慎，也選擇以較保守的方式管理黨務部

門，且黨職歷練是幹部晉升或成為高層領導人的重要管道。37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海歸派」領導幹部的任用管理，寇健文分析擔任副部級

官員以上的海歸派幹部後發現他們有一些共同特徵，例如占整體比例低、多為公

派出國與進修、專業學科集中在自然科學與經貿管理、缺乏擔任地方黨政一把手

經驗、滯留海外時間不長、非中共黨籍者達兩成五但多半只能擔任副部級職務或

在全國人大政協擔任領導人級職務等現象。此「既重用又防範」的矛盾心理源於

 
35 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觀察〉，《中國大陸研究》，

第 53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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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62。 
37 陳容芳，《中共黨務與經濟領導幹部甄補路徑之比較：1992－2009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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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防備傾心西方民主的人士進入體制所為之防範措施，因此雖然海歸派官員在

科技、經貿領域被重用，但組織或宣傳部門就較不容易發現其身影。38 

陳德昇、王信實與周秝宸對十六大到十八大入選政治局委員的中委與候補中

委進行實證分析後得到的結果也類似，他們發現留洋經歷對於晉升並不重要，甚

至中共高層會對此類人才有思想與忠誠的疑慮而不會很快被提拔，同時認為晉升

的關鍵因素在於派系政治運作，而級別、地方歷練次數與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則居

次。39 

 
表 0-1 中共菁英甄補的制度因素與政治考量	

制度因素 政治考量 

年齡限制與任期

限制 

逐級晉升 黨務部門與專業

技能菁英的培養

差異 

海歸派幹部不在

晉升中佔優勢 

幹部在到達一定

年齡後必須離開

一線領導職務；幹

部擔任同一職務

的時間受限制 

成梯隊式發展的

晉升方式 

1. 黨務部門政治

條件門檻更高 

2. 二元甄補管道 

中共防範心理致

使海歸派幹部發

展受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相關文獻研究結果的趨勢 

既有文獻主要說明近年中共的菁英甄補與幹部培養逐漸走向制度化，但仍然

存在以政治因素為考量的限制，這樣的發現對於探究省級常委的組成和特徵能有

 
38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 
39 陳德昇、王信實、周秝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菁英甄補研究：「十六大」至「十八大」實

證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9 卷第 4 期，2016 年 12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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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助益，可以明確得知在制度化脈絡下，年齡限制以及職務歷練是中共菁英甄

補的重要原則，而且幹部的個人特質如年齡、職務來源、學歷和經歷等也會影響

其晉升渠道或晉升機會。 

第三節 中共省級領導幹部相關研究 

不同於前述文獻關注中共的整體政治發展脈絡與幹部管理模式，本節文獻著

眼在與本文研究問題直接相關的省級領導幹部。省級幹部在中共黨國體制中扮演

要角，與此相關的研究已有眾多成果，雖然目前多數學者聚焦在省委書記與省長

這兩個正省級職務，僅有部分文獻將焦點擴至全部的省級常委，但是這些研究提

出許多值得深入討論或者延伸的研究發現，能夠幫助建立研究背景。 

這類的文獻可以大致分為兩類，首先是專精於省級領導幹部晉升機制的討論，

探討省級幹部為何被晉升，以及中共政治激勵的內在邏輯為何；第二類的文獻則

是重點討論省級幹部的特性，透過比較省級官員或者省級常委之間的個人特質，

歸納出相關的趨勢，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一、省級領導幹部的晉升機制 

 在省級幹部相關研究中有關於省級領導幹部晉升或者流動的觀察相當豐富，

這些研究試圖尋找幹部晉升的模式或者機制，多數觀點認為省級幹部能否順利晉

升的關鍵在於治下的經濟發展表現，但也有一些研究有其他看法，例如關係網絡

或者職務經歷等，以下分別說明。 

 

（一）晉升錦標賽 

周黎安主張中國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與中共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官員激勵

模式高度相關，因為中共將人事控制與激勵機制結合成一種拉動 GDP 增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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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治理方式，形成地方幹部競相追逐經濟增長數字的「晉升錦標賽」。40呂青樺

與沈中華針對 1979年至 2011年 256個省長有效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經濟成長與省長升遷呈現直接正相關。41王賢斌、張莉與徐現祥同樣也發現這

個現象，而他們進一步提出這種機制在省長層面的影響較省委書記更為強烈，此

研究結果也符合中共地方治理中黨委書記與政府首長的任務差異。42 

另外一些研究則補充晉升錦標賽的內涵，王賢斌與徐現祥對省委書記與省長

進一步分類後，發現這些書記與省長的來源和離任後的去向也與任內經濟增長速

度相關，不論是中央下派的書記與省長或是離任後調往中央的書記與省長在任職

期間的經濟績效都不顯著。43同樣的兩位學者在另一研究還提出年齡與任期也是

影響錦標賽成效的因素，年齡越大會降低政治激勵的作用，但任期越長則會增強

錦標賽的效果。44 

另外也有研究對晉升錦標賽的運作機制進行補充，透過迴歸分析發現中央是

採取相對績效評估來評斷省委書記和省長任內的經濟表現，尤其重視前後任省級

領導人的表現落差，而非相鄰省份領導人的差異。45 

 

（二）對晉升錦標賽觀點的挑戰 

有其他學者則是直接質疑晉升錦標賽的存在與正確性，他們對晉升錦標賽提

出挑戰或者修正，並各自主張影響省級官員晉升的其他因素。 

 

 
40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第 2007 卷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38。 
41 呂青樺、沈中華，〈地方官員升遷的影響因素研究—以中國各省為例〉，《兩岸金融季刊》，

第 3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47。 
42 王賢斌、張莉、徐現祥，〈轄區經濟增長績效與省長省委書記晉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第 153 期，2011 年 1 月，頁 110。 
43 王賢斌、徐現祥，〈地方官員來源、去向、任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的證據〉，

《管理世界》，第 2008 卷第 3 期，2008 年 3 月，頁 16。 
44 徐現祥、王賢斌，〈晉升激勵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級官員的證據〉，《世界經濟》，第 2010
卷第 2 期，2010 年 2 月，頁 15。 
45  Ye Chen,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No. 88 , September 2005, PP. 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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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晉升錦標賽的邏輯問題 

陶然等從指標的難以量化、經濟考核數字真實性、省級官員對經濟發展的影

響能力、中共政治網絡的影響以及 GDP 統計數字在中國大陸的出現時間等五項

邏輯盲點提出晉升錦標賽的缺失，並認為「地方政府追求財政收入」才是造成中

國大陸高速經濟增長的原因。46 

 

2.非經濟指標的影響力：社會穩定與職務歷練 

王賢彬與董一軍雖然沒有否定晉升錦標賽的存在，但也認為有經濟之外的因

素影響晉升，他們從社會和諧的角度觀察中央考核省級官員時是否將環境汙染和

造成社會不滿的事故列入考量，結果發現環境與煤礦事故會對省委書記的晉升造

成影響，且省委書記會迫於晉升壓力而一定程度減少此二項事故。47對於地方在

追求政績時究竟是考量經濟因素或者社會穩定，蔡文軒認為省級領導人會依據不

同地方的條件決定，在經濟富裕的省份領導人會藉由行政改革增進經濟發展；而

較不富裕省份的領導人則以人事改革取得社會維穩的政績。48 

杜興強、曾泉與吳潔雯以省委書記與省長為範圍進行統計測試，發現雖然省

級官員的擢升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但是卻對官員的歷練有更強烈的相關性，

且省級官員的提拔還與中央工作經驗以及企業工作經歷呈現正相關，而非僅有經

濟發展因素對省級官員晉升有影響。49 

 

3.挑戰經濟因素的觀點：關係網絡與公共服務 

 
46 陶然、蘇福兵、陸曦、朱昱銘，〈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賽理論邏輯挑戰與

省籍實證重估〉，《管理世界》，第 2010 卷第 12 期，2010 年 12 月，頁 16-19。 
47 王賢彬、董一軍，〈社會和諧與官員晉升〉，《經濟學報》，第 4 卷第 2 期，2017 年 4 月，

頁 37。 
48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的政治改革: 「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 〉，《政治科學論

叢》，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105。 
49 杜興強、曾泉、吳潔雯，〈官員歷練、經濟增長與政治擢升—基於 1978~2008 年中國省級官員

的經驗證據〉，《金融研究》，第 380 期，2012 年 2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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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er與 Brehm挑戰晉升錦標賽的經濟增長論點，他們在分析省委書記、省

長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間的關係網絡後，主張經濟績效不會影響省級幹部的晉升，

官員的關係網絡才是最重要的關鍵。50 

Wu與 Ma則進行省委書記與省長晉升的實證研究，他們認為官員的晉升機

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央不一定總是重視經濟成長，而是隨當時環境需要

變化，初期可能會以經濟成長表現為評估依據，但近年已逐漸轉為重視公共服務

的考核標準。51 

 

 
圖 0-1	文獻中對幹部晉升機制的不同看法（作者自繪）	

 

4.省級幹部晉升機制相關文獻的意義 

我們可以從文獻知道影響省級幹部晉升的因素包含任內經濟增長表現、地方

歷練與關係網絡等，甚至這些因素會因為時空環境的變遷發生變化。從這些研究

 
50 Sonja Opper and Stefan Brehm, “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und University 2007, pp. 23-24. 
51  Jiannan Wu and Liang Ma, “ Doe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ally Matter?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Promo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10th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ctober 1-3, 2009, John Glen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io2, pp.19-22. 

幹部晉
升依據

治下經濟
發展表現

關係網絡與公
共服務

社會穩定與
職務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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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能反推中共在安排省級常委組成時可能也會有相關考量，因此這樣的發現有

助本文後續的分析。 

 

二、省級領導幹部的特性研究 

不同於研究省級幹部的晉升機制，還有一些文獻關注省級幹部的個人特徵，

也就是觀察擔任省級幹部的官員有哪些相似特性，以及這些特性反映出什麼現象。

不同類型的研究有不同切入點，有些從幹部的年齡及學歷著手，有些則重視幹部

的經歷與職務歷練，還有一些重點觀察幹部的職務來源或者出身。 

 

（一）省級幹部的「年輕化」與「高知化」現象 

中共官媒 2012年針對該年完成的新一屆省級常委換屆，提出「60後」幹部

成為此次換屆新生力量的觀點，且認為新任常委有「年輕化」趨勢以及學歷提升

的「高知化」兩大現象。52楊暢與葛顯勇甚至進一步發現這波新晉常委之中只要

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的幹部全部為 60 後，認為這是共青團作為「幹部搖籃」作用

所致。53 

劉俊生更早有這類型觀察，他檢視截至 2008年 4月為止的幹部名單後，發

現不論中央或地方 60後幹部都均衡分布，31個省市自治區中僅有甘肅省沒有出

現，其他行政區基本上都有一名副省級以上的 60後官員。此外他也發現這些 60

後省部級官員的學歷較高，以及他們的文憑有文理結合的趨勢。54 

相似結論還出現在稍早的研究中，薄智耀（Zhiyue Bo）雖然僅針對黨委正副

書記以及政府正副首長進行統計，沒有包含其他黨委常委，但卻有相似結果。他

將 1983至 2002年之中省級領導幹部的各項特徵做比較，發現 2000年後的省級

 
52〈30 省份選出 391 名常委，年輕化高知化成換屆亮點〉，《新華網》，2012 年 8 月 9日， 
<http://www.scio.gov.cn/ztk/xwfb/90/9/Document/1202627/1202627.html>。 
53 楊暢、葛顯勇，〈他們 如何當選省委常委〉，《祖國》，第 2012 卷第 13 期，2012 年 7 月，

頁 19。 
54 劉俊生，〈「60 後」省部級幹部成長路徑分析〉，《人民論壇．雙周刊》，第 2008 卷第 12
期，2008 年 6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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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幾乎都是中國共產黨籍，且相較 2000年以前有年齡下降、學歷更高的趨勢。

55還有陳梓龍針對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前後各省級行政區換屆後的正省級黨政領

導人進行分析，他也認為這些新任幹部有素質提升的現象，也就是年輕化與學歷

上升的趨勢。56 

毛光霞進行了這類型研究中少見的跨時比較，他以中共施行「減副」後的三

屆省級常委換屆選舉的結果為研究對象，從 31個省級行政區中抽樣出 7個地區

深入比較。首先發現這三屆省級常委的學歷相較過往有明顯上升，尤其碩士學位

的增加顯著；此外幹部的最高學歷由過往的理工科逐漸轉為文科中的經濟學、管

理學類佔大宗，且有許多原先為理工學歷的幹部透過在職方式取得經濟學與管理

學等的學歷，呈現「文升工降」；最後是因為幹部制度的發展以及建設需要，幹

部迫切需要透過在職學習提升自身學歷，因此多數省級常委的最高學歷是於在職

進修時取得的。57 

這些文獻對省級領導幹部特徵做了初步的歸納，並有一致的結論，即中共的

省部級幹部出現年輕化以及學歷上升、學位文理相結合的趨勢，這個發現也與前

述制度化背景下菁英甄補機制中的「年齡限制」指標吻合，並且符合改革開放後

中共所強調的幹部四化原則。 

 

（二）省級領導幹部經歷與職務來源的影響 

還有一些學者做了其他觀察，發現省級幹部的經歷以及職務來源都反映出值

得觀察的趨勢，這些現象也有助於相關研究的延伸。 

馮志峰將 2011 年至 2012 年各省級行政區新當選的黨委常委進行完整的特

徵分析，除了前述文獻討論過的年輕化以及學歷提高外，他還統計了其他更詳細

 
55 Zhiyue Bo, “ Governing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Provincial Perspective, ”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No. 1, March 2002, pp. 127-133. 
56 陳梓龍，〈中共新一屆省級黨政首要調整與地方動向〉，《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6 期，

2003 年 6 月，頁 39。 
57 毛光霞，〈中國省級黨委常委學歷變化研究—— 基於「減副」後三屆省級黨委常委換屆選舉

的觀察〉，《南陽理工學院學報》，第 2018 卷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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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並補足說明一些既有文獻遺漏的問題。他對幹部異地任職的情況進行整

理，發現異地任職的省級常委較本地任職的常委數量為多，接近三比七，且多數

官員有異地任職經歷；最後統計各省級常委的出身，也就是其第一份工作，發現

超過半數的省級常委是從基層做起。58 

向楊一樣對 31 個省級行政區的常委進行歸納與分析，但他關注的是省級常

委的職務來源以及產生方式，他依照本省選拔、外省調入和中央下派三個類型區

分常委的職務來源（前一職務），並統計出這三種類型在不同職務和地區所呈現

出的數量差異，他發現經濟發展較好的省級行政區會有比較多的黨委常委是從本

省選拔，相反經濟發展較弱的地方就會較少，基本上呈現本省選拔常委比例由東

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依序遞減的情況。59這個研究成果顯示中共會因省級

行政區的發展差異，或者不同的常委職務而做出相異的人事管理行為。 

曾慶捷（Qingjie Zeng）也有類似發現，他利用量化方法分析 1992年至 2012

年各地省級常委的調動情況，發現在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會出現比較少的「外來」

常委，而他界定的外來常委是指「公職生涯在其他省份的時間比此幹部成為常委

時所在的省份為多者」。60 

此外，職務來源的觀察也能幫助進一步理解幹部平級調動的意義，因為縱使

幹部從原先工作的省份調動到其他省份擔任同一級別的職務也不見得是平調，耿

曙、鍾靈娜與龐寶慶透過省級官員的黨內職務與晉升前景為標準，計算出 31 個

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與政府首長的政治地位，進而能推斷同一級別的調任是否

為升職，此成果有助理解幹部調動的深層意義。61 

 
58 馮志峰，〈省委常委基本構成與領導幹部培養機制研究〉，《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第 2012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66-68。 
59 向楊，〈大國幹部調配：中國省級黨委常委的來源〉，《理論與改革》，第 2020 卷第 3 期，

2020 年 5 月，頁 68。 
60 Qingjie Zeng,“ Control, Discretion and Bargaining: the Politics of Provincial Leader Rotation in 
Chin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4, December 2016 , P.642. 
61 耿曙、鍾靈娜、龐寶慶，〈遠近高低各不同，如何分辨省級領導的政治地位〉，《經濟社會體

制比較》，第 175 期，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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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相關討論的整合，向楊的研究透過分析幹部職務來源分類以及平級調動

的現象提出「治域進階」概念，即地方領導幹部在差異化的同級行政區間向上流

動的現象，雖然行政級別不變，但卻因主政地的政治經濟地位或前景差異而形成

一種正向的政治激勵，如下圖 2-2所示。62向楊認為地方幹部所在層級越高、擔

任職務級別越高越可能發生此種「治域進階」的現象，因為此種幹部管理模式能

有效補充科層體制中，行政級別有限造成職務晉升激勵不足的問題。他透過分析

發現省委書記治域進階現象相較省長更為頻繁，原因在於省委書記級別已接近金

字塔頂端，繼續職務晉升難度較高，但中央透過將幹部平調至其他重要省份的方

式仍能達到梯度流動的效果，而能對幹部有正向激勵的作用。63 

 

 
圖 0-2 「治域進階」示意圖（作者自繪）	

 

 這類職務來源的研究有助於更好理解中共對省級幹部群體進行職務調動或

者對省級常委進行調派的內在邏輯以及考量，透過相關的研究結果也能結合跨時

研究進行比較，探討不同時期中共高層的思維是否出現變化，以及可能影響的因

素為何。 

 
62 向楊，〈治域進階：一種獨特的中國地方官員激勵模式〉，《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206 期，

2019 年 11 月，頁 112。 
63 向楊，〈改革開放以來省級領導幹部空間流動的多維特徵分析——以省委書記（省長）為考察

對象〉，《理論與改革》，第 2019 卷第 4 期，2019 年 7 月，頁 144。 

省長

省委書
記（普
通省份）

省委書
記（政
治或者
經濟大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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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本研究對既有文獻的補充 

既有文獻主要說明中共幹部管理體制的發展以及相關規範，並且發現菁英政

治在改革開放後逐漸走向制度化發展的脈絡，進而產生菁英甄補的明確機制和相

關限制，這些因素與研究成果能幫助觀察省級常委組成特性時有參考依據；此外

省級領導幹部的研究也呈現出省級幹部的可能晉升原因以及主要特徵，同時還幫

助建立了後續研究觀察幹部職務來源的價值。但是儘管既有文獻已經有豐富的研

究成果，我們仍然能發現相關研究尚未完全解釋的問題而能進行補充，以下分別

說明。 

 

（一）偏向歷史文獻的探討 

 第一節的相關文獻對於中共幹部管理制度的歸納整理以及歷史發展進行了

詳細的說明，幫助了解中共的幹部體制如何運作，以及發展過程中經歷的改革，

同時還說明了中共各級黨委基本的核心原則。但是相關研究屬於文獻回顧式的彙

整，偏向敘述型的歷史研究，尚未針對各地黨委以及幹部管理制度的實際運行分

析。 

 

（二）較強調中央幹部 

第二節討論到的文獻雖然詳細解釋了中共菁英政治的制度化發展，並且說明

幹部的培養與管理邏輯，但是多半強調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等中央幹部的培養，

較缺乏單獨對省級領導幹部的探討。然而省級常委的角色並非單純的地方官，此

群體中有一部份幹部身兼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甚至有可能是政治局委員，

而即便尚未擔任中委的省級常委，也可能被作為預備軍培養，因此對省級常委的

關注仍有必要，對此幹部群體的相關討論也能幫助理解中共的政治發展。 

 

（三）包含副省級幹部的觀察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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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的文獻則對省級領導幹部的許多特性有初步統整說明，並且有統計成

果佐證，但還是存在一些不足。因為既有研究主要強調正省級幹部的晉升與特性，

副省級幹部的研究稍顯不足，然而省級常委超過半數以上是副省級幹部，可以有

更多關於此群體的深入討論。 

 

 
圖 0-3	省級常委會中的職務地位與人數示意圖（作者自繪）	

 

（四）缺乏跨時研究或者有對比性質的比較研究 

有的研究對省級領導幹部或常委有深入分析，但卻缺乏跨時的比較，而是以

單一時間點為樣本，雖有詳細分析但沒有辦法呈現對比；或者儘管有關於省級領

導幹部的跨時研究，但這些研究的數量並不多，且幾乎都是長時間的實證統計分

析，還沒有兩個時間的對比，尤其是基於政治環境差異所做的比較，比如領導人

更替的影響，同時相關比較也應能擴充到省級幹部的組成特性和個人特點。 

領導人因素的重要性在習近平上任後更加體現，中共在習近平時代不論在體

制或者人事任用都出現與過往很大的不同，同時習近平也推動不少具影響力的政

策，這些中共近年的改變也應該可以由省級幹部的變動相互印證，因此以領導人

更替作為探討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變化的自變項是有相當必要的。 

省委書記

（正省級：1席）

省長

（正省級：1席）

副省級常委（10席左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31 

 

（五）本文研究方向：省級常委的跨時比較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討中共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的跨時變化，並主張領導人

更替所造成的政治環境差異會使省級常委群體的組成以及特性都出現變化，為印

證這樣的觀點，後續會對既有相關研究進行補充，擴展省級常委的背景討論。研

究將以不同時間中的省級常委名單作為樣本，探討這個群體在組成與特性上的差

異，並以領導人的政策與思維變化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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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文獻回顧與理論對話的整理	

 文獻種類 文獻觀點 可以補充之處 

中共黨管幹部原

則與幹部管理 

中共黨管幹部原

則的意義 

1. 黨管幹部為中

共幹部管理的

核心原則 

屬於文獻回顧式

的彙整，偏向敘述

型的歷史研究，尚

未針對各地黨委

以及幹部管理制

度的實際運行分

析。 

中共幹部管理體

制的發展 

1. 幹部管理制度

隨時間進程與

需要進行調整 

2. 幹部的分級分

部管理以及分

級分類管理被

擴展為黨委的

歸口管理制 

中共政治發展與

菁英甄補 

中共政治發展與

菁英政治 

1. 朝制度化發展

的菁英政治 

2. 中共高層領導

人的統治模式 

重視中央高層幹

部，較缺少以省級

幹部為核心的相

關研究。 

菁英甄補邏輯 1. 制度因素 

2. 政治考量 

中共省級領導幹

部相關研究 

省級領導幹部的

晉升機制 

1. 晉升錦標賽 

2. 其他因素 

（關係網絡、職務

歷練） 

正省級幹部的研

究為主，缺乏副省

級幹部討論。 

省級領導幹部整

體特質趨勢 

1. 年輕化 

2. 知識化 

1. 少有跨時比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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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備異地任職

經歷 

2. 缺乏不同時間

點的對比分析 

省級領導幹部出

身與職務來源 

1. 基層幹部出身

為多數 

2. 經濟發展較好

的地區會有較

少的外來常委 

3. 治域進階概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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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省級常委的制度現況 

 本章是省級常委基礎的介紹說明以及初步分析，主要目的是在對研究問題進

行深入討論前建立省級常委的背景討論。首先進行中共常委會制度運作的方式簡

介以及省級常委的角色探討，同時釐清省級常委的產生與行政級別，以利後續的

討論。 

接著是省級常委的職務配置分析，透過省級常委的標準職務配置以及特殊職

務種類，描繪出省級常委會的組成結構，並且藉由各類職務的職掌了解常委會成

員所代表的意義與重要性，回應本文所提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何固定由擔任某

些職務的幹部被選為常委。 

最後則是以行政區類型作為分類基準，擴展省級常委的背景說明。在這個部

分會從中國大陸三種不同的省級行政區型態為出發點，探討不同行政區種類所反

應出的省級常委職務結構。 

第一節 省級常委在中共政治制度中的角色 

一、中共常委會體制的運作模式 

在中共以黨領政統治模式下，黨不論在中央或地方皆由常委會進行重大決策，

形成以常委會為核心的決策體制，常委會的權力則源於黨代會以及全委會（黨委

會）的委託授權，並且常委會也須向上對其負責，如下圖 3-1。64 

 

 
64 戴輝禮、葉麒麟，〈常委會體制與黨內民主制度創新〉，《唯實》，第 2010 卷第 7 期，2010
年 7 月，頁 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35 

 

圖 0-1	中共黨委制權力來源示意圖（作者自繪）	

 

 常委會體制是中共民主集中制的體現，常委會在決策時實行合議制，一旦作

成決策則各常委都按照分工，在自身分管的領域遵從且執行。65而常委會體制的

有效運作除了掌握決策權，更重要的是透過歸口管理以及黨管幹部的原則實現對

國家社會的控制。 

 歸口管理是各級常委會對同級政府、黨委職能部門以及轄內各項事務進行領

導的基本方式，每個常委會有各自不同的分管領域，並且就其分管的工作對常委

會負責。中共透過「分口領導」的方式將各級政府的工作與權力集中在該層級的

常委會，加強黨對政府的直接領導，在政府實行副職分工領導制的情況下，再由

常委進行分工把口，實現黨對政府的完全領導，如下圖 3-2，此種以常委分管領

導制度實現歸口管理的統治機制成為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的核心制度。66 

  

 
65 戴輝禮，〈中共常委會體制與執政架構的制度運作〉，頁 50。 
66 戴輝禮，〈中共常委會體制與執政架構的制度運作〉，頁 50。 

黨代會代表全
體黨員

• 黨代會

全委會向上向
黨代會負責

• 全委會（黨委會）

常委會向上向
全委會負責

• 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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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 中共各級常委會與政府的領導關係（作者自繪）	

 

 此外，黨管幹部原則是常委會體制的另一重要關鍵，目前中共幹部管理制度

「下管一級」的規範下，各級常委會實際上掌握下一層級幹部的最終任免權，雖

然同級人大表面上作為最高權力機構能選舉出領導幹部，但實際上僅僅是針對常

委會通過的名單進行象徵性投票。此種人事管理制度是中共確保黨對國家以及社

會進行控制的手段，藉由幹部管理的人事權保證政令暢通，從根本上防止下級對

抗上級或者行政部門對抗黨組織的情況發生。67 

 

二、省級常委的代表意義與產生方式 

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各級地方領導機關為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

委員會，地方各級代表大會每 5年舉行一次，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在代表大會閉

會期間執行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和同級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同時領導本地工作；此

 
67 戴輝禮，〈中共常委會體制與執政架構的制度運作〉，頁 51-52。 

常委會

分管常委

黨委職能
部門

政府分管
副職

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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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級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出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各級委員會的常務委

員會在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委員會職權，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的常務

委員會定期向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68 

由黨章的規定可知在各級地方黨委的日常工作期間，常委會是真正領導黨務

與政務的機構，而省級常委會是由省級常委組成，省級常委正式名稱為「中國共

產黨省級行政區常務委員會委員」，這個菁英群體在中共以黨領政的體制下組成

了省級行政區中的最高領導機構，作為省級行政區的權力中樞，省級常委擁有區

域內的重大事務決策權力。 

省級常委的產生方式在中共黨管幹部以及幹部管理制度「下管一級」的背景

下，基本上是由中共中央掌握主導權。而中央主導下，省級常委的產生方式包含

選舉、決定以及批准等三種方式。 

選舉是指各地定期舉辦的換屆選舉中選出新一任常委的方式，同時選舉結果

必須上報中央審批獲准；決定以及審批則是屬於不定期的中央委任方式，省級常

委屬於中央能夠直接進行管轄的群體，因而會隨時視需要進行省級常委的調整，

中央「決定」代表中央未經地方提議或者地方提議不被接受的情況下徑直派任幹

部擔任常委，中央「批准」則是指中央同意地方對幹部任命的建議，由地方推薦

的人選擔任常委69，如下圖 3-3。 

  

 
68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章、第四章。 
69 毛光霞，〈選舉與委任：關於省級黨委常委初始提名權與決定權的研究〉，《領導科學》，第

2017 卷第 35 期，2017 年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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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 省級常委產生方式（作者自繪）	

 

三、省級常委行政級別的差異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將領導職務層次分為「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

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

副職、鄉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等十級。70 

一般而言，省級常委的行政級別為省部級正職或者省部級副職，黨委書記和

兼任政府正職的黨委副書記為正省級，其他職務基本上都是副省級。但是仍然有

一些例外，這些例外情況雖然不算多卻很明確，即某些職務會出現「高配」的情

況，例如通常各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是中央委員，然而四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2017年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為國

家級副職，相較其他擔任相同職務的省級常委更高。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戎裝常委，北京、新疆與西藏三地的戎裝常委都是中將軍

銜，其他地區則是少將軍銜，即便這三地的戎裝常委剛兼任常委時仍是少將軍銜，

但也會在一段時間後晉升中將。 

  

 
70《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三章第 18條。 

省級常委產生
方式

中央委任

中央直接決定
人選

中央批准地方
建議人選

換屆選舉 中央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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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省級常委行政級別	

正省級 副省級 高配 

1. 黨委書記 

2. 黨委副書記 

（兼任政府正職） 

除前兩職務之外的常委 1. 直轄市委書記、廣東

省委書記、新疆區委

書記高配為副國級 

2. 北京、新疆、西藏戎裝

常委為中將軍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二節 省級常委職務配置探討 

一、省級常委人數與職務組成 

新選出的一屆省級常委一般由 13-15 名省級幹部組成，一般省份為 13 人左

右，少數民族自治區可能達到 15 人，並有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常委。省級常委

中的黨委書記大致形成一正二副的配置，即一個正職的黨委書記，一個兼任政府

正職的黨委副書記，以及一個專職副書記，這三個職務一定進入常委名單，名單

上還會再加上其他約 10 名常委組成新一屆常委會。71但是在一些少數民族自治

區可能出現不只兩個黨委副書記，甚至會配有常務副書記，如新疆或西藏。關於

省級常委數量以及副書記職數，中共 2016 年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

作條例》有相關規定，即省級常委一般為 11至 13名，副書記為 2名，個別地方

若需增加，則由黨中央決定或省級黨委根據中央精神審批，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常

委與副書記數量較多即是按此規定。72 

 
71 馮志峰，〈省委常委基本構成與領導幹部培養機制研究〉，頁 69。 
72 〈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人民網》，2016 年 1 月 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1001-2801150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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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通常固定擔任省級常委的職務包含紀委書記、政府副職（常務）、政法

委書記、省會城市的黨委書記、下轄行政區（非省會城市）黨委書記和組織部長、

宣傳部長、統戰部長、黨委秘書長以及戎裝（軍職）常委，如表 3-2。73 

 
表 0-2	省級常委標準職務組成	

黨委書記 

黨委副書記（兼任省級人民政府正職） 

黨委副書記（專職） 

紀委書記 

政府副職（常務） 

政法委書記 

省會城市黨委書記 

非省會城市黨委書記 

組織部長 

宣傳部長 

統戰部長 

黨委秘書長 

戎裝常委（軍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省級常委分管工作與功能 

（一）常委會標準組成職務的職掌與作用 

省級常委會的標準組成職務包含一正二副的黨委書記、政府的常務副職、黨

委四個工作部門的部長與黨委秘書長、紀委書記、下轄城市黨委書記以及戎裝常

 
73 王興華，〈中國共產黨黨委常委會體制探析〉，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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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這些常委的職務基本上囊括了各地大部分的黨政系統，所分管的工作也包含

了幾乎所有地方重要事務，他們通常的分管工作如下表 3-3。 

 
表 0-3	各職務省級常委的分管部門與工作	

職務 分管部門與工作 

黨委書記 主持黨委全面工作 

黨委副書記 

（兼任政府正職） 

主持政府全面工作 

黨委副書記 

（專職） 

協助書記黨建工作、黨委的其他工作

以及其他書記委託工作 

紀委書記 紀委（負責黨風、黨紀與反腐工作） 

政府副職 

（常務） 

政府（分管財政、金融工作）、需要時

可代行部分政府正職之職權 

政法委書記 政法部門（領導公、檢、法等工作） 

省會城市黨委書記 主持下級城市黨委全面工作 

非省會城市黨委書記 

組織部長 黨委組織部（主管人事、黨建工作） 

宣傳部長 黨委宣傳部（主管宣傳思想、社情輿論

和新聞媒體工作） 

統戰部長 黨委統戰部（主管統戰工作） 

黨委秘書長 黨委機關、黨委辦公廳 

（主持辦公廳日常工作） 

戎裝常委 省級軍區（協調軍、地關係，協助地方

的經濟社會建設，幫助軍隊與地方政

府間之溝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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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級常委的分管部門與負責工作顯現出中共透過省級常委會的設置以及常

委分工領導制把控住省級行政區的幾乎各項事務，包含政府工作、組織人事、紀

檢、政法、宣傳、統戰甚至軍隊，並且透過黨委書記領導整個黨委的工作，達到

由黨對地方進行支配的效果。 

 省級常委的職務配置反映出被選為常委的職務是經過高度考量的，中共正是

透過這些幹部維持黨的領導權，省級常委首先是黨委的成員，其次才是分管工作

的主管，這樣的機制讓中共能將地方事務掌握在黨能控制的範圍，達到在地方上

的「黨管一切」。 

 此外由省級常委的職務配置也能察覺中共在地方層級中重視的工作領域，因

為省級常委作為重要的地方幹部，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每一個常委所分管負責的

工作必然有其獨特重要性，並且被中共高度關注。 

首先在黨管幹部原則下，組織人事權是中共統治的重中之重，因此可以發現

省級常委之中至少有三個職務與黨建和人事工作相關，分別是黨委書記、專職副

書記以及組織部長，若再加上主管幹部紀律問題的紀委則至少有四席負責幹部管

理的常委，在有限的常委名額中就有三席以上的常委與此相關，這樣的比例再次

顯露人事權是中共統治的重要基礎。 

 宣傳部長、統戰部長以及戎裝常委等職務則是顯示中共一貫注重的宣傳與統

戰工作在省級行政區這一層級上仍然是重點，透過宣傳工作與統戰工作的引導讓

黨能對各地有更好的掌控；戎裝常委的存在則是中共「黨管軍隊」、「黨指揮槍」

的具體展現，將軍隊納入黨委的掌控之下。 

 

（二）遊走兩級常委會的特別職務：下轄城市黨委書記 

1.下轄城市黨委書記在常委會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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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省級常委會通常會包含至少一席擔任下級城市黨委書記的常委，他們

作為副省級城市或地級市的一把手，在市一層級的黨委擔任黨委書記，同時在省

一級的黨委擔任常委，扮演雙重角色。 

這些擔任省級常委之副省級市或地級市的黨委書記，時常有機會在日後晉升

為該省主要領導，尤其對於地級市的黨委書記來說，若能「高配」為省級常委，

可以作為由廳級幹部升遷至副省級幹部之初的過渡；此外在黨委書記擔任省級常

委的城市中，其他領導幹部諸如市長或市委副書記等，也可能被作為省級常委的

「預備軍」培養，等到晉升為市委書記之後直接擔任省級常委。 

黨委書記夠擔任省級常委的城市通常是該省較為重要的行政區，可能原因包

含經濟因素、政治地位或者歷史原因等。而讓其黨委書記進入省級領導班子不論

對省級黨委或者下級城市都能發揮有利作用，首先下級城市的黨委書記能夠在省

級常委會中擁有席次，參與到該省的重大決策與資源分配，爭取發展城市的資本

和上級支持，加速城市發展的同時也讓市委書記自身獲得政治利益，還能見習省

級領導的工作；而對上級省委而言，讓重要城市的一把手進入領導班子有利於對

下級行政區的掌控，加深上下級行政區與黨委之間的連結，確保治下的穩定和對

下級城市的控制。74 

 

2.黨委書記被選為省級常委的下轄行政區類型 

然而並非所有類型的下轄城市黨委書記都有機會擔任省級常委，關鍵在於下

轄城市的級別以及地位。首先副省級城市的黨委書記一定是省級常委，中國大陸

共計有 15個副省級城市，而這 15個副省級市的黨委書記在本文統計範圍的時間

中基本上穩定由省級黨委常委兼任。75換句話說，只要省級行政區中設有副省級

城市，則必然出現擔任其黨委書記的省級常委。 

 
74  〈哪些城市一把手會 「高配」？〉 ， 《 文匯網》 ， 2015 年 6 月 18 日，

<http://news.wenweipo.com/2015/06/18/IN1506180049.htm>。 
75 目前中國大陸的 15個副省級市分別為瀋陽市、大連市、長春市、哈爾濱市、南京市、杭州市、

濟南市、青島市、寧波市、廈門市、武漢市、廣州市、深圳市、成都市以及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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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首府與省會城市的黨委書記一定是省級常委，各省份與自治區分別設有

省會城市與首府，在統計的時間範圍內這些城市的黨委書記也一定會由省級常委

擔任，而直轄市因為沒有設省會與首府，所以沒有這樣的配置。要特別說明的是，

設有副省級城市的省級行政區雖然多半會將省會定於副省級城市，但並不是百分

之百，例如福建省的廈門市是副省級城市，但福建省省會卻是身為地級市的福州

市，不過並不影響福州市委書記與廈門市委書記同時擔任福建省委常委。 

 

3.下轄行政區黨委書記擔任省級常委的數量趨勢 

 除直轄市外的省級行政區基本上都有兼任下轄副省級城市或地級市黨委書

記的常委，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通常會有一至兩席，但在一些地方會穩定有三

席擔任下轄行政區黨委書記的常委。 

 有三個省份在本文統計的時間中皆有三席常委擔任下轄副省級城市或者地

級市的市委書記，分別是江蘇、浙江和湖北。這三個省份都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較發達的省級行政區。然而經濟發達卻不是穩定有三席以上省委常委兼任下轄行

政區一把手的充分條件，因為同樣經濟地位重要的廣東、山東、河南及四川等地

的省級常委通常是兩席至三席兼任，不一定總是三席，甚至四川只有成都市委書

記是由常委兼任，因此經濟發展並非絕對標準，只是呈現出趨勢。 

 類似的趨勢也反應在省級行政區的城鎮化率，以中國大陸各省城鎮化比率而

言，江蘇、浙江與湖北這三個有三席下轄城市黨委書記擔任常委的地區都有高度

城鎮化率，皆超過 60%，其他城鎮化率高的省份如廣東也有二至三席擔任市委書

記的省級常委；而在一些西部省份如貴州、青海、甘肅、四川等城鎮化較低的地

區，通常則僅有一至兩席擔任省級常委的下轄城市黨委書記。但是城鎮化指標依

舊並非百分百準確，像是城鎮化率排末段的西藏、河南與雲南卻擁有兩至三席擔

任省級常委的下轄城市黨委書記。 

 GDP 以及城鎮化率雖然都一定程度與下轄城市黨委書記擔任省級常委的數

量有相關性，但皆非絕對準確的指標。GDP 以及城鎮化率可能是中央安排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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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名單時的考量點，但仍可能存在其他考慮，例如西藏可能還考慮到民族或文

化等統戰問題，因此有較多的下轄城市席次。經濟與城市發展的表現可能會影響

省級常委職務安排，但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三）特殊常委職務種類與說明 

在省級常委中，有一些職務並非常態性的出現，或者可能僅在一些地區會進

入常委名單，這些較特殊職務的常委雖然並非穩定的常委會成員，但也具有一定

程度的重要性，包含教育工委書記、公安局（廳）長、第二席以上政府副職、第

三席以上黨委副書記、省級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省（區）總工會主席、農

工委書記（主任）和常務副書記，如下表 3-4所示。第二席以上政府副職與第三

席以上黨委副書記有一些特別之處。 

 
表 0-4 特殊常委職務列表	

教育工委書記 

公安廳（局）長 

政府副職（非常務職） 

第三席以上黨委副書記 

省級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 

總工會主席 

農工委書記（主任） 

常務副書記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二席以上的政府副職雖然在常委名單的出現比例很高，但很難算是穩定出

現的職務，原因在於這個職務時常是一個兼職，官員並非僅因擔任副省（市）長

或副主席而成為常委，而是可能已經有其他常委職務後的兼職。一般而言，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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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中通常至少會有兩名官員隸屬省級人民政府，一位是正職，例如省長、市長

與自治區政府主席，另外一位則多數是常務副職，如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與

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但在一些地區會有第二席以上的政府副職進入常委名單，

這些第二席以上的副職除西藏可能是常務職外，通常僅是（常委）副省長、（常

委）副市長或（常委）副主席。 

第三席以上的黨委副書記是指除了擔任政府正職的副書記以及專職副書記

外，還有其他是以黨委副書記職稱擔任常委的幹部。2006 年中共各地展開的新

一屆黨委換屆中開始推行「一正二副」的黨委書記職數，也就是設立一席正職黨

委書記，一席兼任政府正職的副書記以及一席專職副書記，而這三位書記都是當

然的常委。多數省份與直轄市都是按此配置，但是自治區卻有所不同，新疆與西

藏兩個自治區經常是一正多副的配置，也就是有第三席以上的黨委副書記擔任常

委。這些自治區的黨委副書記人數較多，且由漢人與少數民族各自佔有一定比例。

76 

第三節 省級常委在各類行政區的組成結構 

中國大陸的省級行政區可以分為直轄市、自治區以及一般省份三種，這些行

政區的名稱不同，在幹部的編制上也有若干差異，若以一般省份的常委當作基準

來與直轄市委常委和自治區委常委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一些差別，以下分別說明： 

 

一、直轄市委常委 

直轄市委常委會與一般省份常委會的配置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人數、黨委副

書記數量和其他進入常委名單的職務皆無顯著區別，但卻在省會城市以及國家級

新區的設置存在差異，也造成兩種行政區在常委會成員配置上出現不同，以下將

分別說明。 

 
76 中和，〈省委專職副書記的使命〉，《廉政瞭望》，第 2013 卷第 5 期，2013 年 3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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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會城市黨委書記的差異 

相較於一般省份設有省會城市，且省會城市的黨委書記通常能被選為省委常

委，直轄市的特別之處在於沒有設省會城市，且若以直轄市委市政府駐地作為類

比，則會發現這些駐地的區委書記基本上並沒有能夠成為市委常委，只有 2017

年重慶市委市政府駐地渝中區的區委書記陶長海是市委常委，但他也同時擔任市

委統戰部長。 

 

（二）國家級新區一把手擔任直轄市委常委 

1.國家級新區的重要性與特點 

雖然市委市政府駐地的黨委書記不擔任市委常委，但直轄市也與其他省級行

政區相同，會有其他下轄行政區的一把手被選為常委，例如重慶市的萬州區（2017

年）。但特殊的是直轄市時常設有「國家級新區」，例如上海的浦東新區、天津

的濱海新區與重慶的兩江新區，這些國家級新區的一把手通常能夠擔任上級市委

的常委。 

國家級新區是指由國務院批覆成立的新區，由國務院統一對其發展規劃進行

審批，並且主導優惠政策與權限。國家級新區較其他城市新區更具重要地位與意

義，原因在於這些新區的發展與建設是由國家主導，行政層級更高，一般是副部

（省）級編制，也能調配更多資源，具有帶動區域發展的戰略意義。77新區內的

發展與開發鼓勵制度創新改革，並且享有中央的政策優惠，而這也是國家級新區

的特殊之處，政策上的支持以及行政管理權的擴張能夠讓新區不受束縛，同時讓

發展成果輻散至周圍地區，有利整體區域的戰略發展。78 

 
77 吳昊天、楊鄭鑫，〈從國家級新區看國家戰略空間演進〉，《城市發展研究》，第 22 卷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1；肖菲、殷潔、羅小龍、劉曉曼，〈國家級新區發展與管治模式研究〉，

《現代城市研究》，第 2017 卷第 7 期，2017 年 7 月，頁 92。 
78 郱書，〈中國國家級新區「稀罕」變尋常？〉，《BBC 中文網》，2014 年 11 月 10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4/11/141110_tianjin_binh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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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國家級新區在設立之初尚屬於經濟區，還未有完整的行政管轄，

所以並沒有設置傳統的四套領導班子，而是由黨工委與管委會進行管理，沒有人

大與政協的配置。此種簡單的內部權力結構也是新區在初期的發展優勢，行政權

能有更大的發揮以及較少的限制，但是當新區發展趨向成熟，既有的編制不足以

應對擴張的公民與社會力量，黨組織與其他機關勢必增加控管力度。79因此國家

級新區的編制實際上會隨時間出現變化，例如直轄市中的重慶市是由兩江新區的

黨工委書記擔任常委，相較之下上海浦江新區以及天津濱海新區則由於成立較早，

已經配備完整領導班子，所以由區委書記擔任市委常委。80 

 

2.直轄市國家級新區一把手擔任直轄市委常委的制度邏輯 

國家級新區一把手之所以成為市委常委或許與中共特殊的「分裂式威權主義」

有關，因為中共各部門間水平或垂直的競爭和複雜關係使中央政府必須介入協調，

而將新區一把手納為省級常委可能是一種平衡措施。分裂式威權起源於中共改革

過程中將經濟決策權下放的關鍵舉措，在分裂式威權結構下，權力和權威被分配

給各級政府的各個部門，並不局限於中央部委，而每個政府部門都會有自己的利

益。81各部門間會因為競逐發展機會或者政策扶植而處於競爭關係，這樣的競爭

不僅止於同級部門之間，甚至有從屬關係的上下級行政區間也會有此現象，出現

區域極化發展與地區全面發展這兩種思維的衝突。82 

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例，雖然位於天津市，卻會與天津市競爭市場及資源，彼

此利益不完全一致，再加上濱海新區的人事與財政權都掌握在上級天津市委，雙

方的競爭關係和分配問題造成許多資源錯置與紛爭，此類問題需要中央介入處理。

 
79 趙吉，〈權力重塑與政策疊加：中國國家級新區發展機制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26 卷第 2 期，2020 年 3 月，頁 139。 
80 王春艷，〈19 個國家級新區大比拼：浦東 GDP 總量一騎絕塵 蘭州 GDP 增速遠超全省〉，

《搜狐城市》，2020 年 12 月 23日，< https://www.sohu.com/a/440036723_120179484 >。 
81 Lieberthal and Lampton, “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6-7; Yang,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 the facilitator 
behind the Chinese reform miracle : a case study in central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6, 
No.1, February 2013 , pp. 6-7. 
82 吳昊天、楊鄭鑫，〈從國家級新區看國家戰略空間演進〉，頁 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49 

83而若讓新區一把手進入市委常委名單，一來可以讓新區參與市委相關決策，保

障一定程度新區的利益並讓其在上層決策過程表達意見，二來也能讓市委透過常

委會加深與新區的連結和控制，加強彼此的關係與協調能力。 

雖然國家級新區一把手能擔任省級常委，但不同類型的省級行政區會有不一

樣的模式，國家級新區一把手能夠直接擔任省級常委的情況通常都發生在直轄市，

其他省級行政區雖然也有國家級新區，但其黨工委書記卻不一定能成為省委常委，

或者即便是常委，卻也兼任其他原本就會被選為常委的職務，不若直轄市的新區

一把手能夠在沒有兼任其他常委職務的情況下被選為常委，這是直轄市委常委與

其他省份黨委常委最大差異之處。 

 

3.少數例外情況 

直轄市的少數例外則是 2017 年重慶兩江新區由副市長兼任黨工委書記和

2012 年天津濱海新區由市委副書記兼任區委書記，然而當時這兩地的新區一把

手之所以兼任其他省級常委職務是有明確原因的。2012 年天津濱海新區雖由市

委副書記兼任，但這並不表示濱海新區無法在市委表達意見，因為當時濱海新區

的區委副書記同時也被選為市委常委，也就是說濱海新區在常委會有兩個代表，

新區的政治地位反而有所提高；而重慶兩江新區當時由陳綠平擔任黨工委書記，

接任此職前他僅是未被選為常委的副市長，雖然兼任新區黨工委書記後仍擔任副

市長，但顯然他能被選為常委更多是與其兩江新區黨工委書記的職務有關，而非

是原先就已經擔任的副市長。 

此外在一般省級行政區中，受到習近平與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的河北雄安新區

較為特殊，作為習近平時代最重要的新設立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除了地理位置

特殊外，同時還代表了習時代重要的政策與歷史選擇，是習近平作為國家領導人

 
83 王信賢、涂秀玲，〈多層次競爭：「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5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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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京津冀發展與試圖分擔北京承載的關鍵政策。84也因為如此，雄安新區相較

其他省份的國家級新區顯得格外重要，除了中央對其發展賦予高度重視並給支持

外，在幹部管理上也出現特殊之處，原先擔任雲南省委統戰部長的張國華在 2020

年被調往雄安新區任黨工委書記與管委會主任後即擔任河北省委常委，後續被賦

予的副省長職務則明顯不是擔任常委的因素，雄安新區因此與直轄市的國家級新

區有類似的配置。 

 

二、自治區委常委 

 自治區委常委與一般省級行政區黨委常委在配置上有較為明顯的不同，而這

些差異又主要集中在兩個較特別的自治區－新疆及西藏。新疆自治區與西藏自治

區的黨委常委在人數上比其他地區為多，一般省級行政區大約配置 11到 13人，

這兩個自治區則多為 14到 15人。 

形成此現象的原因在於黨委書記的數量差異，從 2006 年開始中共各地黨委

開始採取「減副」的方式進行換屆，意指減少副書記職數以達到精簡領導班子的

意義，因此除一名兼任政府正職的副書記外，僅能再設一名專職副書記，從那時

起各地黨委基本上維持此「一正二副」的模式。85但新疆與西藏則不是這樣的模

式，這兩地基本配有超過兩席的黨委副書記，而且通常是漢人與少數民族各自一

定比例的混合式任命，這些黨委副書記有時會兼任其他職務，例如教育工委書記

或者政法委書記等。更特別的是西藏會配有「常務副書記」，這個特別的職務雖

然在 2012 年沒有出現在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名單，但在此前與之後的時間內都

有配置，西藏也是唯一有常務副書記的省級行政區。 

另一個造成新疆及西藏黨委常委數量較多的原因是政府的副職數量，即自治

區政府副主席的數量。通常在一般省級行政區的常委最多會有 3個來自省級人民

 
84 施雲娟，〈為什麼說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人民網》，2019 年 10 月 18日，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1018/c429373-31406824.html>。 
85 張骎，〈論地方黨委「一正二副」模式對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意義〉，《中共長春市委黨校

學報》，第 2006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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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員，包含省長、常務副省長及（常委）副省長，換言之最多僅有兩席政

府副職擔任常委，但新疆與西藏時常有四席以上常委是來自自治區政府，也就是

有三席以上的區政府副主席擔任常委。此中西藏相較新疆還出現更特殊的情況，

也就是這些副主席中有兩席以上的「常務副主席」，政府副職中出現第二位常務

職的現象也是西藏獨有。 

黨委副書記以及政府副職的數量形成了新疆與西藏兩個自治區黨委與其他

省級行政區黨委在常委配置上有所差異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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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之跨時比較分析 

 本章重點在於回應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即「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是否

在經歷政治環境變動後出現差異」，以此目標進行中共省級常委的比較分析。將

兩個時期的省級常委名單比對後，整理出各自的組成與特性，深入分析胡錦濤與

習近平主政時期的省級常委在人員組成與幹部特性上有何差別，針對差異討論並

歸納出趨勢。 

 第一節為省級常委的組成比較分析，主要是接續前一章中省級常委的相關討

論，深入探討兩個時間段內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變化，並結合領導人的政策差異

與施政風格進行討論，解釋職務組成發生差異的原因。 

第二節與第三節皆為省級常委特性的跨時比較分析，以省級常委的前項職務

背景、出身系統與幹部培養機制影響因素等面向進行討論。本文搜集兩個時間中

省級常委的個人資訊，歸納整理後以職務和行政區為分類基準，分別進行差異比

對，詳細的資訊與比對結果呈現於附錄。在判讀資料後初步發現，省級常委的特

性差異點主要反映在職務間的比較上，省級常委中某些職務的特性在兩個時間內

發生顯著變化，並與領導人的政策或用人方針有關；相較下行政區間的比較雖然

能呈現出整體上的差異，但各個行政區之間的差異趨勢較不明顯，沒有表現出因

為地區或者行政區類型所造成的明顯不同。 

因此本章主要以省級常委特性的職務間比較為依據，找出發生顯著特性變化

的常委職務，探討分析領導人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行政區間的比對則保留在附

錄作為補充說明。第二節是以領導人政策作為分析視角，說明領導人的政策如何

影響幹部的特性；第三節則是以領導人本身的用人思維差異作為分析觀點，解釋

省級常委的某些特性為何因領導人的考量而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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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省級常委的組成比較分析 

 本節將探討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省級常委的組成差異，首先呈現兩個時期各

地的省級常委組成比較，接著則是進一步探究兩者之間是否有相似的趨勢，以及

何處出現不同，並從政策以及領導人因素尋找差異形成的原因。胡錦濤時期省級

常委的樣本將以 2011年至 2012年這段時間各地新選出的常委為代表，習近平時

期則是 2016年至 2017年各地選出的常委。此外由於新選出的常委會可能會有一

些職務出現缺額，因此資料也會將後續在同屆黨委任期中補足的幹部列入考量，

讓幹部組成名單更為準確。 

下表 4-1是中共各地省級常委職務組成的比較，斜體字表示該地區新一屆黨

委會選出常委時沒有省級常委擔任此常委職務，但後來在當屆省級委員會任期中

有常委補上，同時表 4-1也說明這些原先從缺的職務後續何時由常委接任。（樣

本統計至 2020年 6月）除了表 4-1所包含的常委職務外，還有一些各地特殊常

委職務在兩個時間段的比較則如下表 4-2，以下將根據兩個表格的內容對省級常

委的組成進行分析並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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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各省級常委職務的配置比例以及從缺職務的補齊情況	
 
斜體：原先從缺但後續有由常委補齊該職務的地區 
 

 2011-2012 2016-2017 

 配 置 比 例

（N/31） 

無此常委職

務地區 

配 置 比 例

（N/31） 

無此常委職

務地區 

黨委書記 31/31 X 31/31 X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31/31 X 31/31 X 

黨委專職副

書記 
31/31 X 31/31 X 

紀委書記 31/31 X 31/31 X 
政府副職 
（常務） 

25/31 
(31/31) 

上海、寧夏、

湖南、安徽、

四川、雲南 

30/31 
(31/31) 

雲南 

政法委書記 31/31 X 28/31 
（31/31） 

雲南、四川、

青海 
組織部長 31/31 X 31/31 X 
宣傳部長 29/31 

(30/31) 
黑龍江、 
江西  

31/31 X 

省會城市一

把手 
（直轄市政

府所在區一

把手） 

27/31 北京、上海、

天津、重慶 
28/31 北京、上海、

天津 

統戰部長 23/31 
(28/31) 

新疆、吉林、

遼寧、江蘇、

浙江、福建、

海南、陝西 

30/31 
(31/31) 

甘肅 

黨委秘書長 31/31 X 30/31 
(31/31) 

新疆 

下轄行政區

一把手 
（非省會城

市） 

22/31 
(26/31) 

上海、天津、

新疆、廣西、

山西、河北、

安徽、四川、

27/31 湖南、北京、

上海、天津、

黑龍江、甘肅、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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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甘肅、

青海、湖南 
戎裝常委 
（軍區司令

員/政委） 

28/31 
(31/31) 

上海、四川、

陝西 
0/31 
（ 2017 年年
底後陸續派

任） 

全 

＊備註：從缺職務後續補齊時間以及接任人選 
2011-2012 2016-2017 

從缺職務 從缺地點 接任時間/ 
接任者 

從缺職務 從缺地點 接任時間/ 
接任者 

政府常務

副職 
上海 2013/1 

屠光紹 
政府常務

副職 
雲南 2017/3 

宗國英 
寧夏 2013/2 

劉慧 
湖南 2013/4 

陳肇雄 
安徽 2016/2 

陳樹隆 
四川 2015/4 

王寧 
雲南 2012/6 

李江 
宣傳部長 江西 2012/2 

姚亞平 
政法委書

記 
雲南 2017/2 

張太原 
統戰部長 吉林 2016/6 

姜治瑩 
四川 2017/4 

鄧勇 
遼寧 2016/10 

范繼英 
青海 2018/9 

誾柏 
浙江 2016/1 

王永康 
統戰部長 甘肅 2017/6 

馬廷禮 
福建 2015/1 

雷春美 
黨委秘書

長 
新疆 2018/2 

沙爾合提 ·
阿汗 

陝西 2013/1 
陳強 

 

戎裝常委 上海 2012/9 
朱爭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56 

四川 2013/11 
李亞洲 

陝西 2012/7 
郭景洲 

下轄非省

會城市黨

委書記 

廣西 2013/12 
王小東 

河北 2015/4 
焦彥龍 

安徽 2016/9 
孫雲飛 

貴州 
（遵義） 

2014/4 
王小光 

貴州 
（六盤水） 

2016/12 
李再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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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特殊省級常委職務配置地區	

職務 有配置地區 

 2011-2012 2016-2017 

教育工委書記 北京、天津、福建(兼)、

海南(兼) 

北京、天津、新疆（兼）、

海南（兼） 

政法委書記 

兼任公安廳長 

寧夏、河北、安徽、江西、

貴州、雲南、甘肅 

天津（至 2017/7）、河北、

江蘇、河南、湖南、陝西、

甘肅 

公安局/廳長 

(非政法委書記) 

北京(政法委副書記)、 

浙江(政法委副書記) 

浙江（2017/7-9政法委書

記兼任）、 

四川（政法委副書記）、 

雲南(政法委副書記) 

第二席以上政府副職 北京(兼)、上海(兼)、新疆

(兼)、 

西藏(3 常務副主席)、廣

西、吉林、 

山西、河北、安徽、福建、

湖北(兼)、海南(兼)、貴

州、雲南(兼)、陝西(兼)、

甘肅(兼)、青海(兼) 

北京（兼）、重慶（兼）、

新疆、西藏（3常務副主

席 2副主席）、廣西（兼）、

寧夏、黑龍江、山西、江

蘇、安徽（兼）、福建、

四川（兼）、江西（兼）、

河南（兼）、雲南、貴州

（兼）、陝西（兼）、甘

肅、青海 

第三席以上黨委副書記 新疆(3)、西藏(4) 新疆(2)、西藏 

省級國資委黨委書記／

主任 

新疆(兼)、青海（兼） 遼寧（兼）、湖南 

省/區總工會主席 新疆、遼寧、湖北(兼)、

四川、青海 

新疆、遼寧、湖北(兼)、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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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委書記/主任 重慶、四川 四川 

常務副書記 無 西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省級常委會的「穩定組成」與「必要組成」 

 將各個省級行政區後續補齊的常委納入樣本進行比較後，會發現有一些省級

常委在兩個時期都沒有出現缺額，也就是有些職務可能在新一屆常委被選出時尚

未有幹部擔任，但也會在同一任期中補齊，這些職務基本上已經成為省級常委會

的固定標準組成，包含黨委書記、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專職副書記、紀委

書記、政府（常務）副職、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以及黨委秘書長。

相較下有一些職務則是在不同時間出現較為明顯的配置變化，例如統戰部長以及

戎裝常委的變動，前者在胡錦濤時期出現較多缺額，後者則是習近平時期有強烈

異動。 

 常委會的組成名單之中除了穩定組成的成員外，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

常委會的初始成員，亦即各地新一屆選出之省級常委會的必要組成職務。新一屆

省級常委被選出時不一定包括這一屆常委會的所有成員，有些職務會在之後補齊，

但也有許多職務一定會在常委會剛被選出時隨之產生，這些職務是省級常委會的

必要組成部分，也是常委會體制在省這一層級運作的必須要素。這些職務包含黨

委書記、兩個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以及組織部長，如下表 4-3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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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	省級常委會的「穩定組成」以及「必要組成」	

省級常委會的「穩定組成」 省級常委會的「必要組成」 

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 

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 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 

專職副書記 專職副書記 

紀委書記 紀委書記 

政府（常務）副職 組織部長 

政法委書記  

組織部長 

宣傳部長 

黨委秘書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之所以認為上述職務是省級常委會的「必要組成」有幾項原因，首先在兩個

時期內這些職務都是在新一屆常委會被選出時即有配置，沒有出現缺額，也就代

表這些職務是初始且必要的組成，若沒有配備這些職務則新一屆常委會無法產生；

再者可以從這些職務的性質分析，黨委書記、兩個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以及組

織部長的職權構成了中共常委會體制成功運作的關鍵－黨管幹部以及黨對政府

的完全領導。黨委書記、專職副書記以及組織部長的分管工作都包含了該層級黨

委的黨建與人事管理工作，紀委書記主管幹部紀律問題，兼任政府正職的黨委副

書記則作為黨委領導政府工作的樞紐。 

 上述幾個職務的工作基本上囊括了中共常委會體制運作的必要元素，作為常

委會的初始組成也證明了這些職務的重要性，同時常委的組成要素再次印證中共

黨管幹部以及以黨領政的核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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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級常委組成差異的比較與探討：胡錦濤與習近平主政時的對比 

 根據上表 4-1到表 4-2可以整理出兩個時間段的省級常委組成差異，主要的

不同呈現在統戰部長、戎裝常委以及教育工委書記的配置比例與地區，如下表 4-

4的整理。 

 

表 0-4 兩個時間段省級常委配置差異比較	

 胡錦濤 習近平 

統戰部長 23/31 

(28/31) 

30/31 

(31/31) 

戎裝常委 28/31 

(31/31) 

0/31 

（2017年底陸續派任） 

教育工委書記 北京、天津、福建(兼)、

海南(兼) 

北京、天津、新疆（兼）、

海南（兼）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些配置的異動代表中共領導人幹部管理的思維差異，同時也與領導人的政

策選擇有關，尤其胡錦濤與習近平是非常不同的兩類領導人，不論出身、執政風

格、政策選擇以及幹部任用上都存在顯著的差異。再加上 2012 年習近平就任最

高領導人後進行各種改革，並對中共整體的權力結構進行調整，這些作為使得中

共在他的領導下展現與過去十年非常不同的樣貌。以下將說明這些改變為何，並

且輔以表 4-4所呈現的省級常委職務組成變化加以佐證。 

 

（一）統戰工作重要性的提升 

1.省級統戰部長明確為「省級常委擔任」的代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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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統戰部門的重要性在習近平時代明顯增強，從數據上來說，2011 年至

2012 年時統戰部長還不是省級常委的普遍配置，有 8 個地區的統戰部長並非由

省級常委兼任，也就是四分之一比例的統戰部長不是省級常委。但 2015 年中共

施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指出「省級黨委統戰部部

長一般由同級黨委常委擔任」。86因此 2015 年後原先 8 個未有省級常委擔任統

戰部長的地區，已有 5個地區由常委擔任統戰部長，到了 2016年至 2017年，統

戰部長基本上成為省級常委的標準配置。2020 年中共再次公布相關規範，印發

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並且再次指出「省、市兩級統戰部

部長一般由同級黨委常委擔任」，可見這樣的幹部安排已逐漸成為正式制度。87 

習近平時代省級統戰部長由常委擔任的制度安排則是承繼過去領導人時期

的作法，2000年所召開的第 19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制定下發《關於加強統一戰

線工作的決定》，明確規定「省及省以下各級統戰部長，由於工作需要而又有條

件的，要由黨委常委兼任」。2006年中共召開第 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頒布

《中共中央關於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重申，要「按照中央

的要求配好省及省以下黨委統戰部長」。88也就是說胡錦濤時期其實就有針對省

級統戰部長進行由常委兼任的規定，習時代則以更明確的規定強化此規範。 

中共在習時代將原先不一定由常委擔任的省級統戰部長明確規範為省級常

委級別，實質提升此職務的地位，顯現中央對於統戰工作的重視程度較以往更為

提升。這樣的職務安排同時讓統戰工作在省一層級有更好的優勢以及運作空間，

 
86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年 9 月 23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23/c64107-27622040.html>。 
87 〈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新華網》，2021 年 1 月 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
01/05/c_1126949202.htm?fbclid=IwAR109VpXYJiaOQmVgde-kH4q-
J_poEp9dWSCKrdxoAhQ2JI2Q_XUlv5v0lc >。 
88 馬寅秋，〈30個省級統戰部長由黨委常委擔任，近半數兼任政協黨組副書記〉，《團結

網》，2020 年 5 月 15日，<http://www.tuanjiewang.cn/2020-05/15/content_8875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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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事權與職務的統一，活化指揮調度並且讓統戰部門掌握的資源變多，相關工

作也更加容易推動。89 

 

2.統戰工作重要性上升的背景因素 

中共面臨的各項挑戰或許是造成習時代的統戰工作以及相關幹部地位提升

的重要因素，因為不論是國際情勢的改變，或者國內各項經濟社會問題加劇，甚

至少數民族議題的國際壓力等，皆迫使習近平領導的中共需要更加謹慎處理好黨

與社會的關係，保證整個中國大陸依舊「團結」在黨的領導下。尤其近年中國大

陸的社會力量不斷上升，經濟增長放緩與分配不均使民間累積不滿情緒，且因缺

乏表達管道而讓情況越發嚴重，中上階層群眾參與抗議的比例也上升，對政府的

負面能量持續升高，若現有的阻絕手段無法防止大規模抗議爆發，可能使中共的

統治遭遇危機。90種種現象顯現的是，一旦中共無法控制好黨與國家社會的關係，

就會危及其一黨專政與永續統治，顯然必須採取更為有效的手段處理黨與民間社

會的關係。對於可能的危機，習近平採取的因應方式就是透過機構改革增強統戰

部門的功能和改善統戰工作效率。 

2016年中共統戰部新增部門，成立第八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

是統戰部時隔 11 年再次成立新部門。主要針對的群體包含私營經濟中的年輕管

理人員、歸國留學生以及新媒體從業人員。目的是為因應中國大陸在新時代下產

生之新階層的統戰工作，顯現中共為因應新局勢而擴大統戰工作的範圍與標的，

持續鞏固政權，並試圖持續將各階層的人民統一團結在政府周圍。91隔年中共統

 
89 劉振興，〈正視中共《統一戰線條例（試行）》公布的問題〉，《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頁 39。 
90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hinn-Shyr Wang and Wei-Chih Chiu, “ A King Stifling Voices 
of Dissent?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 Pacific Focus, Vol. 36, No. 1, April 
2021, pp. 101-113. 
91  〈 中 共統戰部設新局  瞄準媒體 人士〉 ， 《 自由時報 》 ， 2016 年 7 月 5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07862>；〈統而不戰：中共加強團結「新社會階層」〉，

《 BBC 中 文 網 》 ， 2016 年 7 月 5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7/160705_china_new_social_strata_united_front>；
〈時隔 11 年 中共統戰部設第 8局 對新媒體等 4 大類人作統戰〉，《鉅亨網》，2016 年 7 月 5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209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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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部再次成立第九局，負責新疆地區相關工作，內容可以三個關鍵詞概括－「統

一、民族團結、國安」，主要任務為新疆工作的分析、協調與督察。92顯然統戰

部此次新局成立是為因應新疆問題，同時也凸顯新疆地區的重要性與民族問題急

迫性，需要加強該地的統戰工作避免意外情況。 

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規範國家宗教事

務局、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併入中央統戰部，並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歸口中央統

戰部領導，形成「超級統戰部」。這樣的機構改革使統戰部權力大增，並且能更

有效率進行資源整合，同時加強各類型相近職能部門的聯通，有利統戰工作的整

體規劃實施。93 

不論統戰部新增部門或者擴權，反應的都是中共試圖補齊過去統戰對象與工

作的遺漏之處，以及增強既有資源的整合，強化各有關部門的溝通聯繫，使統戰

工作能更有效率，得以應對新時代的國內外各項挑戰。與機構改革相同的是，《中

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也是在習近平強調加強對統戰工作的統一集中領導，

以及改善過去統戰缺乏效率的要求下應運而生，同時是中共因應時代與環境變遷

對統戰工作作出的改進措施。94省級統戰部長位階上升的情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出現，並作為習近平時代重視統戰工作的整體表現之一。 

 

（二）政法部門重新定位 

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對於政法部門的重視尤為明顯，透過打擊貪腐的

作為加上政法系統的改革將政法工作的主導權向中央集中。習近平藉由肅清與打

 
92 〈中央統戰部設立九局負責新疆地區相關工作〉，《sina 新聞中心》，2017 年 5 月 4 日，

<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5-04/doc-ifyeychk7010044.shtml>。 
93  〈港媒：中共統戰部擴權 併僑務宗教〉，《中央廣播電台》，2018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1396>；〈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統戰部統管民族宗教僑務工

作〉，《sina 新聞中心》，2018 年 3 月 21 日，<http://news.sina.com.cn/o/2018-03-21/doc-
ifysnitm4211349.shtml>；〈國務院大改組 傳國僑辦併入統戰部〉，《中時新聞網》，2018 年 3
月 9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9000082-260301?chdtv>。 
94 劉性仁，〈中共修訂《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之研析〉，《台北論壇》，2021 年 1 月，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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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的手段，破除過往胡錦濤時期政法委權力過大傷害中央與總書記權威的問題，

同時鞏固自己的黨內地位與強化中共的維穩機制。95 

而習近平時代對於政法系統的作為也如同其它改革，不會僅止於中央層面，

而會擴展到下級黨委，以地方幹部而言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省級政法委書記與公安

廳長的職務變化。省級政法委書記是省級常委的穩定人選，在本文統計的兩個時

間段中（2011-2012、2016-2017）基本上也都穩定進入常委名單，而且政法委書

記可能會兼任該省級行政區的公安廳（局）長，兩個時間皆有 7地有此現象，如

果單從這兩個時間段觀察或許會認為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的省級政法系統沒有

太大差異。 

但是若將時間往後推，卻能發現過往基於維穩需要而生的配置逐漸發生改變，

因為此種任命方式普遍被認為可能妨礙司法公正並干預個案，所以省級政法委書

記逐漸不再同時擔任公安廳（局）長，使其回歸黨務的協調與領導。96類似的情

況還有公安廳（局）長擔任省級常委的情況，在統計的兩個時間段中雖然有 3個

地方的公安部門首長擔任省級常委，但與政法委書記相同的是，2020 年本文搜

集各地省級常委組成人員時就不再有公安局（廳）長擔任省級常委。 

 

1.政法部門功能調整與改革的背景因素 

過去中共基於維穩和鞏固權力的需要，時常將公安部門首長納入各級領導班

子，包括讓公安局（廳）長擔任政府副職或者黨委常委，或者是政法委書記兼任

公安首長，這些配置的目的都在於加強公安部門首長的權力，同時讓其有參與重

大決策和預算分配的機會，確保公安部門和其首長對中共的忠誠度，2003 年中

共中央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為此提供依據，

當中規定「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

 
95 蔡文軒、宋嘉瑄，〈中共政法系統改革整頓之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20 年 8 月，

頁 6-8。 
96 袁怡棟，〈中共 18 大以後政法委變革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2 期，2017 年 12 月，

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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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

主要領導。」97 

然而這是周永康主掌公安部時期所倡議的非正式制度，並在其成為中央政法

委書記並擔任政治局常委後被更廣泛採用。如此配置不但使公安系統的權力過大，

影響黨委的正常運作，同時也傷害司法獨立性，致使公檢法部門的工作在公安一

家獨大的情況下面臨困難，習近平時代勢必進行改革導正相關問題。98 

 

2.政法系統改革的正式規範與影響 

習近平成為國家領導人後進行維穩體系和政法系統的功能與人事調整，除了

從中央層面拔除周永康與其黨羽在政法系統的影響力，也在 2017年中完成對 31

個省市自治區政法委書記的更替，新任者多數為習的人馬。99同時中共以正式制

度的方式作出規範約束政法系統，2019年印發《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這

個條例除了以習思想為核心，並強調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外，一大重點就是要

求政法工作必須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避免政法部門影響司法獨立性。

100這樣的規定限制政法委與公安部門的權限，讓政法委書記基本上不再兼任公安

廳（局）長，並且不再讓公安首長進入常委領導班子，是各地黨委名單中政法委

書記不再兼任公安廳（局）長的關鍵因素。雖然 2015年時就因周永康案的影響，

省級政法委一度均不再兼任公安廳（局）長，101但到 2019年《中國共產黨政法

工作條例》發布後，相關安排則有更明確的依據以及制度規範。 

 
97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中國改革信息庫》，2003 年 11 月

8日，<http://www.reformdata.org/2003/1118/4921.shtml>。 
98 Yuhua Wang, “ Empowering the Police: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nages Its Coercive  
Leaders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9, September 2014, pp. 625-635. 
99 Hsin-Hsien Wang and Wei-Feng Tzeng, “ Building a Hyper-Stability Structur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Xi’s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57, No. 1, March 2021. 
100 劉性仁，〈2019 年《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內容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4
期，2019 年 4 月，頁 26-30。 
101 賈世煜，〈31 省級政法委書記均不再兼任公安廳長〉，《人民網》，2015 年 6 月 24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624/c1001-27202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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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的重要性除了在於強調政法部門的工作規範外，

也大幅縮減與限制政法委的職權，更重要的是確保黨委對於政法部門與其工作的

絕對領導，讓黨中央的意志能被確實傳達到各地的政法部門，並且以中央督察組

進行督察的形式確認相關規範是否落實。102顯示習近平時代除了以人事調整以及

反貪等手段加強對政法委的控制外，也從法律規範根本管控政法部門的職權與工

作，達到由黨中央以及總書記掌控政法工具的目的；政法部門在省級常委會中的

名額減少顯現中共削弱政法委權力與地位的改革擴至地方層級。 

 

（三）習近平進行軍事改革與軍隊權力重整 

1.習近平的軍事改革 

習近平就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後對解放軍的改革以及調整是其重點政策，包含

軍隊反腐、人事調整、大規模裁軍再到軍隊領導指揮體制徹底變革，取消運行多

年的總部制，將「四總部」改為 15 個職能部門，改軍區為大戰區等多項作為。

103此舉顯示習近平對於解放軍有著非常不同的安排與規劃，而軍改的主要目的是

讓指揮管轄權重新回歸中央軍委會，解決胡錦濤時期資深將領把持派系，軍委主

席權力遭架空的嚴重問題，促使軍權重回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身兼軍委主席的

總書記身上，重新確立黨指揮槍以及由文人領導人領軍的原則。104習近平也被認

為是藉由軍改進行權力結構調整強化自身對軍隊的掌控，將自己的人馬派往重要

的軍事職務，達到掌握軍隊以鞏固領導人權力的目的。105 

 
102 〈陳一新：解讀政法戰線第一部黨內法規《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中國法學會法

治研究所》，2019 年 2 月 27日，< http://fzyj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457.html>；楊

昇儒、繆宗翰，〈中共派出中央督察組 要求政法委落實黨的絕對領導 〉，《中央通訊社》，2020
年 11 月 5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11050378.aspxl>。 
103  〈 社 評 － 習 近 平 的 軍 改 路 〉 ， 《 旺 報 》 ， 2017 年 9 月 22 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22000974-260310?chdtv>。 
104 張珮雲、梁碩文，〈習近平掌權 中國解放軍大規模改革〉，《華視新聞》，2019 年 9 月 30
日， 
<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1909/201909301976392.html >；劉宗翰，〈習近平主政

下的共軍軍事改革〉，《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3 卷第 4 期，2019 年 8 月，頁 99-100；潘進章，

〈析論習近平之裁軍改革〉，《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0 卷第 5 期，2016 年 10 月，頁 76。 
105 王高成，〈習近平的軍改之路與挑戰〉，《交流雜誌》，第 146 期，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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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軍改對於省級黨委的影響 

而習近平對於軍隊的調整不僅止於中央軍委，也影響到地方軍區，這點能從

省級行政區戎裝常委的異動觀察。戎裝常委通常由各省級軍區/警備區的司令員

或政委擔任，此職務過去有很高比例出現在各地常委名單，未配置的地區最多不

超過 3個。但習近平掌權後省級黨委的首度換屆（2016年至 2017年）卻出現例

外，這段時間各地產生的新任常委都不包含戎裝常委，中共國防部的解釋是為配

合軍隊的調整改革，因此戎裝常委暫不參加換屆選舉。此情況直到 2017 年年底

才有所改變，從 2017 年 12 月 30 日起，一週內有 16 個地區完成戎裝常委的任

命，不過一直到 2019年 1月才將 31個省市自治區的戎裝常委補齊。106 

戎裝常委在省級常委中缺席雖然是曇花一現的偶發現象，並沒有造成解放軍

完全退出地方黨委的重大改變，但是若將此聯繫到習近平對軍隊的改革，則更顯

值得持續觀察後續發展，並且追蹤習近平對解放軍的整頓是否可能會波及各級地

方黨委的權力結構或者軍隊的權力分配。 

 

（四）新疆問題的持續影響 

省級教育工委書記並不是穩定由省級常委兼任的職務，甚至比例偏低，但新

疆的情況值得深入討論，新疆在習近平主政後的 2016 年由區委書記兼任教育工

委書記，這個安排與習近平重視新疆地區的漢化教育離不開關係。教育工委是隸

屬區委之下主管教育的部門，也是代表區委掌控新疆地區教育工作方向的重要機

構，職責更包含地區教育系統的維穩工作。教育工委書記作為新疆地區主掌教育

工作的舵手，是執行習近平時代治疆策略的關鍵職務，習近平透過中華民族的融

入教育以及宗教中國化的手段確保新疆的和平穩定，並由青少年教育開始做起，

 
106  〈 16 省 級戎裝常 委  近半數司令員 〉 ， 《 新京報網》 ， 2018 年 1 月 8 日，

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8/01/08/471553.html；上官雉，〈習近平的治軍「圍棋」〉，

《上報》，2019 年 5 月 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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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作的成功與否則必須仰賴教育工委，因此教育工委書記被提升到副省級職

務，能有效擴展其政治與行政地位，同時有利資源整合。 

 

1.習近平上任前後的新疆相關政策 

新疆議題國際化是中共在習近平時代須面對的重要困難之一，儘管分離主義

或是文化認同等民族問題一直存在於中國大陸，但近年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國際

影響力漸增，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議題逐漸受到國際重視，中共的相關政策也面

臨國際社會的壓力甚至指責，尤其新疆問題近幾年始終成為外國政府或媒體抨擊

中共迫害人權的著力點。 

 原先中共在 2009 年新疆發生「七五」事件後對當時的治疆政策有所改變，

由張春賢調往新疆擔任黨委書記，他被認為是新疆的「開明派」領導人，任內推

動駐村工作為核心的治疆策略，以溫和的方式加強對新疆少數民族基層鄉村的連

結和管制。107然而即便如此，中共依然無法完全杜絕新疆地區的分離主義以及民

族認同問題，2013年至 2015年期間新疆頻繁發生恐怖攻擊，官方定調這些事件

的原因是外來激進伊斯蘭主義與相關國際組織謀劃。108中共認為新疆恐怖攻擊是

源自於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與跨國激進伊斯蘭組織產生連結所致，境外組織的威

脅逐漸增加，因此需要採取手段杜絕恐怖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且預先防止極端

主義可能的傳播網絡。109 

 
107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換人引發臆測〉，《BBC 中文網》，2016 年 8 月 29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8/160829_china_xinjiang_official>；曹國星，〈西

藏原黨委書記陳全國調任新疆接替張春賢〉，《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6 年 8 月 28 日，<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60828-
%E8%A5%BF%E8%97%8F%E5%8E%9F%E9%BB%A8%E5%A7%94%E6%9B%B8%E8%A8%98
%E9%99%B3%E5%85%A8%E5%9C%8B%E8%AA%BF%E4%BB%BB%E6%96%B0%E7%96%86
%E6%8E%A5%E6%9B%BF%E5%BC%B5%E6%98%A5%E8%B3%A2>。 
108 侍建宇，〈中國大陸設立「再教育營」的新疆治理策略與國際反應〉，《展望與探索》，第

18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38-39。 
109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 Counterterrorism and Preventive 
Repression: China's Changing Strategy in Xinjiang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3, January  
2020, pp.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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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官方強調跨國恐怖主義對新疆問題的影響，淡化自身民族政策失敗

的可能性，但顯然習近平上任後對張春賢的「柔性治疆」策略並不贊同，將張春

賢調離，改派過去在西藏成功擴展中共影響力與權威的陳全國接任新疆自治區黨

委書記。陳全國在西藏自治區擔任黨委書記期間確立「維穩」是第一要務，透過

將黨幹部送入最底層村莊駐點，以及在全西藏的佛寺開設黨支部等手段建立權力

基礎，同時以高強度的監控手段重建秩序。因為這些成績，陳全國治藏的工作獲

得中共高層與習近平肯定，將其派往新疆著手改善民族問題。110 

 

2.陳全國的治疆手段：高科技維穩、「再教育營」與漢化教育 

陳全國上任新疆後採用更激進的民族政策，除了延續過去西藏期間的高強度

監督手段如身份檢查以及警察哨所等，標誌性舉措還有針對維族的高科技監控以

及「再教育營」。111前者是應對可能的武裝或恐怖主義威脅，後者則是更深層次

的手段，目的在於強化新疆穆斯林族群對中共的政治認同以及對中國的民族認同。 

新疆的高科技監控包含臉部辨識以及人工智慧系統，可以追蹤維族的往來對

象與通訊內容，增強對激進思想與組織的管控。112這類高科技監控系統被認為是

針對穆斯林設置的措施，能夠透過臉部辨識檢索出目標的照片、家庭住址和身份

證號碼，並在資料庫中進行比對，列出其教育背景、家庭關係甚至近期行蹤。此

外警方還可以通過系統標記「可疑份子」建立「虛擬圍欄」，一旦目標離開社區

或進入公共區域時會觸發警報，強化對新疆地區的治安控管。113 

 
110 〈鐵腕治理新疆與西藏 中國「政治新星」陳全國〉，《上報》，2018 年 10 月 3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9083>。 
111 〈陳全國:中共伸進新疆的鐵腕〉，《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9 年 12 月 5日，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205-
%E9%99%B3%E5%85%A8%E5%9C%8B%E4%B8%AD%E5%85%B1%E4%BC%B8%E9%80%B2
%E6%96%B0%E7%96%86%E7%9A%84%E9%90%B5%E8%85%95>。 
112 〈曾鎮壓西藏、建新疆集中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全國被美國列入黑名單〉，《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 年 7 月 10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7544>。 
113 儲百亮、孟建國，〈中國如何利用高科技監控壓制新疆少數民族〉，《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 年 5 月 23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523/china-surveillance-xinji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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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教育營則是中共扣押新疆穆斯林的特殊機構，多數是未經審判就關押的

維族穆斯林，在這些營內戒備森嚴，有嚴格規範且人身自由受控制，中共官方稱

此為「教培中心」，聲稱目的在於提供職業訓練，對新疆人提供再教育並打擊恐

怖主義。114然而再教育營的實際運作顯現其作用在於弱化新疆少數民族的宗教信

仰，以利增強新疆少數民族身為中國人的民族認同。115中共堅持再教育營政策的

原因並非完全基於反恐或去極端化需求，更長遠的目的是試圖同化新疆維族人的

宗教和民族文化認同，終極目標是讓中共得以在全中國建立並強化意識形態的主

導權，全面控制社會避免執政危機。116 

陳全國對於新疆問題的作法基本上是按照習近平的思路進行，習近平強調治

疆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並將社會穩定、宗教中國化、幹部教育等列

為重點，同時要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對社會與青少年的教育。117對於民族

的融入教育是習近平非常堅持的治疆方略，管理新疆自治區全部教育工作的教育

工委書記被提升到常委層級，也說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及中央的態度。而教育工

委書記也必須確保新疆的教育工作能緊跟中央和新疆區委的領導，從 2016 年開

始擔任新疆區委副書記兼任新疆教育工委書記的李鵬新，以及 2021年 7月接替

李鵬新的李邑飛，兩者有一些共通點，首先都是以漢族身份擔任新疆的教育工委

書記，並且在履歷中都有長期的西部地區工作經驗，同時也一定程度治理過少數

民族地區，顯示對於新疆的教育工作依然需要由具相關經驗的漢人幹部進行。 

習近平時代對於新疆地區的治理方法一再宣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不會因為

國際壓力而在關乎國家統一或反制分離主義等原則問題上有所退卻，反而更加緊

 
114 〈新疆再教育營：文件披露維吾爾人如何被「洗腦」〉，《BBC 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2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542613>。 
115 儲百亮，〈無視外界批評，習近平稱新疆政策「完全正確」〉，《紐約時報中文網》，2020
年 9 月 28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928/xi-jinping-china-xinjiang/zh-hant/>。 
116 侍建宇，〈中國大陸設立「再教營」的新疆治理策略與國際反應〉，頁 44；鄭國恩，〈為何

中共要在新疆強制推行民族同化？〉，《紐約時報中文網》，2020 年 9 月 28日， 
<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717/china-xinjiang-repression-uighurs-minorities-backfire/zh-
hant/>。 
117 〈習近平強調新疆「伊斯蘭教中國化」，中共白皮書首度「間接承認」再教育營存在〉，《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 年 9 月 27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1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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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控制，並且意圖直接以文化教育的方式從根本解決少數民族的認同問題，確保

中共在全中國的統治穩定。 

第二節 省級常委特性差異：領導人政策推動面向 

 本節從政策面的影響觀察省級常委特性差異，領導人上任後會在重視的領域

有政策推動，而為了順利推動政策以及執行政策的需要，中央勢必需要地方幹部

的配合，省級常委的層次也應該有所反應，將從習近平時代幾個重點舉措進行討

論，並以兩位領導人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特性差異說明。本節首先討論幹部異地

交流制度造成的省級常委來源背景變化，接著探討習近平時代反腐工作對幹部特

性形成的影響，最後則是習近平對政法系統加強掌控所導致的政法委書記特性變

化，如下圖 4-1。 

 

 
圖 0-1 領導人政策與省級常委特性變化對照（作者自繪）	

 

一、幹部異地交流制度在習時代的擴展 

幹部異地交流是中共幹部人事制度的一大重要改革，目的在於防止地方主義，

從九零年代開始啟動，1990 年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

• 習近平時代持續擴展胡時期的幹部異地交
流制度，省級常委本地出身比例下降異地交流深化

• 紀委書記、組織部長本地出身比例下降

• 紀委書記出身中央部委變多、年齡下降
習近平反腐

• 政法委書記入黨年齡上升
習近平強力掌控
政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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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幹部交流制定的決定》，其中規定省部級幹部可以在中央地方間、不同地區

間以及中央部門間進行交流，至此幹部的異地交流成為有依據的正式制度，開展

近代中共的人事變革。118到了胡錦濤時期的 2006年，中共陸續發布一系列的法

規文件，完善幹部異地交流的制度環境，此後幹部的跨省調動日益頻繁。119 

胡錦濤主政時期雖然已有幹部異地交流的相關完整規範，但此時政策仍然存

在諸多限制與考量，主要爭議在於當時認為異地交流可能導致工作效率低落以及

不利人才培養等問題，因此幹部異地任職面臨推動不易以及組織部門消極應付等

障礙。120此外異地交流之所以難以全面實施也有部分是因為本地出生的幹部在治

理地方上有一定優勢，包含了解風土民情以及熟悉政務，相較下有時異地交流的

官員會有水土不服的問題，例如因為不懂方言而無法熟悉基層事務，同時難以獲

得直接的訊息。但是儘管相關制度面臨阻礙，過去文獻的研究成果也顯現胡錦濤

時期的幹部異地交流已有初步進展。121 

 幹部異地交流制度到了習近平時代則有進一步的擴展，十八大後省級常委的

異地交流出現層次變高、跨域變大以及數量增多的樣貌。122多數常委職務的本地

產生比例都有下降趨勢，並且中央下派的常委比例有上升趨勢。此現象代表習近

平時代中共的幹部異地交流制度至少在省級常委群體獲得強化，並且擴展到中央

部委以及地方間的交流。 

 習近平上任後所發起的各項改革與政策，核心目的在於鞏固權力以及使中共

的權力結構重新調整，而省級常委的異地交流機制獲得增強就與政治權力結構重

整有關。透過降低省級常委的本地產生比例，可以促使中央更容易掌控各個省級

 
118 張軍、高遠，〈官員任期、異地交流與經濟增長〉，《經濟研究》，第 2007 卷第 11 期，

2007 年 11 月，頁 93；李英明，〈大陸對地方治理的兩個途徑〉，《旺報》，2011 年 7 月 22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10722001007-260301?chdtv>。 
119 杜博士，〈幹部異地交流的制度邏輯〉，《嶺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40 卷第 3 期，2019 年 6
月，頁 117-118。 
120 沈世光，〈幹部異地交流的結構性變化及其政治分析－以省級地方黨委常委會為例〉，《哈

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4-15。 
121 馮志峰，〈省委常委基本構成與領導幹部培養機制研究〉，頁 66-68。 
122 沈世光，〈幹部異地交流的結構性變化及其政治分析－以省級地方黨委常委會為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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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的權力中樞，減少地方出現「獨立王國」的機會，並透過外來常委改變常

委會的組成架構，進而使中央能對各地的權力結構進行重整，以利更上層政治的

博弈；此外異地交流也能一定程度解決地方的裙帶關係，破除長期在同一地任職

的官員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關係，同時也有研究認為官員的輪換也是降低腐敗的方

法，而異地交流則為官員輪換提供制度環境。123 

習近平時代幹部異地交流的強化執行可以從省級常委前項職務背景比例的

分析得到驗證，本地產生的省級常委比例相較胡時期更為下降，根據本文整理，

省級常委的本地產生比例從胡時期的 72%下降至 62%，而且中央下派與外省調

入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數據反映出習近平時代的省級常委相比胡錦濤執政時期

有更多來自中央或者外省，習近平在省級常委層次的幹部調整策略是以深化幹部

交流的方式因應，達到重構地方權力的目的。 

幹部異地交流雖然是中共在過去領導人主政時期開展的政策，也是胡錦濤擔

任領導人時的重要政策，但當時卻遭遇重重阻礙使得政策沒有辦法獲得大幅度的

擴展。反而是到了習近平執政後加大幹部異地交流的數量，在省級常委層面明顯

使本地產生的幹部比例下降，減少官員長期任職同地的現象。 

 

二、習時代反腐打貪政策的影響：紀委書記、組織部長特性變化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開展一系列反腐敗與打擊貪

污幹部的工作，這波反腐運動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力度最大且波及面最廣的打

貪行動。124大規模反腐造成的是大量幹部因為違紀被查辦，這其中不但包含中央

的高級重要幹部，地方與基層更是重災區，統計在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間中共查處

 
123 John P. Burns, “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China , ” 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 Vol. 7, No. 1, 
May 2007 , p.22. 
124 〈中共反腐的三個底線〉，《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 年 5 月 9日， 
<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509/corruption-deng-yuwen/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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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 440人，處分廳局級幹部 8900餘人，縣處

級幹部 6.3萬人。125 

此背景下，紀委的工作變得尤為重要，尤其落馬幹部中廳級官員並不在少數，

在地方上此級別幹部的查處由省級紀委負責。省級紀委必須負責大量幹部的查處

工作，同時還需要確保工作的獨立性以及自身的忠誠度，中共中央勢必在挑選作

為省級紀委書記的幹部時必須有更多的考量。 

下表 4-5呈現出省級紀委書記在習時代相較過去出現的主要差異，包含前項

職務背景的明顯變化、出身系統變化、年齡下降、入黨年齡上升等情況，以下分

別說明。 

 
表 0-5 紀委書記特性在習時代的變化	

 前項職務背景 出身系統 任職年齡 入黨年齡 

習時代出現的

變動 

本省產生消

失、中央下派

比例大幅增加 

出身中央部委

者比例上升 

下降 上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中央增強反腐力度：紀委書記、組織部長本省產生比例下降 

 下表 4-6呈現的是省級常委的前項職務背景比例，初步解讀後可以歸納一些

兩個領導人主政時的共同現象。首先兩個時期多數職務都是由本省產生者居多，

不過雖然整體常委是本省產生為多，但分管幹部管理相關工作的職務相較其他職

務，由本省產生的比例略低，包含黨委書記、紀委書記與組織部長等。此外常委

會中的排名與其前項職務背景有某種程度相關性，排名越靠前、級別越高越重要

 
125 陳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的演進〉，《人民網》，2018 年 12 月 12日， 
<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8/1212/c40531-3046106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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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務通常本地產生的比例會偏低，雖然仍時常超過 50%，但與排名較靠後的職

務動輒達到 70%~90%由本地產生的情況有不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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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6 省級常委前項職務背景的職務間比較	

 2011-2012 2016-2017 

中央 他省 本省 中央 他省 本省 

黨委書記 8/31 

25.8% 

16/31 

51.6% 

7/31 

22.6% 

3/31 

9.7% 

12/31 

38.7% 

16/31 

51.6% 

黨委副書

記（省長） 

4/31 

12.9% 

7/31 

22.6% 

20/31 

64.5% 

8/31 

25.8% 

7/31 

22.6% 

16/31 

51.6% 

黨委專職

副書記 

2/34 

5.9% 

5/34 

14.7% 

27/34 

79.4% 

7/34 

20.6% 

12/34 

35.3% 

15/34 

44.1% 

紀委書記 5/31 

16.1% 

11/31 

35.5% 

15/31 

48.4% 

17/31 

54.8% 

14/31 

45.2% 

0 

政府常務

副職 

3/27 

11.1% 

4/27 

14.8% 

20/27 

74.1% 

2/31 

6.5% 

5/31 

16.1% 

24/31 

77.4% 

政法委書

記 

1/31 

3.2% 

2/31 

6.5% 

28/31 

90.3% 

0 2/28 

7.1% 

26/28 

92.9% 

組織部長 7/31 

22.6% 

15/31 

48.4% 

9/31 

29% 

7/31 

22.6% 

18/31 

58.1% 

6/31 

19.3% 

宣傳部長 5/30 

16.7% 

1/30 

3.3% 

24/30 

80% 

6/31 

19.4% 

3/31 

9.7% 

22/31 

71% 

省會城市

一把手 

0 2/27 

7.4% 

25/27 

92.6% 

1/28 

3.6% 

7/28 

25% 

20/28 

71.4% 

統戰部長 0 0 23/23 

100% 

1/30 

3.3% 

4/30 

13.3% 

25/30 

83.3% 

黨委秘書

長 

0 1/31 

3.2% 

30/31 

96.8% 

0 0 30/30 

1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13

 77 

下轄行政

區一把手 

0 0 26/26 

100% 

0 1/31 

3.2% 

30/31 

96.8% 

總數 35/353 

9.9% 

64/353 

18.1% 

254/353 

72% 

52/367 

14.2% 

85/367 

23.2% 

230/367 

62.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詳細比較兩個時期後可以發現，省級常委由本省產生的比例在習近平時代出

現下降的情況，而且紀委書記的變化方式有非常明顯的特徵，本省產生的比例直

接降到 0%，也就是沒有任何紀委書記換屆前後是在同一省份任職，皆是由他省

或中央調入，而由中央下派的數量更是顯著上升。這個現象與紀委工作的特殊性

有關，紀委必須確保辦案時的獨立性與公正，不受當地的共同利益集團影響，而

異地交流的幹部會是破除此類問題的解方，相關研究發現紀委書記異地交流能有

效提升該行政區內的反腐力度。126 

非由本省產生的紀委書記能拋開中國傳統人情與裙帶關係等問題的影響，比

本地官員更能「鐵面無私」的應對貪腐案件，加上習近平時代加強紀委部門的垂

直領導，多數的紀委書記直接從中央的紀檢法部門下派，而非從其他省份調動。

總結來說，在習近平高舉反貪旗幟並加強紀委部門垂直領導的背景下，相關影響

也會反映在地方層級幹部的特質上，而紀委書記由中央下派取代本地產生的現象

為此提供了證據。習近平時代的中共中央藉由上收省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權，增強

對紀委書記人選的掌控，讓紀檢系統扮演黨中央「巡邏隊」的角色，並透過年輕

化以及異地交流等辦法增強紀檢幹部監督地方代理人的積極性。127 

除了紀委書記的變化，組織部長也受到反腐工作的間接影響，組織部長同樣

在本省產生的比例出現下降的情況。本省產生的組織部長原先在胡時期佔有最高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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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期，2016 年 9 月，頁 101。 
127 張執中、楊博揚，〈組建「巡邏隊」— 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分析〉，《政

治學報》，第 71 期，2021 年 6 月，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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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但在習近平時代減少近半，並且變為由他省調入者比例最高。組織部長本

地產生比例的下降與紀委書記有相似的考量，異地任職的組織部長被認為能更公

平、公正的做好幹部挑選工作。128 

組織部長分管的工作是中共政治體制運作的關鍵領域－幹部人事管理，在中

共黨管幹部原則背景下，這項職務有其特殊性以及重要性。尤其當中央大舉反腐，

各地落馬官員迅速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職務空缺，組織部長掌管人事工作，

在其中就扮演重要角色，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幹部維持各地的黨務與政務運作，此

時對於下級幹部的考察與舉薦則更顯重要。組織部長顯然需要以較獨立且不受干

擾的態度處理相關工作，一來防止利益集團干涉，二來鞏固「反腐戰爭」的戰果，

確保被提拔的幹部能「經得起考驗」，多因素考量下，異地交流的組織部長就成

為較合適的安排。 

 

（二）紀委書記出身中央部委比例上升 

對照附錄所呈現之省級常委出身系統的資料，可歸納出省級常委的出身系統

在兩個領導人時期有一些共同現象。首先是基層幹部出身佔多數，幾乎都超過

50%，例外僅出現在特定職務，這個統計結果呈現與既有文獻的研究發現相符合，

即多數省級常委是從基層幹部做起。129此外還有一個共同趨勢是常委會中的排名

與出身系統呈現一定程度關聯性，通常排名相對靠後的常委職務出身基層幹部的

比例更高，排名靠前職務的出身系統則更為多樣，分佈各系統的比例較為平均。 

而聚焦到個別職務的變化時，則可以看到習時代的紀委書記除了不再由本省

產生，變為多由中央下派之外，出身系統也發生變化，出身中央部委者明顯變多，

如下表 4-7所示，由原先胡時期的 6.5%上升至 35.5%，成長五倍以上。 

  

 
128 徐嬈據，〈省級組織部長異地調任成新氣象〉，《共產黨員》，第 2010 卷第 12 期，2010 年

6 月，頁 16。 
129 馮志峰，〈省委常委基本構成與領導幹部培養機制研究〉，頁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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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7 兩時期紀委書記出身系統比較	

 中央部委 軍隊 國企 科研人員 基層幹部 

2011-2012 2/31 

6.5% 

4/31 

12.9% 

5/31 

16.1% 

3/31 

9.7% 

17/31 

54.9% 

2016-2017 11/31 

35.5% 

0 1/31 

3.2% 

2/31 

6.5% 

17/31 

54.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紀委書記出身中央部委比例之所以上升的原因也與反腐工作有所關連，習時

代基於反腐打貪的需要，再加上紀委垂直領導的強化，許多紀委書記由中央的紀

檢法部門下派至個省級行政區。而基於工作的特殊性，這些被下派的幹部原先的

從政生涯多半都在中央的紀律與檢察相關部門，因此紀委書記的出身系統有很高

比例是與其來源背景連動的，兩者相互影響，中央下派的紀委書記中可能本身就

出身中央部委。 

 

（三）紀委書記年齡下降 

 附錄的統計資料顯示多數省級常委職務的平均任職年齡在兩個領導人時期

相去不遠，但紀委書記的年齡是其中差異較明顯且有跡可循的。胡時期紀委書記

的平均任職年齡是 56.4 歲，而習近平時代則下降到 53.8 歲，兩者相差超過 2.5

歲，造成此差異的原因在於紀委書記來源的變化。 

 習時代的省級紀委書記不像胡時期多數由本省產生，而以中央下派為主，並

加上他省調入者為輔，已經沒有本省產生的紀委書記。這個現象直接影響了省級

紀委書記的平均年齡，進一步比對原始資料後發現，習近平時代這些任職年齡低

於平均數的紀委書記多來自中央，且多數是中央的紀檢法相關部門，因此拉低平

均年齡的幹部多來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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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下降意味著將較年輕幹部提拔至重要工作崗位，同時增強幹部隊伍的活

動與工作能力。同時選用較為年輕的幹部擔任紀委書記還有一個可能的因素，也

就是他們因為資歷較淺，與官場上的利益牽扯不深，可以更好完成紀律檢查的工

作。從黨齡的比較可以驗證，胡時期紀委書記的平均黨齡為 35.29年，習時代則

大舉降為 31.39，顯見習近平拔擢許多年齡低、資歷淺的幹部擔任省紀委書記。

前述紀委書記來源以及出身的統計已經呈現出習近平對省級紀委有不同於以往

的用人邏輯，再加上紀委書記的年齡降低，可以認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共中央有意

識透過加緊紀檢部門的垂直領導，並改變省級紀委書記的來源與年齡結構，打破

過往紀委部門弱化的問題，以此達到大規模反腐並鞏固中央權力的目的。 

 

三、政法委改革與政法部門人事異動：政法委書記入黨年齡的變化 

中共幹部的入黨年齡與政治憑證有關，入黨年齡越輕的幹部代表其經歷的黨

組織生活越長，也累積更多的政治資本與人脈關係，這些優勢促使入黨年齡較低

的幹部成為中共晉用的主要對象，並且也對其忠誠度投以較高的信任。130 

下表 4-8是省級常委入黨年齡在兩個時期的比較，省級常委基本上的平均入

黨年齡介於 21歲至 23歲之間，不過職務間的比較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政府部門

的平均入黨年齡較黨務部門者為高，包含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以及政府副職

（常務），兩者的入黨年齡在兩個時期皆高於其他職務。此結果符合相關文獻發

現的現象，黨務部門與政府部門對於幹部的要求有所差異，政府部門通常會有較

為寬鬆的管制，而黨務部門則必須確保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131 

  

 
130 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頁 12。 
131 陳容芳，《中共黨務與經濟領導幹部甄補路徑之比較：1992－2009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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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8 省級常委入黨年齡的職務間比較	

職務 2011-2012 

平均入黨年齡 

2016-2017 

平均入黨年齡 

黨委書記 21.9 21.32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23.16 22.81 

黨委專職副書記 21.58 23.06 

紀委書記 21.13 22.48 

政府常務副職 23.07 23.03 

政法委書記 21.71 23.21 

組織部長 21.97 22 

宣傳部長 21.1 22.29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22.07 21.75 

統戰部長 21.78 21.13 

黨委秘書長 21.68 21.4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21.19 22.3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紀委書記與政法委書記的入黨年齡上升 

雖然整體是黨務部門的入黨年齡低於政府部門，但相對而言有些職務的平均

入黨年齡在領導人更替後出現較明顯變化，包含黨委專職副書記、紀委書記以及

政法委書記的入黨年齡都在習時代上升。這些平均入黨年齡增加的職務都屬於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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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而且是常委會之中排名靠前的重要職務，理論上應該要有更高的政治信

任，理應維持較低的平均入黨年齡，但卻出現入黨年齡向上提升的情況。 

進一步分析後則能推論這個現象應與領導人本身的政策相關，尤其發生變化

的職務中，紀委書記以及政法委書記都是習近平任內大範圍在省級行政區中進行

調整的職務，前者是為配合習近平反腐打貪，後者則是因應政法改革以及人員調

整。紀委書記在習近平時代的調動情況已於前述說明提及，多數紀委書記已改由

中央下派，因此在人員結構與過往有許多不同，且在出身系統以及任職年齡都發

生變化，可以推測入黨年齡也與這些造成結構改變的人員有關。 

 

（二）政法委書記入黨年齡變化的可能因素 

 而政法委書記入黨年齡的改變則與習近平對省級政法部門的人事調整有關，

同時受到習近平加強對政法隊伍掌控的影響。對政法系統的整肅與改革一直是習

近平重點的工作，政策面包含政法委的改革以及重新定位，扭轉政法委與公安部

門過去影響司法獨立性的問題；此外還有權力結構面向，包含在十八大後藉周永

康案整肅政法系統的幹部，以及在十九大召開前完成對省級政法委書記的調動，

幾乎所有省份都替換為自己的人馬。上述舉措都明顯表露出習近平想要增強對政

法系統的掌控，同時改變政法部門的角色與人員結構，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確保政

法隊伍對習近平個人的忠誠，並以政法力量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威並維持權力穩定，

避免任何可能危及自身統治事實的挑戰。 

習近平上任後透過「反腐戰爭」削弱敵對派系的力量，同時藉由宣傳政績的

方式，將自己塑造成集大權於一身的強勢領導人。然而儘管如此，中共黨內並非

完全臣服於習近平，依然可能存在反對力量伺機而動，等待時機抓住習近平的施

政失誤進行反擊。而政法部門作為中共施行專政制度的重要工具，是習近平確保

權力與統治安全的關鍵，讓整個政法系統對自己絕對效忠，一旦面臨任何勢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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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難，則能以政法「刀把子」進行威懾，維持自己的掌控力。132這也就是習近平

之所以要對整個政法部門進行清洗與整肅的關鍵，從周永康案後，一直到 2020

年依舊在進行政法部門的整頓，強調對政法系統「整風」與「刮骨療傷」，藉此

將國內的武裝力量掌控在習近平代表的黨中央手中。133 

而習近平對於省級政法委書記的調整即是此背景下的必然安排，由自己的人

馬接任政法一把手確保忠誠度，使得政法委書記有更大幅度的結構變化。對於政

法委書記人選，習近平要確保的不是只有對黨忠誠，最主要的是完全忠於自己，

必須是自己能夠信任的幹部，因此入黨年齡並非主要的考量，因為入黨年齡或許

與幹部對黨的忠誠相關，但無法確認對習個人的效忠，政法委書記人選的考量會

有其他對習來說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節 省級常委特性差異：領導人用人思維面向 

 領導人對於幹部任用以及提拔的標準可能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例如價值觀、

個人背景、重視政策領域、派系政治、政經局勢等不同的考量，因此不同領導人

執政時期，各層級幹部應該會有不同的特質。尤其省級常委作為重要的幹部，是

領導人要成功施政與有效鞏固權力所必須掌握的群體，本節將從領導人用人思維

的角度檢視對省級常委的特性影響，同時分析影響的方式。首先會討論共青團系

統在兩個領導人時期的景況差異，接著說明海歸派幹部在習近平時代比例上升的

現象，如下圖 4-2。 

 

 
132 鄧聿文，〈鄧聿文專欄：習近平整肅政法系統的兩個目的〉，《上報》，2021 年 1 月 28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5321>；許波，〈習近平重手整肅政法系，打

響 20 大 權 力 保 衛 戰 ？ 〉 ， 《 美 國 之 音 》 ， 2021 年 2 月 18 日 ，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voaweishi-20210217-voaio-xi-jinping-purged-the-political-and-
legal-system/5783333.html>。 
133 〈習近平整肅政法官員向中共黨內再發強硬信號 再來一次「延安整風」〉，《BBC 中文網》，

2020 年 9 月 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98457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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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 領導人用人思維與省級常委特性變化對照（作者自繪）	
 

一、胡錦濤與習近平的最大用人差異：共青團系統的「大起大落」 

 本文統計出兩個時期內省級常委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的比例，如下表 4-9。共

青團經歷是指省級常委曾經任職共青團職務的經驗，包含任職共青團中央以及共

青團的地方職務，在計算方法上是只要有擔任過共青團職務的幹部即納入採計，

並不考量任職共青團時的行政級別。共青團經歷的比例變化是兩個領導人主政時

期一個重要的省級常委特性差異，甚至是改變最明顯的，胡時期整體省級常委有

共青團經歷的比例都明顯遠高過習時代，不論是表 4-9呈現的職務間比較或者附

錄中行政區間的比較都呈現出相似的趨勢。 

 共青團經歷的職務間比較可看出胡時期的整體比例高於習時代，但是不同職

務的變化趨勢有所差異。包含黨委書記、兩個黨委副書記以及紀委書記等排名靠

前或級別較高的職務，明顯在兩個時期有更大的比例差異，也就是擔任這些職務

的幹部在胡時期有很高比例曾任職共青團，但到了習時代則顯著降低。 

  

• 有共青團經歷的省級常委比例大幅下降

共青團兩個時
期的景況差異
甚大

• 習近平時代海歸派常委比例增加

• 明顯集中在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

習時代重用科
研人才與技術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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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9 省級常委曾任職共青團比例的比較	

職務 2011-2012 

共青團經歷比例 

2016-2017 

共青團經歷比例 

黨委書記 14/31 

45.2% 

7/31 

22.6%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11/31 

35.5% 

2/31 

6.5% 

黨委專職副書記 12/34 

35.3% 

6/34 

17.7% 

紀委書記 6/31 

19.4% 

0 

政府常務副職 4/27 

14.8% 

6/31 

19.4% 

政法委書記 10/31 

32.3% 

4/28 

14.3% 

組織部長 9/31 

29% 

6/31 

19.4% 

宣傳部長 9/30 

30% 

7/31 

22.6%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7/27 

25.9% 

5/28 

17.9% 

統戰部長 9/23 

39.1% 

10/30 

33.3% 

黨委秘書長 10/31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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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0%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6/26 

23.1% 

4/31 

12.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胡錦濤時期共青團發展達到鼎盛 

 共青團的功能之一是吸納優秀年輕幹部到團中央和各地領導班子任職，培養

各級黨政首長及組織、宣傳、統戰、紀檢等部門主管。以這點來看，其組織任務

是扮演幹部培訓基地的角色，負責輸送幹部到黨政機關。134而除了作為中共的幹

部培育基地，共青團近代更成為高層領導人的搖籃，許多幹部在任職共青團期間

快速晉升擔任黨內高層，胡錦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他還包含現任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以及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135 

 雖然共青團幹部之間因為缺乏共同價值與利益，被認為很難成為一個政治派

系，但本身是中共幹部後備力量的共青團也擁有一些有利條件，包含能夠不斷輸

送「新血」到各級黨組織擔任幹部，並且具有年齡上的優勢，使得共青團有能力

成為一股龐大的政治勢力。136作為共青團中央領導人出身的總書記，胡錦濤擔任

中共最高領導人時是共青團幹部前景達到頂峰的時期，這個時期有共青團背景的

幹部遍佈 31 個省級行政區的常委會之中，而地方歷練也成為共青團背景幹部晉

升中央高層的發展模式，目的在透過到地方補足歷練來降低「空降部隊」或「坐

直升機晉升」的批判聲浪。137 

 
134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

季刊》，第 8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83。 
135 儲百亮，〈習近平為何要整頓共青團〉，《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 年 8 月 4日， 
<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804/china-communist-youth-league/zh-hant/>。 
136 吳仁傑，〈從中共「17 大」預判「18 大」政治局成員關係網絡〉，《展望與探索》，第 9 卷

第 4 期，2011 年 4 月，頁 52。 
137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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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大舉任用共青團背景幹部擔任省級常委的主要因素是權力鞏固以及

強化領導權威的考量，因為出身共青團，與共青團系幹部之間存在關係網絡，重

用他們能厚實自己的權力基礎以對抗黨內的對手；而且讓這些擁護者擔任各省重

要職務，有利增強自己的影響力並建立權威，同時傳達出胡錦濤確立為「領導核

心」的訊息，創造有利自己的政治環境。138此外共青團出身的幹部也有利於胡錦

濤執行「和諧社會」政治目標的特質，像是熟悉組織以及宣傳工作，且具有法政

的學歷背景，能更容易推動「和諧社會」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改善江

澤民主政時技術官僚過度注重經濟發展指標，而造成大量社會問題的影響。139 

胡時期省級常委中有共青團相關經歷的幹部因而比例非常高，而且數據顯示，

有更高比例出現在常委會中的重要黨政職務，包含黨委政府書記與紀委書記等，

代表胡錦濤有意識地透過這樣的方式加強對各地的掌控，透過對「頂層」常委職

務的控制，讓省級常委會朝向自己希望的方式與目的運作。 

 

（二）共青團式微、習近平人馬「上位」 

1.共青團被習近平「打回原形」 

然而共青團幹部雖然在胡錦濤主政時期前途光明，但習近平上任卻扭轉了此

大好局面。習近平顯然在對待共青團幹部的態度以及信任程度有相當大的落差，

曾公開發言表達對共青團相當程度的不滿，說共青團「空喊口號」、「形同虛設」、

「四肢麻痺」，用語非常嚴厲。140從 2014年開始共青團就面臨中共黨內外的批

評檢討聲浪，呼籲其加緊改革腳步，2016年中紀委則直接點名批評共青團「機關

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此舉被認為是習近平藉中紀委之手警告共青團，

 
138  Zhengxu Wang,“ Hu Jintao's Power Consolidation: Groups, Institutions, and Power Balance in 
China's Elite Politics, ” Issues&Studies , Vol. 42, No. 4, December 2006 , pp.113-114；Junfei Wu,“ Ris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 Vol. 41, No. 12, March 2006 , 
pp.1172-1173. 
139 Cheng Li,“ Hu’s Policy Shift and the Tuanpai’s Coming-of-Ag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 No. 
15, July 2005 , p.14. 
140 邱國強，〈習近平狠批共青團 第一書記遭調職〉，《風傳媒》，2017 年 9 月 20日， 
< https://www3.cna.com.tw/news/acn/2017092001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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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整頓共青團內部，共青團也在該年定出改革方案。141 

 該次共青團的改革方案包含許多層面，大致可聚焦為共青團本身的政治地位

降格以及機構縮編。降格主要是指藉由強調共青團「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角色，

去除其「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角色，弱化共青團作為高層領導人培訓搖籃的

地位。縮編包含人員以及經費的減少，人員部分主要是「減上補下」，縮減團中

央的行政編制並補充實際服務青年的工作職務；經費縮減則是直接相較過去的財

政撥款減少 50%。142 

習近平時代對共青團進行改革的目的在於將其「打回原形」，讓共青團回歸

本職工作，限縮在負責年輕人意識形態引導的工作，弱化共青團的職能以避免共

青團成員拉幫結派形成派系運作，進而影響人事與政策的決策執行，杜絕共青團

如過去般插手中央與省級政治運作的可能性。143 

 而習近平對共青團的打壓也絕非單純認為共青團沒有做好青年工作，這僅是

原因之一，主要目的依然是基於政治以及權力結構的考量。共青團出身的中央高

層領導人佔有一定程度的比例，十八大的 25名政治局委員中有 14人有共青團背

景，習近平針對共青團採取的系列動作被認為可能是在為十九大佈局，十九大後

的態勢也顯示原先被認為可能入常的李源潮與胡春華最終都未能如願。144習近平

壓制共青團地位的另一目的是降低共青團作為領導人培訓基地的定位，讓潛在競

爭對手不能透過共青團快速晉升的特性迅速提拔擁護者，以此減少黨內競爭者發

起挑戰的資本。145 

 
141 〈空喊口號、形同虛設、四肢麻痺……習近平狠批共青團 第一書記即被調職〉，《中央社》，

2017 年 9 月 20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334040>。 
142 泉野，〈共青團改革 中共世代交替的一場硬仗〉，《多維新聞》，2016 年 9 月 1日， 
< https://duoweicn.dwnews.com/CN-2016%E5%B9%B413%E6%9C%9F/10002485.html>。 
143 柳金財，〈從《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觀察共青團改革及輿論動向〉，《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0 期，2016 年 10 月，頁 39-40；Jérôme Doyon ,“ Low-cost Corporatism?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its Sub-organisations in post-Mao China, ”  China Perspectives , No. 
117, April 2019 , pp.43-44. 
144 〈英媒：習近平為十九大布局打壓團派勢力〉，《BBC 中文網》，2016 年 9 月 30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9/160930_china_politics_league_xi >。 
145 Jérôme Doyon ,“ The Strength of a Weak Organization: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s a Path to 
Power in Post-Mao China, ”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243, September 2020 , pp.7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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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濤大舉啟用具有共青團背景的幹部，習近平則是針對共青團進行精準打

擊，兩個領導人對共青團截然不同的態度影響下，省級常委中具有共青團經歷的

比例必然發生巨大變化，這個現象也印證領導人本身的意志會對幹部人事有劇烈

影響，並且不只侷限在中央，還會輻散至地方。 

 

2.習近平嫡系人馬進佔地方要職 

 與胡錦濤特別重用共青團幹部的方式有所差異，習近平任用的幹部類型看似

更為多元，包含一般認為的「之江新軍」、「閩江新軍」、「新西北軍」、「軍

工系」、「清華系」和「浦江新軍」等等。然而這些幹部來源雖然看似種類繁多，

其實仍跳脫不出關鍵的因素－「與習近平個人有淵源或能被其信任者」。歸納後

可以發現，各類「新軍」其實都是習近平過去曾經主政之地的同僚或部屬；新西

北軍和清華系的成員都與習近平個人背景相關，前者是他就讀清華時期的同學與

校友，後者則是與其有同鄉之誼的陝、甘地區官員；最後軍工系是因為與多數幹

部並無太多利益牽扯而獲得習近平的信任因而受到重用。上述習近平時代被任用

的各類幹部被認為是習近平的嫡系人馬，這些幹部不但在中央部委佔有一席之地，

習近平主政下也將其派往各省作為重要幹部，多半擔任各省黨委的正職書記或副

書記，幫助習近平掌控地方。146 

然而就省級常委會的運作而言，黨委書記或副書記要掌控局面也需要其他常

委的共同配合，因此習近平對於地方常委的任命也勢必面臨相關問題。從 2017

年北京市委的配置可以發現習近平確實有所考量，市委書記蔡奇是之江新軍的代

表人物；市長陳吉寧則屬清華系，過去曾與習近平大學同窗、中組部長陳希共事；

專職副書記景俊海則是新西北軍的一員，是陝西省出身的基層幹部，在習近平擔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快速晉升。147如此職務配置的目的明顯在確保北京市委的忠

 
146 蔡文軒，〈近期中國大陸黨政人事異動及地方黨代會舉行情形之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7 年 5 月，頁 1。 
147 〈北京黨政一把手同日雙換將：蔡奇、陳吉寧上位背後的中共用人觀〉，《香港 01》，2017
年 5 月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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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與完全掌控，將常委會排名前三的職務全數替換為自己的嫡系人馬，從頂層直

接掌握政治地位重要的北京市，同時顯現習近平對北京市委的勢在必得。 

不同於胡錦濤將共青團幹部派往各省掌控基層並鞏固權力，習近平在打擊共

青團的同時，選擇提拔與自己有高度淵源且能信任的幹部。這些習過去的部屬、

同事、同學或者同鄉等即是作為其嫡系人馬，幫助對地方的掌控，穩固統治基礎。

相同的是兩個領導人都選擇透過省級常委會中排名較高的職務進行地方的掌控，

胡錦濤運用共青團，習近平則使用各類幹部組成之「習家軍」，目的都在於從省

級行政區的「頂層」確保對地方的控制。 

 

二、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的海歸派比例在習時代顯著上升 

 下表 4-10 是海歸派幹部比例在兩時期的比較，主要是計算省級常委曾經有

留學經驗的比例，考量中共的幹部管理制度較為嚴格且具防範特質，幹部留學多

以短期為主，因此留學經驗採取的是較為寬鬆的統計方式，也納入在外國短期學

習者，因此學位、進修以及受訓等都包含在內。148統計結果顯示海歸派在省級常

委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大宗的群體，比例並不是非常高，呈現出與過往文獻研究

結果的相似發現。149 

  

 
<https://www.hk01.com/%E4%B8%AD%E5%9C%8B/94257/%E5%8C%97%E4%BA%AC%E9%BB
%A8%E6%94%BF%E4%B8%80%E6%8A%8A%E6%89%8B%E5%90%8C%E6%97%A5%E9%9B
%99%E6%8F%9B%E5%B0%87-%E8%94%A1%E5%A5%87-
%E9%99%B3%E5%90%89%E5%AF%A7%E4%B8%8A%E4%BD%8D%E8%83%8C%E5%BE%8
C%E7%9A%84%E4%B8%AD%E5%85%B1%E7%94%A8%E4%BA%BA%E8%A7%80>；〈為習近

平做了一件「大事」 此人傳將跳級入局掌中宣部〉，《阿波羅新聞網》，2021 年 4 月 16日，

<https://hk.aboluowang.com/2021/0416/1581714.html>。 
148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頁 7、12。 
149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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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0 省級常委海歸派比例的職務間比較	

職務 2011-2012 

海歸派比例 

2016-2017 

海歸派比例 

黨委書記 2/31 

6.5% 

4/31 

12.9%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1/31 

3.2% 

8/31 

25.8% 

黨委專職副書記 3/34 

8.8% 

6/34 

17.7% 

紀委書記 3/31 

9.7% 

7/31 

22.6% 

政府常務副職 2/27 

7.4% 

5/31 

16.1% 

政法委書記 1/31 

3.2% 

2/28 

7.1% 

組織部長 4/31 

12.9% 

2/31 

6.5% 

宣傳部長 1/30 

3.3% 

2/31 

6.5%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3/27 

11.1% 

5/28 

17.9% 

統戰部長 1/23 

4.4% 

4/30 

13.3% 

黨委秘書長 1/31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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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6.7%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3/26 

11.5% 

4/31 

12.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而進一步比較兩個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差異，則會發現習時代海歸派省級常委

的比例明顯上升，甚至在許多職務的佔比呈現倍數增長，此中尤其以黨委副書記

（政府正職）最為明顯，成長為 8倍，原先胡時期擔任此職務的幹部幾乎沒有留

學經驗，到了習時代則有近四分之一是海歸派。這樣的現象反映出習近平時代省

級常委有留學經驗者變多，而且有集中於特定職務的趨勢，以下詳細討論此現象

的可能原因與代表意義，將分別從習近平時代的海歸派有利環境以及幹部任用偏

好進行分析。 

 

（一）習時代海歸派群體的有利環境：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人才需求 

 習近平上任後的重點工作之一是高科技的發展與創新，他一再強調科技發展

與創新要自立自強，加速建設中國為科技強國，讓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科學中心

與創新高地，同時說明發展高科技的目的在於中國的復興與強盛。150為達成這樣

的目標，習近平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中共在十八大後不斷加快推動海歸人才的吸

引政策，中央和地方的用人單位競相推出就業機會與有利政策。習近平本身也多

次談話提到「愛才惜才」，並且要求建立具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吸引海外人

才歸國，甚至曾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151 

 
150 習近平，〈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求是網》，2021 年 3 月 15 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3/15/c_1127209130.htm>。 
151  〈 中 國迎來最大規模 「海歸潮」 〉 ， 《 人 民網》 ， 2017 年 2 月 28 日，

<http://capital.people.com.cn/BIG5/n1/2017/0228/c405954-29111601.html>；程琪，〈中國邁入「海

歸潮時代」！4張圖看：習近平一句「愛才惜才」...吸引海外人才的威力多大〉，《商周財富網》，

2018 年 9 月 13日，<https://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m/GArticle.aspx?id=ARTL00012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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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技創新之外，經濟發展議題也是習近平時代中共的重點問題，在經濟

增長陷入停滯的環境中，習近平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降低無謂的生

產與過剩產能，讓經濟發展回歸正軌。對於中共而言，經濟結構改革的重點關鍵

一樣是人才，因此透過優惠政策與通道向海外人才招手。152 

不論是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都是極度仰賴專業人才的工作，因此中共不斷強

調留學人才的吸引並借重其專業能力。而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對人才的需求並不

僅止於甫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同樣也為體制內的海歸派幹部提供有利環境。海歸

派幹部儘管因為中共對於西方民主思想的防範而在任用上受到諸多限制，但是習

時代發展所需的科技與經貿專業不但是多數海歸派幹部專長所在，同時也是中共

願意重用海歸派幹部的領域，因此具有相關背景的海歸派幹部理應扮演重要角色

獲得啟用。153而經濟改革和高科技創新都非中央能獨立完成的工作，儘管掌握資

源，但也勢必需要地方的共同配合，因此作為省級行政區領導階層的省級常委，

自然也擔負相關職責，具有經貿或科技專長的海歸幹部也有更大的機會被提拔為

省級常委，為相關工作提供助力。 

 

（二）習近平的幹部任用偏好：理工專業技術人才 

海歸派幹部比例的上升除了因應時代背景與整體環境需求，還與習近平的用

人思維有關，習上任後進行的幹部提拔被認為有重用「軍工系」以及理工出身技

術人才的偏好，這些幹部過去在專業領域有實際成績，抗壓力與執行力強，跟既

有的官僚體系沒有過多利益牽扯，有助於習近平打破地方勢力與派系盤據的問題，

能補足習近平以同僚與部屬組成之「習家軍」人數不足的問題，幫助他建立覆蓋

全國的忠誠隊伍。154 2019年中共中央隨之發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

 
152 黃欣，〈習近平喊人才第一 陸掀海歸創業潮〉，《工商時報》，2018 年 4 月 8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08000239-260203?chdtv>。 
153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頁 1。 
154 麥垛，〈「軍工系」異軍突起習近平注入新血〉，《多維新聞》，2015 年 3 月 29日， 
<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59644118/%E5%86%9B%E5%B7%A5%E
7%B3%BB%E5%BC%82%E5%86%9B%E7%AA%81%E8%B5%B7%E4%B9%A0%E8%BF%91%
E5%B9%B3%E6%B3%A8%E5%85%A5%E6%96%B0%E8%A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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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為科研與技術人才被任用為領導幹部提供有利的制度環境，其中規定「黨

政領導幹部可以從黨政機關以外選拔任用，注意從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

單位以及社會組織中發現選拔」。155出身科研人員的技術官僚多數是該領域的專

家，擁有高學歷以及學術背景，許多人有博士學歷，或者曾在學校任職擔任大學

教授，長期服務於專精的領域，而理工科正好又是中國大陸具有博士學歷留學生

中，學位佔比最高者，因此對於理工專業人才的重用也是造成海歸派省級常委比

例上升的重要因素。156 

省級常委中海歸比例上升最明顯的職務是兼任政府正職的黨委副書記，原因

即與上述習近平的用人偏好有關。綜合省級常委出身系統與海歸派比例的統計結

果可以發現，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出身科研人員以及有留學經驗的比例都在

習時代增加，如下表 4-11，顯現出習近平的確比過去領導人更常任命科研人員出

身且有留學經歷的幹部擔任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作為政府正職的黨委副書

記，除了在黨委層面是正職書記的副手，協助其工作外，最重要的任務是領導省

級政府的運作，確保政府工作在黨委領導下維持良好功能，同時經濟發展和科技

創新等事務皆與政府業務相關，都是政府部門的重點工作，選拔有專業經歷的幹

部主導省級政府的工作可以讓其發揮所長，帶動省一級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借重

海歸幹部的專業技能幫助省級黨委政府完善相關領域。 

  

 
155  〈 黨 政 領 導 幹 部 選拔任用工作條例〉 ， 《 人 民網》 ， 2019 年 3 月 18 日， <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318/c419242-30980036.html >。 
156 余杰，〈余杰：習近平重用軍工系的思維與困境〉，《上報》，2017 年 11 月 2日，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7884>；吳歡、楊沫，〈透視中國第三次「海

歸潮」 〉 ， 《多維新聞》 ， 2018 年 1 月 4 日， < https://duoweicn.dwnews.com/CN-
2018%E5%B9%B4029%E6%9C%9F/10005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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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1	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出身科研人員與海歸派比例對照	

 2011-2012 2016-2017 

科研人員比例 12.9% 29% 

海歸派比例 3.2% 25.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習時代海歸派省級常委比例上升反應的現象 

習近平時代海歸派幹部在省級常委層面出現比例上升的趨勢，展現出過去中

共對於海歸派幹部的「防範」似乎有隨領導人更替而降低的趨勢，而且加入海歸

派幹部的來源綜合分析，則可以明顯發現習時代的中央在海歸派的任用上扮演主

動角色，如下表 4-12，過去胡錦濤時期只有 16%的海歸派省級常委是由中央下

派，到了習近平時代則上升到 25%，顯現中共中央在習近平時代有意擴大海歸派

幹部的任用。不過從表 4-12 的資料也可以發現，海歸派幹部中來自本省的比例

在兩個時間中都維持在 60%左右，可能代表中央對於本省產生的海歸派幹部依

舊設有限制，必須維持在大致的比例，依舊是有一定的防範心理。 

 
表 0-12 兩個時間點海歸派幹部的來源背景比較	
 中央 他省 本省 
胡時期 
（2011-2012） 

16% 24% 60% 

習時代 
（2016-2017） 

25% 16.1% 58.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此外雖然比例上升，海歸派幹部的任用依舊存在限制，習近平嘗試啟用海歸

派幹部的同時，是以特定職務作為大量啟用的試驗範圍，黨務部門中儘管海歸派

幹部也有所增加，但沒有像黨委副書記（政府正職）的改變幅度那麼大。政府部

門則是因為經濟改革與科技創新對於人才的需求，因而有更多對於幹部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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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同時政府相關工作也是中共更願意使用海歸派幹部的領域。相關現象反

映出領導人雖然因為政策需求或個人意志可以影響幹部的特質，但還是需要在一

定程度的規則內行事，尤其在事關中共執政穩定以及永續統治的問題上更顯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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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本研究透過中共省級常委組成以及特性的跨時比較分析，探討領導人因素對

於省級黨委人事的影響。過去文獻對於領導人的人事掌控觀察多半聚焦在中央政

治局委員，或者是到中央委員層級，對於地方幹部的著墨較少。然而對於地域廣

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陸而言，其領導人勢必需要對地方層級的幹部人事有明顯

的管控，確保統治基礎的穩定，同時增強政策推動的影響力，避免政令無法下達

的尷尬。而在地方幹部層級中，尤其以級別最高的省級常委最為重要，他們不但

是省級行政區的領導階層，有龐大政治影響力，同時還可能有參與甚至影響中央

決策的機會，是中共政治體制中地位最關鍵的地方幹部群體。 

本文試圖從省級常委作為切入點，探討領導人更替對此群體組成和特性造成

的影響，同時以領導人政策推動與統治需求進行解釋，目的在於提供不同於過往

文獻以中央高層幹部為分析標的的分析，擴展領導人更替影響中共政治運作的觀

察，並且為後續的相關研究提供初步成果。此外相關數據也能佐證領導人的施政

邏輯與用人偏好，為領導人行為的動機與可能考量提供解釋。 

以下首先說明本研究的總結，也就是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差異的代表意義，

接著提出研究發現，最後討論研究限制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差異的代表意義 

 

（一）胡錦濤時期 

胡錦濤執政時期，因為鞏固權力以及加速掌控地方的需要，建立了幹部異地

交流的制度環境，開啟地方官員在省份與省份之間的職務交流，省級常委的層次

也出現跨省域的調動，雖然當時這項措施仍面臨一定程度的干擾，但終究成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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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近代幹部管理制度一大變革的起源，也為後續習近平時代更大規模的幹部異地

任職鋪好路。 

除了幹部異地交流，胡錦濤還有一個標誌性的幹部任用偏好－大量啟用具有

共青團背景的幹部擔任省級常委。共青團幹部此時期的崛起除了胡錦濤本身與共

青團的關係網絡外，更重要的是共青團幹部的專長以及特質有利於胡錦濤「和諧

社會」政策目標的達成，透過共青團幹部擅長的宣傳與黨務工作，以及其法、政

領域的專長來解決過去中共經濟高度增長期間，凡事向 GDP 數字看齊所遺留的

龐雜社會衝突問題。 

 

（二）習近平時代 

十八大後習近平就任中共最高領導人，面臨的困難並不比前任領導人小，對

外有國際社會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發起的經貿挑戰，以及針對中共人權議題的施壓；

對內則有政治派系的角力與黨內可能挑戰者的掣肘，再加上經濟高速發展的後遺

症造成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問題加劇。 

面對這些執政障礙，習近平採取重整中共權力結構以及發起大規模改革的方

式因應，例如藉由反腐打貪對幹部進行大範圍的調整，清洗反對勢力的同時安插

自己的人馬到重要職務，鞏固領導威信和權力基礎；除反腐外習近平也利用各項

改革來達到收緊權力的目的，包含軍事改革以及政法委改革等，透過加強部門的

垂直領導將權力集中於中央。 

而習近平時代省級常委在組成與特性上與胡時期相較也出現了顯著的不同，

這些差異也呼應習近平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其政策作為。在省級常委的配備上，統

戰部長、政法委書記以及戎裝常委的配置變化都是習近平整體性政策的擴展，並

由中央進而擴散至地方。而省級常委的特性變化則顯著展現習近平對幹部的出身

系統、來源以及經歷都有所要求，試圖以幹部的特性作為晉升的「入場卷」，建

立一支能達成習近平自身政治目標的幹部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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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現  

 省級常委是中共各層級黨委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個幹部群體，基於其級別

和職務的特殊性，他們對上可以連通中央，對下則能作為央地間的橋樑，且對於

領導人而言，省級常委是將中央政策貫徹到地方的第一層地方幹部，也是領導人

掌握下級地方人事的關鍵，對省級常委的任用攸關政策成敗以及權力基礎，領導

人勢必會盡其所能掌控此群體。 

 目前許多研究以及討論都以中央委員或者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作為判斷領導

人權力基礎以及政策重點的參考，對地方幹部的關注則相對較少。本研究試圖從

省級常委的層級探討領導人因素對地方幹部任用造成的影響，透過比較胡錦濤與

習近平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變化，分析領導人在其中產生的作用。本

文主張領導人因素是影響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的關鍵，因此運用逐層討論的方式

依序回應這樣的主張，從省級常委職務組成的代表意義、領導人更替後省級常委

的差異，以及相關差異反應出的中共政治運作邏輯等三方面進行論述和說明。 

  

（一）省級常委職務組成的代表意義 

省級常委的職務組成包含一正二副黨委書記、各個重要黨務部門的一把手、

省級政府的領導幹部以及軍隊代表，這樣的結構顯現被選為常委的職務有高度的

代表意義，體現出中共統治的需要。省級常委的組成成員各自代表中共政治體制

在地方層級運作的必須要素，因為中共是靠著以黨領政以及黨管幹部的原則掌控

整個國家，而常委會組成成員所分管的事項基本上囊括行政區中的所有事務，同

時常委會體制確保了黨對幹部以及政府的絕對領導，因此常委會職務組成的意義

在於維持黨委對該層級行政區的完全領導，將權力層層堆疊並集中於中共黨內。 

 

（二）領導人更替後省級常委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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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高度人治以及集權的統治下，領導人在決策以及人事管理上有高度影

響力，一旦出現領導人更替的情況必然會使政治環境發生變動，進而造成各項事

務的異動。而對於地方而言，受到最直接影響必然是省級行政區與其黨委，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領導人的更替確實會影響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 

在胡錦濤與習近平各自的主政時期，都有不同的政策主張以及政治目的，省

級常委的整體組成以及特性也會隨著相關決策或者權力考量出現變化，並且是朝

著領導人希望的方向變動。然而即便省級常委的組成或特性的確會隨領導人變更

出現差異，但是研究也顯示這些變化依然必須維持在一定的既定規則之中，領導

人始終必須確保所有的人事決策和更動不會影響黨對所有事務的完全領導，同時

保持中共一黨專政的永續性。 

 

（三）省級常委差異反應出的中共政治運作邏輯 

 中共統治著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雖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體，但是仍然可能

會因鞭長莫及產生中央無法完全掌控地方的情況，地方對於中央的政策要求或者

重要政令若採取選擇性執行甚至暗中抵制，可能傷害領導人威信使中央與地方面

臨監督問題。 

領導人對於人事權的掌控是解決相關問題的重要關鍵，透過掌握地方人事任

命，建立有利自身政策與權力鞏固的環境。本研究中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的變化

反應出領導人意志的展現，領導人對於省級常委的安排與考量是造成省級常委出

現變動的關鍵原因，而領導人的考量則又是因應當下所處政治環境中作出的選擇，

這樣的現象也顯現中共領導人的權力不僅止於控制中央的決策，也會擴散至下級

地方黨委，並藉由地方幹部的任用層層確保權力基礎的穩固，使其政令暢通。 

 

（四）本研究的貢獻與理論意義 

本文透過幹部的詳細資訊搜集，歸納整理後建立省級常委組成結構和個人特

性的比較分析，為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幹部差異提供數據證明，同時驗證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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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領導人幹部管理和任用偏好所做的分析。從省級常委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胡

錦濤時期省級常委的任用上確實是有所偏好，重用共青團的現象也從數據得到證

實；而習近平上任後進行的各項舉措同樣也影響重要省級幹部的任用，包含中央

反腐力度的增強、政法委改革、軍隊改革、整頓共青團以及任用理工專業人才等，

都反映在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性變化上，使習近平時代的省級常委因為領導人變

化出現非常不同的樣貌。 

不同領導人時期省級常委的差異所反應的是，領導人基於政策推動需求和權

力鞏固的目的，對省級常委進行不同的職務安排以及幹部任用標準，進而影響省

級常委群體的整體組成與特性。而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於，能夠擴展領導人幹部

任用邏輯的觀察，反映出領導人對於人事的管控不僅止於中央層級，而是會延伸

到地方，凸顯出省級常委為代表的省級領導幹部同樣是中共政治體制中的關鍵角

色，其重要性在於作為領導人穩定統治所需要的權力基礎以及政策支持者。 

 

三、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試圖透過比較胡錦濤與習近平主政時期省級常委的組成與特質差異，探

討領導人對省級常委群體的影響。省級常委特性研究的相關文獻較少，其中的跨

時比較分析也屬少數，本研究嘗試以地方幹部的視角分析領導人在其中產生的影

響，但因地方幹部人數眾多且資訊龐雜，或許仍有忽略以及不夠完善之處，甚至

可能出現不夠完整的分析，期待後續能有更多相關研究加以修正。 

 關於樣本的選擇部分，本文以胡錦濤與習近平為分析的標的，並以兩者各自

主政時期的省級常委名單為樣本。這樣的研究方式使得分析的重點集中在習近平

時代政策變化對省級常委形成的影響，胡錦濤時期則偏向成為兩者對比的參照物，

因而可能難以呈現胡錦濤上任後與前任在省級常委任用上的差異，若能將江澤民

主政時期的樣本也納入考量，則可能會使胡錦濤時期省級常委的變化更具解釋力。

此外關於省級常委特性的界定，本文僅從相關文獻中選擇有限的數種特性進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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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對於人數眾多的省級常委而言，若能增加更多比較的參考應能獲得更為

豐碩的研究成果。 

 最後本文是以領導人差異為自變項，而省級常委組成與特性作為依變項進行

的研究，具體呈現出省級常委在不同領導人時期的組成和特性差異，這樣的研究

方式雖然初步呈現省級常委因領導人因素造成的改變，但卻無法完全解釋省級常

委變化對整體政治發展的影響。若將省級常委的組成或特性差異作為自變項進行

相關研究，可以更深入理解省級常委代表的意義和重要性，例如比較省級統戰部

長作為省級常委穩定組成之前以及之後，省級統戰工作出現什麼樣的差異；或者

分析留學經歷是否會造成同職務的省級常委在工作表現上的差異等。後續若能有

更多類似的研究能更豐富省級常委群體相關的研究成果，同時也能強化比較分析

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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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省級常委特性比較	

	

一、省級常委特性的職務間比較	

	

（一）前項職務背景	

	 2011-2012	 2016-2017	

中央	 他省	 本省	 中央	 他省	 本省	

黨委書記	 8/31	

25.8%	

16/31	

51.6%	

7/31	

22.6%	

3/31	

9.7%	

12/31	

38.7%	

16/31	

51.6%	

黨委副書

記（省長）	

4/31	

12.9%	

7/31	

22.6%	

20/31	

64.5%	

8/31	

25.8%	

7/31	

22.6%	

16/31	

51.6%	

黨委專職

副書記	

2/34	

5.9%	

5/34	

14.7%	

27/34	

79.4%	

7/34	

20.6%	

12/34	

35.3%	

15/34	

44.1%	

紀委書記	 5/31	

16.1%	

11/31	

35.5%	

15/31	

48.4%	

17/31	

54.8%	

14/31	

45.2%	

0	

政府常務

副職	

3/27	

11.1%	

4/27	

14.8%	

20/27	

74.1%	

2/31	

6.5%	

5/31	

16.1%	

24/31	

77.4%	

政法委書

記	

1/31	

3.2%	

2/31	

6.5%	

28/31	

90.3%	

0	 2/28	

7.1%	

26/28	

92.9%	

組織部長	 7/31	

22.6%	

15/31	

48.4%	

9/31	

29%	

7/31	

22.6%	

18/31	

58.1%	

6/31	

19.3%	

宣傳部長	 5/30	

16.7%	

1/30	

3.3%	

24/30	

80%	

6/31	

19.4%	

3/31	

9.7%	

22/31	

71%	

省會城市

一把手	

0	 2/27	

7.4%	

25/27	

92.6%	

1/28	

3.6%	

7/28	

25%	

20/28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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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部長	 0	 0	 23/23	

100%	

1/30	

3.3%	

4/30	

13.3%	

25/30	

83.3%	

黨委秘書

長	

0	 1/31	

3.2%	

30/31	

96.8%	

0	 0	 30/30	

100%	

下轄行政

區一把手	

0	 0	 26/26	

100%	

0	 1/31	

3.2%	

30/31	

96.8%	

總數	 35/353	

9.9%	

64/353	

18.1%	

254/353	

72%	

52/367	

14.2%	

85/367	

23.2%	

230/367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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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身系統	

2011-2012	

職務	 中央部委	 軍隊	 國企	 科研人員	 基層幹部	

黨委書記	 2/31	

6.5%	

5/31	

16.1%	

7/31	

22.6%	

3/31	

9.7%	

14/31	

45.2%	

黨委副書

記（省

長）	

5/31	

16.1%	

3/31	

9.7%	

4/31	

12.9%	

4/31	

12.9%	

15/31	

48.4%	

黨委專職

副書記	

1/34	

2.9%	

1/34	

2.9%	

7/34	

20.6%	

4/34	

11.8%	

21/34	

61.8%	

紀委書記	 2/31	

6.5%	

4/31	

12.9%	

5/31	

16.1%	

3/31	

9.7%	

17/31	

54.9%	

政府常務

副職	

3/27	

11.1%	

2/27	

7.4%	

1/27	

3.7%	

5/27	

18.5%	

16/27	

59.3%	

政法委書

記	

2/31	

6.5%	

2/31	

6.5%	

3/31	

9.7%	

1/31	

3.2%	

23/31	

74.2%	

組織部長	 6/31	

19.4%	

1/31	

3.2%	

5/31	

16.1%	

3/31	

9.7%	

16/31	

51.6%	

宣傳部長	 3/30	

10%	

1/30	

3.3%	

2/30	

6.7%	

1/30	

3.3%	

23/30	

76.7%	

省會城市

一把手	

1/27	

3.7%	

2/27	

7.4%	

5/27	

18.5%	

0	 19/27	

70.4%	

統戰部長	 3/23	

13%	

0	 3/23	

13%	

1/23	

4.4%	

16/23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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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委秘書

長	

1/31	

3.2%	

2/31	

6.5%	

6/31	

19.4%	

3/31	

9.7%	

19/31	

61.3%	

下轄行政

區一把手	

2/26	

7.7%	

0	 4/26	

15.4%	

2/26	

7.7%	

18/26	

69.2%	

	

2016-2017	

職務	 中央部委	 軍隊	 國企	 科研人員	 基層幹部	

黨委書記	 3/31	

9.7%	

2/31	

6.5%	

5/31	

16.1%	

3/31	

9.7%	

18/31	

58.1%	

黨委副書

記（省

長）	

5/31	

16.1%	

0	 5/31	

16.1%	

9/31	

29%	

12/31	

38.7%	

黨委專職

副書記	

7/34	

20.6%	

0	 2/34	

5.9%	

5/34	

14.7%	

20/34	

58.8%	

紀委書記	 11/31	

35.5%	

0	 1/31	

3.2%	

2/31	

6.5%	

17/31	

54.8%	

政府常務

副職	

3/31	

9.7%	

0	 2/31	

6.5%	

9/31	

29%	

17/31	

54.8%	

政法委書

記	

3/28	

10.7%	

0	 1/28	

3.6%	

1/28	

3.6%	

23/28	

82.1%	

組織部長	 11/31	

35.5%	

0	 1/31	

3.2%	

4/31	

12.9%	

15/31	

48.4%	

宣傳部長	 6/31	

19.4%	

1/31	

3.2%	

2/31	

6.5%	

4/31	

12.9%	

18/31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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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城市

一把手	

4/28	

14.3%	

1/28	

3.6%	

2/28	

7.1%	

3/28	

10.7%	

18/28	

64.3%	

統戰部長	 1/30	

3.3%	

1/30	

3.3%	

3/30	

10%	

1/30	

3.3%	

24/30	

80%	

黨委秘書

長	

3/30	

10%	

0	 5/30	

16.7%	

1/30	

3.3%	

21/30	

70%	

下轄行政

區一把手	

4/31	

12.9%	

0%	 4/31	

12.9%	

3/31	

9.7%	

20/31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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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職年齡	

職務	 2011-2012	

平均年齡	

2016-2017	

平均年齡	

黨委書記	 58.77	 59.16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57.23	 56.65	

黨委專職副書記	 54.18	 54.59	

紀委書記	 56.42	 53.87	

政府常務副職	 53.3	 53.81	

政法委書記	 53.74	 54.32	

組織部長	 53	 53.9	

宣傳部長	 51.9	 53.52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51.63	 53.96	

統戰部長	 53.7	 53.3	

黨委秘書長	 52.9	 52.97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50.85	 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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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黨年齡	

職務	 2011-2012	

平均入黨年齡	

2016-2017	

平均入黨年齡	

黨委書記	 21.9	 21.32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23.16	 22.81	

黨委專職副書記	 21.58	 23.06	

紀委書記	 21.13	 22.48	

政府常務副職	 23.07	 23.03	

政法委書記	 21.71	 23.21	

組織部長	 21.97	 22	

宣傳部長	 21.1	 22.29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22.07	 21.75	

統戰部長	 21.78	 21.13	

黨委秘書長	 21.68	 21.4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21.19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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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歸派比例	

職務	 2011-2012	

海歸派比例	

2016-2017	

海歸派比例	

黨委書記	 2/31	

6.5%	

4/31	

12.9%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1/31	

3.2%	

8/31	

25.8%	

黨委專職副書記	 3/34	

8.8%	

6/34	

17.7%	

紀委書記	 3/31	

9.7%	

7/31	

22.6%	

政府常務副職	 2/27	

7.4%	

5/31	

16.1%	

政法委書記	 1/31	

3.2%	

2/28	

7.1%	

組織部長	 4/31	

12.9%	

2/31	

6.5%	

宣傳部長	 1/30	

3.3%	

2/31	

6.5%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3/27	

11.1%	

5/28	

17.9%	

統戰部長	 1/23	

4.4%	

4/30	

13.3%	

黨委秘書長	 1/31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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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6.7%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3/26	

11.5%	

4/3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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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青團比例	

職務	 2011-2012	

共青團經歷比例	

2016-2017	

共青團經歷比例	

黨委書記	 14/31	

45.2%	

7/31	

22.6%	

黨委副書記	

（政府首長）	

11/31	

35.5%	

2/31	

6.5%	

黨委專職副書記	 12/34	

35.3%	

6/34	

17.7%	

紀委書記	 6/31	

19.4%	

0	

政府常務副職	 4/27	

14.8%	

6/31	

19.4%	

政法委書記	 10/31	

32.3%	

4/28	

14.3%	

組織部長	 9/31	

29%	

6/31	

19.4%	

宣傳部長	 9/30	

30%	

7/31	

22.6%	

省會城市一把手	

（直轄市政府所在區一

把手）	

7/27	

25.9%	

5/28	

17.9%	

統戰部長	 9/23	

39.1%	

10/30	

33.3%	

黨委秘書長	 10/31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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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0%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	

（非省會城市）	

6/26	

23.1%	

4/3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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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級常委特性的行政區間比較	

	

（一）前項職務背景	

	 2011-2012（數量/總數）	 2012-2017（數量/總數）	

中央	 他省	 本地	 中央	 他省	 本地	

北京	 1/12	 1/12	 10/12	 5/12	 0	 7/12	

上海	 2/11	 1/11	 8/11	 0	 3/11	 8/11	

天津	 1/12	 4/12	 7/12	 3/12	 3/12	 6/12	

重慶	 2/12	 1/12	 9/12	 1/12	 4/12	 7/12	

新疆	 3/14	 2/14	 9/14	 1/14	 4/14	 9/14	

西藏	 0	 2/14	 12/14	 1/14	 1/14	 12/14	

內蒙古	 0	 5/12	 7/12	 0	 5/12	 7/12	

廣西	 3/12	 1/12	 8/12	 4/12	 0	 8/12	

寧夏	 2/12	 2/12	 8/12	 1/12	 5/12	 6/12	

黑龍江	 2/12	 2/12	 8/12	 1/12	 3/12	 8/12	

吉林	 3/12	 1/12	 8/12	 2/12	 3/12	 7/12	

遼寧	 2/12	 2/12	 8/12	 3/12	 3/12	 6/12	

山西	 1/12	 2/12	 7/12	 1/12	 3/12	 8/12	

河北	 1/12	 2/12	 9/12	 1/12	 3/12	 8/12	

江蘇	 1/12	 1/12	 10/12	 0	 5/12	 7/12	

浙江	 1/12	 2/12	 9/12	 1/12	 1/12	 10/12	

安徽	 1/12	 3/12	 8/12	 1/12	 2/12	 9/12	

福建	 2/12	 1/12	 9/12	 4/12	 0	 8/12	

江西	 2/12	 4/12	 6/12	 1/12	 4/12	 7/12	

山東	 3/12	 0	 9/12	 2/12	 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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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1/12	 2/12	 9/12	 1/12	 3/12	 8/12	

湖北	 0	 3/12	 9/12	 3/12	 3/12	 6/12	

湖南	 1/12	 2/12	 9/12	 3/12	 1/12	 8/12	

廣東	 1/12	 2/12	 9/12	 2/12	 2/12	 8/12	

海南	 0	 1/11	 10/11	 1/12	 4/12	 7/12	

四川	 0	 0	 12/12	 2/12	 2/12	 8/12	

貴州	 0	 5/12	 7/12	 1/12	 3/12	 8/12	

雲南	 0	 2/12	 10/12	 1/12	 4/12	 7/12	

陝西	 1/12	 0	 11/12	 1/12	 1/12	 10/12	

甘肅	 2/12	 2/12	 8/12	 1/11	 3/11	 7/11	

青海	 0	 0	 13/13	 3/13	 4/13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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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身系統	

2011-2012	

行政區	 中央部委	 軍隊	 國企	 科研人員	 基層幹部	

北京	 3/12(25%)	 0	 0	 3/12(25%)	 6/12(50%)	

上海	 1/11(9.1%)	 0	 4/11(36.4%)	 1/11(9.1%)	 5/11(45.5%)	

天津	 3/12(25%)	 1/12(8.3%)	 0	 2/12(16.7%)	 6/12(50%)	

重慶	 3/12(25%)	 2/12(16.7%)	 3/12(25%)	 0	 4/12(33.3%)	

新疆	 1/14(7.1%)	 3/14(21.4%)	 1/14(7.1%)	 1/14(7.1%)	 8/14(57.1%)	

西藏	 2/14(14.3%)	 1/14(7.1%)	 5/14(35.7%)	 2/14(14.3%)	 4/14(28.6%)	

內蒙古	 0	 0	 0	 2/12(16.7%)	 10/12(83.3%)	

廣西	 1/12(8.3%)	 0	 2/12(16.7%)	 2/12(16.7%)	 7/12(58.3%)	

寧夏	 2/12(16.7%)	 1/12(8.3%)	 0	 0	 9/12(75%)	

黑龍江	 0	 1/12(8.3%)	 1/12(8.3%)	 0	 10/12(83.3%)	

吉林	 0	 0	 3/11(27.3%)	 1/11(9.1%)	 7/11(63.6%)	

遼寧	 1/12(8.3%)	 0	 1/12(8.3%)	 1/12(8.3%)	 9/12(75%)	

山西	 1/12(8.3%)	 0	 1/12(8.3%)	 1/12(8.3%)	 9/12(75%)	

河北	 0	 1/12(8.3%)	 3/12(25%)	 2/12(16.7%)	 6/12(50%)	

江蘇	 0	 4/12(33.3%)	 0	 2/12(16.7%)	 6/12(50%)	

浙江	 2/12(16.7%)	 1/12(8.3%)	 1/12(8.3%)	 0	 8/12(75%)	

安徽	 1/12(8.3%)	 1/12(8.3%)	 2/12(16.7%)	 2/12(16.7%)	 6/12(50%)	

福建	 0	 0	 3/12(25%)	 1/12(8.3%)	 8/12(66.7%)	

江西	 1/12(8.3%)	 0	 5/12(41.7%)	 1/12(8.3%)	 5/12(41.7%)	

山東	 2/12(16.7%)	 2/12(16.7%)	 2/12(16.7%)	 0	 6/12(50%)	

河南	 0	 1/12(8.3%)	 1/12(8.3%)	 1/12(8.3%)	 9/12(75%)	

湖北	 0	 0	 0	 0	 12/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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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2/12(16.7%)	 1/12(8.3%)	 1/12(8.3%)	 2/12(16.7%)	 6/12(50%)	

廣東	 2/12(16.7%)	 0	 1/12(8.3%)	 1/12(8.3%)	 8/12(66.7%)	

海南	 0	 2/11(18.2%)	 3/11(27.3%)	 1/11(9.1%)	 5/11(45.5%)	

四川	 1/12(8.3%)	 1/12(8.3%)	 2/12(16.7%)	 2/12(16.7%)	 6/12(50%)	

貴州	 2/12(16.7%)	 1/12(8.3%)	 1/12(8.3%)	 0	 8/12(66.7%)	

雲南	 1/12(8.3%)	 0	 2/12(16.7%)	 2/12(16.7%)	 7/12(58.3%)	

陝西	 1/12(8.3%)	 0	 3/12(25%)	 3/12(25%)	 5/12(41.7%)	

甘肅	 0	 1/12(8.3%)	 1/12(8.3%)	 3/12(25%)	 7/12(58.3%)	

青海	 1/13(7.7%)	 0	 3/13(23.1%)	 0	 9/13(69.2%)	

	

2016-2017	

行政區	 中央部委	 軍隊	 國企	 科研人員	 基層幹部	

北京	 1/12(8.3%)	 0	 0	 4/12(33.3%)	 7/12(58.3%)	

上海	 2/11(18.2%)	 0	 1/11(9.1%)	 2/11(18.2%)	 6/11(54.6%)	

天津	 1/12(8.3%)	 0	 1/12(8.3%)	 3/12(25%)	 7/12(58.3%)	

重慶	 1/12(8.3%)	 0	 1/12(8.3%)	 3/12(25%)	 7/12(58.3%)	

新疆	 0	 0	 2/14(14.3%)	 2/14(14.3%)	 10/14(71.4%)	

西藏	 4/14(21.4%)	 0	 1/14(7.1%)	 1/14(7.1%)	 8/14(57.1%)	

內蒙古	 1/12(8.3%)	 0	 0	 4/12(33.3%)	 7/12(58.3%)	

廣西	 3/12(25%)	 1/12(8.3%)	 0	 2/12(16.7%)	 6/12(50%)	

寧夏	 1/12(8.3%)	 0	 1/12(8.3%)	 2/12(16.7%)	 8/12(66.7%)	

黑龍江	 3/12(25%)	 0	 3/12(25%)	 1/12(8.3%)	 5/12(41.7%)	

吉林	 1/12(8.3%)	 0	 3/12(25%)	 1/12(8.3%)	 7/12(58.3%)	

遼寧	 4/12(33.3%)	 0	 1/12(8.3%)	 1/12(8.3%)	 6/12(50%)	

山西	 3/12(25%)	 0	 2/12(16.7%)	 1/12(8.3%)	 6/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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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3/12(25%)	 0	 1/12(8.3%)	 1/12(8.3%)	 7/12(58.3%)	

江蘇	 1/12(8.3%)	 1/12(8.3%)	 1/12(8.3%)	 1/12(8.3%)	 8/12(75%)	

浙江	 2/12(16.7%)	 0	 0	 2/12(16.7%)	 8/12(75%)	

安徽	 3/12(25%)	 0	 1/12(8.3%)	 1/12(8.3%)	 7/12(58.3%)	

福建	 1/12(8.3%)	 1/12(8.3%)	 2/12(16.7%)	 1/12(8.3%)	 7/12(58.3%)	

江西	 3/12(25%)	 0	 3/12(25%)	 1/12(8.3%)	 5/12(41.7%)	

山東	 1/12(8.3%)	 0	 1/12(8.3%)	 0	 10/12(83.3%)	

河南	 2/12(16.7%)	 0	 1/12(8.3%)	 0	 9/12(75%)	

湖北	 1/12(8.3%)	 0	 2/12(16.7%)	 0	 9/12(75%)	

湖南	 2/12(16.7%)	 0	 2/12(16.7%)	 2/12(16.7%)	 6/12(50%)	

廣東	 3/12(25%)	 0	 0	 1/12(8.3%)	 8/12(66.7%)	

海南	 3/12(25%)	 0	 0	 3/12(25%)	 6/12(50%)	

四川	 1/12(8.3%)	 1/12(8.3%)	 2/12(16.7%)	 1/12(8.3%)	 7/12(58.3%)	

貴州	 1/12(8.3%)	 0	 1/12(8.3%)	 2/12(16.7%)	 8/12(66.7%)	

雲南	 0	 0	 3/12(25%)	 1/12(8.3%)	 8/12(66.7%)	

陝西	 2/12(16.7%)	 0	 0	 4/12(33.3%)	 6/12(50%)	

甘肅	 4/11(36.4%)	 1/11(9.1%)	 0	 1/11(9.1%)	 5/11(45.5%)	

青海	 2/13(15.4%)	 0	 1/13(7.7%)	 3/13(23.1%)	 7/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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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職年齡	

行政區	 2011-2012	

常委平均年齡	

2016-2017	

常委平均年齡	

北京	 55.31	 54.42	

上海	 55.73	 53.27	

天津	 55.31	 54.42	

重慶	 54.85	 53.58	

新疆	 51.93	 55.29	

西藏	 53	 53.57	

內蒙古	 52.31	 53.75	

廣西	 54.46	 55.42	

寧夏	 53.15	 54.5	

黑龍江	 53.08	 53	

吉林	 53.15	 54.67	

遼寧	 55.92	 54.42	

山西	 53.46	 55.42	

河北	 53.69	 54.42	

江蘇	 55	 54	

浙江	 54.54	 53.67	

安徽	 52.69	 53.33	

福建	 53.92	 55.42	

江西	 55.15	 54	

山東	 54.54	 53.83	

河南	 53.77	 55.58	

湖北	 54	 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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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53.92	 54.5	

廣東	 53.62	 53.33	

海南	 55.33	 54.58	

四川	 55.25	 54.33	

貴州	 53.31	 55.33	

雲南	 54.31	 54.5	

陝西	 55.25	 54.67	

甘肅	 54.38	 54.27	

青海	 54.21	 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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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黨年齡	

行政區	 2011-2012	

常委平均入黨年齡	

2016-2017	

常委平均入黨年齡	

北京	 23.77	 22.33	

上海	 21.45	 22	

天津	 22.23	 22	

重慶	 20.92	 22.17	

新疆	 20.67	 22.43	

西藏	 21	 21.93	

內蒙古	 23.46	 23.67	

廣西	 22.23	 22	

寧夏	 22.31	 21.75	

黑龍江	 21.15	 22.92	

吉林	 21.25	 22.67	

遼寧	 22.3	 21.73	

山西	 21	 22.58	

河北	 23.54	 24.08	

江蘇	 21.69	 21.83	

浙江	 21.69	 22.67	

安徽	 21.08	 23	

福建	 22.17	 22.33	

江西	 21.77	 22.75	

山東	 20.38	 22.42	

河南	 23.75	 23.08	

湖北	 20.3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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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20.62	 21.25	

廣東	 20.92	 22.42	

海南	 21.08	 21.67	

四川	 22.83	 21.25	

貴州	 21.77	 22.25	

雲南	 21.31	 21.42	

陝西	 21.25	 21.92	

甘肅	 22.38	 22.45	

青海	 22.71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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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歸派比例	

行政區	 2011-2012	

海歸派比例	

2016-2017	

海歸派比例	

北京	 0	 2/12(16.7%)	

上海	 1/12(8.3%)	 2/11(18%)	

天津	 1/12(8.3%)	 2/12(16.7%)	

重慶	 1/12(8.3%)	 5/12(41.7%)	

新疆	 2/14(14.3%)	 1/14(7.1%)	

西藏	 0	 0	

內蒙古	 0	 0	

廣西	 1/12(8.3%)	 3/12(25%)	

寧夏	 0	 1/12(8.3%)	

黑龍江	 0	 1/12(8.3%)	

吉林	 1/12(8.3%)	 2/12(16.7%)	

遼寧	 0	 1/12(8.3%)	

山西	 1/12(8.3%)	 2/12(16.7%)	

河北	 1/12(8.3%)	 3/12(25%)	

江蘇	 3/12(25%)	 3/12(25%)	

浙江	 1/12(8.3%)	 1/12(8.3%)	

安徽	 0	 1/12(8.3%)	

福建	 1/12(8.3%)	 0	

江西	 1/12(8.3%)	 2/12(16.7%)	

山東	 0	 1/12(8.3%)	

河南	 1/12(8.3%)	 1/12(8.3%)	

湖北	 1/12(8.3%)	 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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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0	 0	

廣東	 1/12(8.3%)	 4/12(33.3%)	

海南	 1/11(9.1%)	 2/12(16.7%)	

四川	 0	 4/12(33.3%)	

貴州	 0	 0	

雲南	 1/12(8.3%)	 2/12(16.7%)	

陝西	 2/12(16.7%)	 3/12(25%)	

甘肅	 1/12(8.3%)	 3/11(27.3%)	

青海	 0	 1/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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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青團比例	

行政區	 2011-2012	

常委曾任職共青團比例	

2016-2017	

常委曾任職共青團比例	

北京	 2/12(16.7%)	 0	

上海	 2/12(16.7%)	 3/11(27.3%)	

天津	 6/12(50%)	 2/12(16.7%)	

重慶	 1/12(8.3%)	 2/12(16.7%)	

新疆	 5/14(35.7%)	 4/14(28.6%)	

西藏	 3/14(21.4%)	 1/14(7.1%)	

內蒙古	 6/12(50%)	 1/11(9.1%)	

廣西	 2/12(16.7%)	 0	

寧夏	 3/12(25%)	 1/12(8.3%)	

黑龍江	 3/12(25%)	 3/12(25%)	

吉林	 7/12(58.3%)	 3/12(25%)	

遼寧	 2/12(16.7%)	 0	

山西	 5/12(41.7%)	 3/12(25%)	

河北	 5/12(41.7%)	 4/12(33.3%)	

江蘇	 3/12(25%)	 4/12(33.3%)	

浙江	 5/12(41.7%)	 4/12(33.3%)	

安徽	 6/12(50%)	 2/12(16.7%)	

福建	 3/12(25%)	 4/12(33.3%)	

江西	 3/12(25%)	 1/12(8.3%)	

山東	 5/12(41.7%)	 2/12(16.7%)	

河南	 3/12(25%)	 4/12(33.3%)	

湖北	 2/12(16.7%)	 2/1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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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3/12(25%)	 3/12(25%)	

廣東	 5/12(41.7%)	 1/12(8.3%)	

海南	 5/11(45.5%)	 1/12(8.3%)	

四川	 3/12(25%)	 4/12(33.3%)	

貴州	 6/12(50%)	 2/12(16.7%)	

雲南	 2/12(16.7%)	 3/12(25%)	

陝西	 1/12(8.3%)	 2/12(16.7%)	

甘肅	 2/12(16.7%)	 0	

青海	 3/13(23.1%)	 1/1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