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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與政治菁英的新老交替

寇健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中共日前宣佈，十七大將於今年十月十五

日召開。由於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已經確定

成為未來五年的施政主軸與基本精神，十七大

的重點將會是人事安排，特別是第五代領導班

子的佈署。自去年下半年起，中共即開始替換

省部級菁英，為十七大的新老交替預作準備。

接下來，本文分就省級黨委換屆、部分國務院

部委首長異動、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會可能出

現的人事變化進行分析。

一、省級黨委換屆的特色

中共省級黨委已經於今年六月底改選完

畢。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可說是第一個特色。

此次換屆嚴格要求幹部年齡，形成「3.1.8」劃

線。省級黨政一把手提名年齡不能超過63歲；

紀委書記的提名年齡不能超過61歲；其它黨委

常委的提名年齡不能超過 58歲。以山東省為

例，省長韓寓群今年 64歲，儘管未到退休年

齡，但其職務由姜大明接任。據報導，換屆後

的省級黨委書記中，省委一把手的平均年齡為

58.39歲，生於1950年代者達到12人，佔省委

書記總數的39%。由此來看，十七大中委會的

人事將以「共和國一代」為主。

同時，中共要求在省級黨委領導班子成員

中增加熟悉工業經濟、金融、法律、城市建設

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新擢升的幹部學歷也全

面提高，多為大學以上，甚至碩士研究生以

上。換屆後的省委書記中，有博士、碩士的近

半數，如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法學博士）、

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經濟學博士）、吉林省

委書記王珉（機械制造專業博士）、江蘇省委

書記李源潮（法學博士）等。

第二個特色是「一正二副」。除了西藏、

新疆、內蒙古以外，其餘各省省委副書記人數

均減為兩人。一人兼任省長，另一人為專職副

書記。據媒體報導，省委副書記共67人，比上

次換屆時的158名減少91人。然而，精簡黨委

副書記人數不一定能達成預期目標。地方重大

人事、政策由省委常委會決定，但會議前的規

劃與準備會影響常委會會議的進行。副書記人

數減為兩名，事前決定草案的總人數變少，從

而可能使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另外，專

職省委副書記減至一名以後，若未跟著調整副

書記的職權，其工作量將過於龐大，無利於效

率提升。

本次省級黨委換屆的第三個特色是調整省

紀委書記的地位。首先，省級紀委書記不再由

省委副書記兼任。換屆後只有內蒙古自治區紀

委書記巴特爾仍擔任黨委副書記，其餘均為省

委常委兼任省紀委書記。其中廣西馬鐵山、江

蘇馮敏剛兩位省紀委書記還是由省委副書記改

任省委常委。另外，北京、上海、天津、重慶

四大直轄市紀委書記都是採用中央「空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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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共中央意圖掌握對省紀委書記的提名

權和任命權，確保對地方反腐工作的指揮。

第四個特色是遏制地方主義。這一兩年，

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別爆發嚴重的幹部腐敗案

件。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因生活腐化墮落被免

職，海淀區區長周良洛、副區長星志國被中紀

委調查。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寶金因貪腐敗

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在辦公

室自殺身亡。上海則有市委書記陳良宇和市勞

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寶山區區長秦裕

等數位局級官員鋃鐺入獄。這些人雖然擔任職

務不同，但卻都是長期在同一省級行政區工

作。1980年代初期以後，上海與天津兩地的市

委書記與市長多為本地官員直升，外地官員調

入者極少。此次上海市委書記和天津市委書記

同時由外省抽調幹部擔任，顯示中共中央有意

打破兩地的地方主義。

團系勢力持續擴大可說是本次省級黨委換

屆的第五個特色。換屆改選後，團系幹部（曾

經在共青團擔任副局級以上職務）擔任省委書

記10人，省長12人（含新上任的山西省代省長

孟學農）。團系擔任正副書記與省長的人數佔

全國的三成以上。與2002年前一次換屆改選時

相較，當時團系省委書記和省長各只有 3人，

占全國比例略低於10%。五年之內，團系幹部

擔任省級黨政一把手的比例增加到原來的三

倍。另外，由於中共會優先安排省委書記和省

長為新一屆中委會委員，局級團系省委書記和

省長人數的激增將會造成團系中委的人數連帶

增加。預估團系幹部擔任十七屆中委的人數可

望再創新高，至少超過三十人以上。

二、部分國務院部委首長異動的

特色

今年四月之後，中共陸續調動多名國務院

部委主要領導幹部，為今年十月即將召開的十

七大人事部署預做準備。按照慣例，中央委員

會應由中共政權黨政軍群企等重要單位的領導

幹部組成。然而，中共黨大會與國務院改選間

隔約三至六個月，加上嚴格執行幹部劃線退休

的規定，致使部分中央委員在選出後一兩年便

屆齡退休。在這種情形下，部分中央委員已經

成為退休幹部，而部分第一線黨政領導幹部卻

無法進入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性因

此受到影響。為了克服這個問題，中共第五代

領導班子預先調動國務院部委首長，以便讓明

年三月以後擔任國務院部委首長的人可在十七

大先出任中央委員。同時，由於中共已經在召

開黨大會之前公佈幹部新職，他們在中央委員

選舉中就不會出現「不小心」差額落選的窘

境。

由於本次省級黨委換屆已經形成「3.1.8」

劃線的規範，國務院部委首長的轉崗年齡也順

勢調降為 6 3 歲，如前財政部長金人慶（6 3

歲）、前國家安全部長許永躍（65歲）。金人

慶因年齡已近64歲，又有生活腐化問題，被安

排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二線職務。

（有傳聞說他並未就任）

此多國務院部分不韙首長異動有幾個特

色。第一個特色是出現多個「黨政雙首長」（部

長與黨組書記由不同人擔任）的部委。國務院

29個部委，包括外交部、科技部、衛生部、建

設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人口和計劃

生育委員等六個部委出現「黨政雙首長」。過

去只有外交部是黨、政首長分立，其餘均由部

長兼任黨組書記。由此可見，目前多個部委出

現「黨政雙首長」實屬異例。

此波人事異動出現的「黨政雙首長」又可

進一步分成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真正的

「黨政雙首長」，成因為非中共黨籍人士出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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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首長，導致該部委黨組書記必須由一位中共

黨籍的副部長出任。如今年四月致公黨的萬鋼

於接任科技部長，但該部的黨組書記為副部

長李學勇（中共黨籍、男、57歲）。無黨籍的

陳竺於六月擔任衛生部長，但該部的黨組書記

由原為該部部長，但調整為副部長的高強（中

共黨籍、男、 53歲）繼續擔任。

第二種「黨政雙首長」是過渡性質的安

排，成因是因應今年十月十七大召開與明年三

月人大改選國務院之間，約有六個月的時間

差。部分即將屆齡的國務院部委首長提前卸去

黨組書記職務，但繼續保留政府職務。黨組書

記交由年輕的預定接班人選負責。例如建設部

黨組書記為姜偉新，但該部部長是汪光燾（中

共黨籍、男、64歲）；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黨

組書記為楊傳堂，主任為李德洙（中共黨籍、

男、64歲）；又如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書記為

李斌，但主任是張維慶（中共黨籍、男、 63

歲）；文化部黨組書記是于幼軍，但部長為孫

家正（中共黨籍、男、63歲）。在明年兩會的

政府重組時，這種類型的「黨政雙首長」將會

消失。

此波人事異動的第二個特色是多為中央職

能相近部門轉任或由副手升任一把手，只有少

數是由地方晉升轉任，或由高校科研單位轉

任。由原先單位副手晉升為一把手的包括外交

部部長楊潔篪、僑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人事

部部長尹蔚民、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

楊傳堂、國家安全部部長耿惠昌。由職能性質

類似的部門調任則包括國土資源部長徐紹史、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監察部部長馬 、建設部

黨組書記姜偉新、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還

有一些是從地方調任，包括水利部部長陳雷、

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書記李斌、文化部黨組書

記于幼軍。其中，李斌的原職是吉林省委常

委、副省長且接任不到三個月就調到國家人口

計生委黨組。于幼軍則因為山西爆發黑磚窯奴

工事件，政治責任雖不嚴重但仍須負起督導不

週的責任，離開山溪省長職務，平調國務院部

委工作。還有少數是由非高校科研單位調任，

包括科技部長萬鋼、衛生部長陳竺。

此波國務院部委首長人事異動的第三個特

色是年輕化。受到「3.1.8」年齡規定的影響，

部委新手年齡多在60歲以下。新手的年齡分佈

相當平均，以 50至 60歲最多。最年輕為張慶

偉的 46歲，最年長為謝旭人的 60歲，其餘為

五十多歲。除了謝旭人應為臨時接替金人慶的

財政部部長職務之外，其他幹部都不到60歲，

應可在任職三年以上。

女性首長人數增加則是此波人事異動的第

四個特色。在本次的調任中，出現三位女性部

長（或黨組書記），分別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主任李海峰，由中共僑辦副主任晉升。其二是

監察部長馬 ，原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第三位

是李斌，出任國家人口生委副主任、黨組書

記。

三、政治局人事安排的可能走向

目前外界對於中共十七大高層人事佈局的

說法相當分歧。外界一致的觀點是中紀委書記

吳官正（69歲）、政法委書記羅幹（72歲）超

齡，不會續任政治局常委。外界媒體對於政治

局常委會維持九人制或改為七人制，意見不

一。贊同七人制的有香港有線電視、美國之

音。不過，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

出，中共仍將維持現行九人的編制，九位政治

局常委的名單也已經確定。至於誰會成為第五

代領導班子的「核心」，目前外界媒體與分析

家大都看好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如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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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時報」、韓國「韓聯社」、亞洲周刊等

等。

至於其他可能「首次」當選政治局常委的

人選，外界的看法再度分歧。香港的中國人權

民運信息中心表示，除了李克強之外，張德

江、王兆國、俞正聲及周永康四位也是新人。

由於他們四人都是現任政治局委員，年齡也比

較高，很可能成為「一屆」政治局常委，如李

嵐清與尉建行的前例。只有李克強才是第五代

接班人選，成為胡錦濤之後的中共總書記的單

一培養人選。

南華早報則報導，「首次」當選政治局常

委的可能人選為李源潮、張德江、俞正聲等

人。亞洲周刊則認為除了胡錦濤、溫家寶、曾

慶紅、吳邦國、李長春五位現任政治局常委留

任外，還會增加張德江、王剛、王兆國、李克

強四位新人，共九位政治局常委。香港有線電

視則報導，中共十七大將選出七名常委，包括

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張德江、王兆國、

王剛、李克強。歸納上述媒體報導，不論是七

人制或九人制，十七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都包

括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曾慶紅、李克

強、張德江、王兆國等人。

至於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的新人人選，外界

提到較多的候選人包括李克強、習近平、李源

朝、張高麗等人。習近平接任陳良宇的上海市

委職位，加上本身高學歷、年輕，以及太子黨

的背景，是一位極富潛力的政治明星。李源潮

的優勢在於團系背景、年輕等條件。張高麗接

任直轄市市委書記，未來也可能會擔任政治局

委員。其他被認為有可能接任政治局委員的名

單還包括劉延東、令計劃、王岐山、薄熙來、

馬凱、張春賢、汪洋、劉延東、李繼耐、孟建

柱等人。

四、結語

本次正省部級幹部調動是讓他們能在十七

大之後都擔任中央委員，使得中央委員會有充

分的代表性。同時，中共確立「6.1.8」劃線規

定，將屆齡的幹部調任二線職務，以保持幹部

年輕化。這些作法顯見中共在人事安排上已經

更為制度化，也顯示胡錦濤等人願意在一黨領

導的框框下，積極推動改革的政治風格。傳聞

十七大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要以擴

大差額選舉來選出。這對黨內民主是一個突

破。不過，差額選舉的範圍僅會侷限在政治局

委員以下的層級。在本次政治局常委人選的敲

定上，各方力量角逐激烈，胡錦濤是否敢在這

個情況實施差額選舉，值得觀察。

十七大是中共在革命元老逝世後，首次面

臨挑選新一代接班人的大會。其重要性不單純

只是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而已，還涉及共黨政

權是否有能力改良本身結構性缺陷，發展出一

套政治繼承的機制。以目前來看，爭奪晉升機

會的現象固不可免，但高層競爭應該不會導致

政權癱瘓或崩解。因此，十七大的人事安排結

果應該大致不出上述人選的排列組合，很難出

現令人意外的結局。李克強有可能在接任政治

局常委後，成為中共下一屆領導人。依照胡錦

濤近年對於李克強的栽培，未來幾年如果李克

強未犯重大政治錯誤，則 2012年胡錦濤退位

後，李克強極可能接任胡錦濤的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