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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建政 70 週年北戴河會議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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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建政以來，「北戴河會議」為中共黨國要員集體處理國家大

政方針的重要場合。每逢夏季，中央高層前往河北省北戴河避暑辦公，

並召開非正式工作會議，同時與中共退休元老和各省市一把手展開

「碰頭會」，商討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媒體稱「中央暑期辦公制度」。

北戴河會議雖非中共體制內的正式會議，但經由歷史經驗顯示，該會

議往往是重大政策議決的場合與時機，因此會議的召開時機、討論議

程與其背後權力運作，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然而，媒體相應報導卻付

之闕如，難以一窺堂奧，使得北戴河會議充滿神秘色彩，但也因如此，

北戴河會議更成為探索中共內部政治發展與政局走向的重要線索，也

經常是外界觀察中共高層鬥爭的一大途徑。 
 
今年係中共建政 70 週年，然而自 2018 年起，中國大陸面臨中美

貿易戰、經濟下行等經貿外交的困境，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 6 月

起一系列密集的香港「反送中」抗爭，中共宣傳系統雖然「砲口」對

準港民，定調其行為是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顏色革命」，但至

今仍未見中共中央高層一致的表態。也因此，外界分析除了貿易戰衍

生的經濟問題之外，香港問題也將會成為北戴河會議上的重點議題。

本文將觀察本次北戴河會議的開會內容，並分析中共高層會中可能產

出的指示。 
 
 

二、北戴河會議的開會內容 
自今年 6 月起，中共政治局常委陸續離京，於內蒙古、新疆、遼

寧、上海、黑龍江、南京等地方調研，外界研判應為北戴河會議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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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工作。當地公告，在 7 月 13 日至 8 月 18 日，於北戴河附近實

施大範圍限行，禁止運送危險物品。此期間應是北戴河會議之部署與

準備的工作時間。8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陳希，

受習近平之託與來訪專家會面，可以視為北戴河會議正式開始，而 8
月 14 日大陸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有報導，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出

席公開活動的新聞，推論當日中共北戴河休假正式結束。綜觀本次北

戴河會議的主要議題，可以摘述為兩項。  
 

（一）中美貿易戰 
在 6 月底的 G20 會議中，中美雙方同意重啟經貿磋商。然而在

第四輪的上海會談未結束前，美國方面即表示加徵 10%關稅，並將中

國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中國方面也表示暫停採購美國農產品。中美

雙方持續隔海放話，未見實質談話的跡象。在北戴河會議之前，中共

內部對於中美貿易戰的談判走向，沒有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對策，因此

在北戴河會議期間，高層應會對兩國經貿問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做

出應對的策略。 
 
觀察北戴河會議後中美兩國的反應，8 月 23 日中方、美方依舊

各自宣布加徵關稅，貿易戰並沒有停歇的徵兆。中國大陸依舊採取「奉

陪到底」的拖延戰略，可推測北戴河會議期間，高層可能對以下議題

做出討論：第一，中國核心技術不足，應加強自主開發能力。中美貿

易戰的談判桌上，最關鍵的爭執點是中方「竊取知識財產權」，中國

大陸的關鍵技術能力來源也多次被質疑，藉此，研發自主開發技術是

刻不容緩的政策，也是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重點規劃。可以觀察到，

北戴河會議上，中共邀請 62 名科學研究專家到北戴河渡假，這些專

家包含航太、衛星、積體電路及青藏鐵路等新興專業。13 日，中共

官媒人民日報也發布一篇題為「宣言：改革開放天地寬」的文章，強

調改革開放、高質量發展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由此推論，習

近平在拖延與美方實質貿易談判的同時，試圖擺脫對美國經貿產業的

高度依賴，更期望以更穩健的方式與世界「共融」，並重新將自身塑

造成世界秩序的「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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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討論，則是針對宣傳系統的「浮誇」模式進行反思。中美

貿易戰以來，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主管宣傳的王滬寧在中美貿易戰中

「過度宣傳」民族主義，讓中國在談判桌上陷入騎虎難下的窘境。時

政評論員袁斌甚至表示，王滬寧多次利用宣傳系統「煽動反美」、大

批「投降派」、激起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是刻意要將「手榴彈向後

扔」，逼迫習近平跟美國決裂，打一場不可能贏的戰爭，意欲影響習

政權的穩定。王滬寧的實際態度為何，外界無從考證，但北戴河會議

後，習近平確實主動對宣傳系統出擊。兩位習近平的親信，包括徐麟

與莊榮文，分別接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與網信辦主任，可以推論

習近平急迫需要同步宣傳系統的口徑，降溫民族主義的聲浪，並試圖

營造出中共黨內對中美貿易戰「團結」、「一致對外」的氛圍，避免

宣傳系統再度擦槍走火，影響中共高層在做決策時的轉還空間。 
 

（二）香港「反送中」 
因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6 月 10 日香港百萬民眾上街遊行

反對港府粗暴的修法行為。直到今日，幾乎每日都有繼續爆發大大小

小的反送中遊行事件。運動爆發之初，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旋即將

該抗爭運動定性為「暴動」，雖然多次宣告草案已「壽終正寢」，但

至今仍未正式撤回。7 月底，林鄭月娥先後獲得中國外交部、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中聯辦的強硬力挺，並表示抗議行動「公然挑戰國家主

權」，已經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甚至將示威者的行為描述為「恐

怖主義的苗頭」。香港身為中國大陸重要的經濟命脈、一國兩制的示

範地，接連的大型抗爭不僅試圖癱瘓香港的交通與國際形象，並引起

警民的嚴重矛盾。將維穩視為「政權保命」的中共，香港「反送中」

問題將會是中共高層更關注也更棘手的議題。因此在本次北戴河會議

上，勢必會針對香港問題提出討論方針。 
 
觀察北戴河會議後的資料，可以做出兩點觀察。第一點，中共將

反送中定調為「顏色革命」，甚至暗示有多個「外國勢力」介入，替

未來的「中共干預」打下預防針。中共雖然多次公開聲明軍隊不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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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香港，並表示「尊重」一國兩制，但公安系統與軍隊系統仍持續利

用「演練」與「放話」來威嚇港人，然而港人並無動搖的跡象，甚至

更公開表示一國兩制「已死」。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感，

勢必會成為中共對台輸出「一國兩制」的絆腳石，而明年正值臺灣總

統選舉，為了避免「一國兩制失敗」再次成為總統選舉時的焦點，中

共必須透過「顏色革命」與「港獨」等論述誇大港人抗爭的危急性。

除了臺灣的選舉議題，10 月正值中共建政 70 週年，中共在中國內地

已經面臨高度的維穩壓力，如今更懼怕香港的「燎原之火」會延燒到

中國內地。藉此，中共必須先將反送中定調為「顏色革命」，提升香

港問題的嚴重性，甚至不惜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法》，藉

此增加中共「止暴制亂」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才能在建政 70 週年之

前，以「穩定大於一切」的理由干預港府。 
 
第二點，香港問題揭露出中共高層鬥爭白熱化的跡象。根據海外

人士郭文貴分析，香港過去是江澤民派系的根據地，此次反送中實質

是江派人馬刻意製造混亂，企圖挫敗習近平的執政地位。此外，根據

媒體新紀元的報導，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是首位公開表

態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其表態間接刺激六月的

百萬港人遊行，被外界普遍歸類為江派的韓正，可能是江派在刻意擴

大香港抗爭的重要角色之一。雖然這些外電報導的正確性仍值得存疑，

但可以確信的是，習近平若在香港問題上處理不當，極可能成為日後

黨內的眾矢之的。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北戴河會議上黨內元老

幾乎直接質疑習政權的正當性，習近平與其他元老之間已經到了「劍

拔弩張」的程度，最終雙方也沒有產生定論。藉此，可以觀察到北戴

河會議結束半個月內，中共中央雖然喊出了「顏色革命」、「緊急法」

等當作未來干預的藉口，但依舊把容易激起港人憤怒的「硬震懾」交

給港府與港警，中共則進行軟處理，避免過大過激的政策，萬一執行

不利，可能會在未來的高層鬥爭中被提出來檢討，衝擊習政權的合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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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近日以來，習近平政權面臨貿易戰、經濟發展與香港等內外交迫

的困境，「習核心」在黨內的個人地位不斷受到質疑與批評。除了持

續以「打貪反腐」來剷除異己，吾等可以觀察到習近平近兩年，也盡

其所能弱化北戴河會議的議政功能，避免「元老干政」、「集體反習」

等事件的發生。 
 
本次北戴河會議後，習近平意欲透過新的宣傳系統，來塑造貿易

戰中「一致對外」的形象。但中國大陸經濟的本質問題無法快速改善、

黨內對於經濟路線也依舊爭論不已，以及習在黨內人士不斷「扯後腿」

的情況下，政策執行可謂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在香港問題上，由於牽

涉到派系鬥爭等因素，更先黨內的政治波瀾。9 月 3 日，習近平在中

央黨校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上的談話中，呼籲幹部「要做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的戰士」，提及「鬥爭」的次數更高達 56 次。由此推論，

北戴河會議後，習政權的穩固性在黨內可能受到部分人士的挑戰。後

續效應，值得外界繼續追蹤觀察。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