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 學術活動 

「中共十六大前瞻：新世紀的中國領導層」晚飯及討論會 
 
日期︰2002 年 11 月 1 日(周五) 
時間︰19:30 
地點︰中環雲咸街 1-3 號南華大廈 5 樓華商銀行公會會所 
主持：邵家昌先生(香港大學國事學會第 16 屆出版組組長，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學術秘書) 
導言︰潘小濤先生(香港大學國事學會第 19 屆交流團團長，蘋果日報中國版主任) 
 
討論要點︰ 
(1) 簡介中共現行體制及領導層概況。 
(2) 預測新領導層的構成及其所面對的國內外形勢。 
(3) 討論「十六大」的主要議題 –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對中共本身和大

陸政治的影響。 
 
有關「十六大」信息的網站連結： 
http://hk.geocities.com/guoshiren/cpc16congress.html 
 
「十六大」基本資料： 

大會開始日期及地點 – 2002 年 11 月 8 日，北京 

大會代表人數 – 經選舉產生的代表 2120 名(代表全國 6600 多萬黨員)，其中各級領導幹部佔

75.7%，來自各界的代表佔 24.3%；女性代表佔 18%；少數民族代表佔 10.8%；具有大專以上

文化程度的佔 91.7%；年齡在 55 歲以下的佔 63.1%；解放後入黨者佔 97.5%；「十一屆三中全

會」以後入黨者佔 31.9%。此外，亦將有一些特邀代表(如從重要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
出席大會。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 是指江澤民於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總

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

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

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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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和第四代的「謎底」  

BBC 中文網記者 魏城  
(摘自 BBC 中文網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2139000/21397952.stm) 
 
因為何頻六月底要出差，我臨時決定把我的赴美採訪之行提前，趕在他出差前見他一面。  

 
不料，談到即將在中共十六大「接班」的胡錦濤，寫過多本中共領導人內幕故事的美國華裔時事評論

家何頻卻坦率地說：「大家對胡錦濤的分析都是基於一種推測，一種分析，一種可能性，因為過去沒

有任何證據顯示，胡錦濤可能會像胡耀邦那樣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他也沒有表現出極左的傾向，

他基本上就是中共官僚機構的模子鑄造出來的一種模具，對這樣一種人，你可以說他是大智若愚，你

也可以說他是大愚若智。」 

 
「謎一樣的人卻要領導十三億人」  

 
據稱，胡錦濤將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退出政治舞台後，率領「第四代領

導集體」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在所謂「換代」的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之時，國際上關於胡錦濤其人

以及他一旦上台後的執政走向的猜測越來越多，甚至演變成為一種「猜謎」遊戲。  

 
曾在海外轟動一時的政治幻想小說《黃禍》的作者、中國大陸作家王力雄的一番話，揭示了為什麼人

們這麼熱衷於「猜謎」的原因：「全世界都認為胡錦濤是一個謎，其實，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

樣的。一個對於全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謎的人，卻要成為中國十三億人的領導人，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很

正常的狀態，而且也不合理。」 

 
胡錦濤之所以成為一個謎，是因為他自 1992 年被鄧小平「破格提拔」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以來，一直

保持低調，在漫長的十年等待期間從未顯示出一點兒個人色彩，從未表達過與中共「第三代」政治路

線哪怕是稍有不同的觀點，難怪在他今年早些時候訪問美國時，當地傳媒發表了《誰是胡？》的文章。

不過，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麥克法夸爾的說法，並非只有中國

的「接班人」在全面掌權前謹言慎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錦濤的做法就像美國的副總統，美國

的那些希望成為下屆總統的副總統從來不說與現任總統不同的話，總是說：是、是、是，胡錦濤的做

法也不過如此。」  
 

不同的是，美國的總統最終還是要靠選票來決定。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現為美國華府中國論

壇社社長的陳有為說：「中國從古代到現代，都是前任指定後任，培養接班人，什麼「扶上馬，送一

程」等等，似乎新的領導人好不好，就看你繼承得好不好。這和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美國的在任總

統不能對下一任總統發表什麼意見，不能有傾向性的選擇，這要由選民來選擇。」  

 
然而，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卻似乎對猜胡錦濤的謎底不感興趣：「作為一個社會學

者，我不認為中共的一次代表大會的人事變動對中國會有重大的、根本性影響。用中國的俗話講，是

「時勢造英雄」，如果時勢不到，個別人事的更換無法解決中國的重大問題。聯繫到九七年朱鎔基上

來的時候，實際上，當時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都有一個「朱鎔基熱」，甚至可以說是有一種「朱鎔基



情結」，老希望出來一個新的領導人，幹練、大膽、作風潑辣、廉潔，然後一舉就把中國的所有問題

都解決了。事實證明，這只是國際媒體、包括中國絕大部分老百姓的一相情願。朱鎔基上台已經幾年

了，明年換屆時他的總理任期就要到期了，他自己的言行也證明，實際上，在這個體制中，他個人的

作為是有限的。」  

 
「第四代」的執政走向 

 
如果不去猜胡錦濤個人的「謎底」，那麼，以他為代表的所謂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正式登台後的

執政走向將會有些什麼特點呢？ 

 
美國漢密爾頓學院政府系教授李成曾經寫過一本書，書名就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他認為，所謂

的「第四代」接班後的政策走勢可能會是這樣：「我想，在接班後最初的一、兩年中，對內對外政策

不會有特別大的變化，此後，則會有一些變化，這和第四代的成長過程是有關係的，因為這一代人的

大部分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或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段經歷對他們是有影響的，所以他們在中國的政

治精英中是意識形態最弱的一代。同時，由於很多第四代領導人有西部和內地的經歷，所以他們可能

更注重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與此同時，由於他們的這些經歷，所以他們也就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更

多地提到議程上來，並不是所說的西方的政治民主，而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這些我們已經看到

很多跡像，包括中共組織部組織的一些社會調研工作，包括中央黨校進行的一些研究課題，我們都可

以從中看到未來第四代領導層正在醞釀的政治改革。」  

 
關於文革的經歷對「第四代」的影響，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鄭永年的看法略有不同：

「第四代領導人大部分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個特點有好也有壞。有人認為，第四代經歷了文革

的動亂，看到毛澤東不搞制度建設，他們可能會更加側重於制度建設，當然，這也有可能，但是，另

一方面，我們看到，在中國的政界、商界的領導人中，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有一個致命的弱

點，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損失了許多年，他們就變得特別貪婪，權力的慾望特別強烈，這一點將會在未

來的中國政治中慢慢地體現出來，現在這一點可能還不明顯，但我個人認為，將來，如果第四代領導

人真正掌權的時候，可能會體現出來，也就是權力鬥爭的某種方式其實會比第三代領導人更激烈一

些。」  

 
是智是愚，時間判定  

 
中共十五大之前，何頻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中共的另外一個謎一般的人物喬石，標題是《喬石是

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當時，外界廣泛看好喬石，認為他能夠在與江澤民的權力鬥爭中勝出，

即所謂的「江落石出說」，但何頻卻對此說提出了質疑。後來，在中共十五大上，喬石出局。如今，

何頻認為，由於中共權力鬥爭的黑箱運作以及權爭的結果無法由民意決定，這種智愚的問號同樣懸掛

在胡錦濤和以他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頭上。  

 
不過，這一次，何頻仍然未能抵禦住猜測中國政治「謎底」的誘惑：「在十六大開了兩年到三年之後，

中國政治的走向和所謂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政治傾向將會清晰起來，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基本

上將會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所以，中國政治如果發生大的變化，也要到 2005 年或 2006 年，也就是接

近十七大的時候。」



李瑞環被擠出政治局常委 

(摘自蘋果日報 2002 年 11 月 1 日報導 http://www.appledaily.com) 
 
曾以紫砂壺妙喻香港的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一向被視為中共黨內開明派，他雖然未屆退休

年齡，但有消息指他將於下星期舉行的中共十六大上，被江澤民迫退。令人意外的是，中共

十六大的七名政治局新常委中，江澤民的親信竟佔了四席。 
 
新一期本港《開放》雜誌引述消

息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議上月中曾就新一屆常委的名單

達成共識，現任七名常委中，除

胡錦濤將出任總書記而留任外，

其餘六人，包括江澤民、 李鵬、

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李嵐

清將全部離任。 
 
最令人意外的是，六十八歲的李

瑞環，雖未屆政治局常委七十歲

退休的年齡，也要被迫出局。若消息屬實，這將是江澤民繼九七年在中共十五大迫退時任全

國人大委員長的喬石後，再次將政敵擊退。李瑞環被迫退的原因不詳，但很可能令胡錦濤失

去一個盟友，因為接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會是江澤民的親信、前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 
 
7 常委江親信佔 4 人 
 
新的七名常委中，曾慶紅、賈慶林、吳邦國、黃菊都是江澤民的親信，顯然是江希望延續其

影響的布局。其他兩名常委是將升任總理的溫家寶及李鵬親信羅幹。 
 
據報，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單經七中全會通過後就會正式定下來，在十六大上確認只是「走過

場」而已。 
 
有消息稱，七中全會將在十一月三日舉行。這次會議按慣例，將通過中共黨章修正草案。目

前的焦點是江澤民的名字會否連同「三個代表」一起載入黨章，成為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

的領袖。前兩屆黨代會之前的中央全會，還分別通過了對趙紫陽、陳希同的審查報告。今屆

暫時未有政治局委員因政治或經濟問題被開除出黨或判監。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七一講話」) (節錄) 

(摘自中國網http://202.130.245.40/chinese/jianghua/43378.htm)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

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

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

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在黨的路線方針

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透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透過合法經營，為發

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

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偉大而艱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忠誠於祖國和社會主義的

優秀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群眾共同加以推進。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

奮鬥，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

幹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

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

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透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

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

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

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實現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隨著經濟

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個人的財產也逐漸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不能

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

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

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 
 



中共權力核心 – 中央政治局成員簡介 

姓名 年齡 籍貫 職務 

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 76 江蘇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李  鵬 74 四川 全國人大委員長 

朱鎔基 74 湖南 
國務院總理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及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

主任 
李瑞環 68 天津 全國政協主席 
胡錦濤 59 安徽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 
尉健行 71 浙江 中紀委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總工會主席 
李嵐清 70 江蘇 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丁關根 73 江蘇 中央書記處書記 
田紀雲 73 山東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李長春 58 遼寧 廣東省委書記 
李鐵映 66 湖南 中國社科院院長 
吳邦國 61 安徽 國務院副總理 
吳官正 64 江西 山東省委書記、省委黨校校長 
遲浩田 75 山東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 
張萬年 74 山東 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 

羅  幹 67 山東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保密委

員會主任、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 
姜春雲 72 山東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賈慶林 62 河北 前北京市委書記，剛調至中央工作(未公佈職位) 
錢其琛 74 上海 國務院副總理、北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黃  菊 64 浙江 前上海市委書記，剛調至中央工作(未公佈職位) 
溫家寶 60 天津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 
謝  非 已故 廣東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曾慶紅 63 江西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中央保健委員會主任 
吳  儀 63 湖北 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