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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後中國因應
經濟風險之治理模式研析

陳之麒／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分析師

中國經濟現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內外眾多不利因素下，中共終於決定在2024年

7月召開先前延期舉行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預期

將透過「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應對美國等國家在市場及科

技上的激烈競爭，並解決目前面臨的經濟瓶頸，逐漸「去風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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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中央政治局於今（2024）年 4 月 30

日召開會議，決定於同年 7 月在北京召

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

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主要議程包

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

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問題。從歷史來看，三中全會多聚焦

於經濟及改革開放等政策走向（見附表）。

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會多半是在召開黨代

會隔年的 9 月至 12 月間舉行，而中共二十大

是在 2022 年 10 月召開，故第二十屆三中全

會理應在去（2023）年 9 月至 12 月間召開，

但未如期舉行，引起各界的矚目與猜測。

本次三中全會的召開背景，在於習近平

透過二十大鞏固第三任期的核心權力，但中

國經濟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房市不

振對消費信心造成嚴重打擊、地方債務高漲、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輸出管制擴大等。中國的

治理模式如何解決其所面臨之風險，是各界

未來關切的焦點。本文盤點中國目前面臨的

經濟困境，並觀察三中全會下的治理重點與

政策，如何應對接踵而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