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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措施位階調整，科技與安全重點突出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三中全會」便

與「改革」緊密相連。會議核心通常針對中國大陸

當時形勢下經濟社會面臨的關鍵問題，且改革重點

並不侷限於經濟改革，而是全面改革。同時，歷屆

三中全會的主題之間具有延續性，呈現漸進式改革

的特點，後續也會在其他政府會議和工作之中，化

作更具體措施來執行。

在此背景下，二十屆三中全會仍延續「改革」

核心，主要是聚焦在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

深化改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議被視作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案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1。與

中國大陸二十屆三中全會
重點評析

本次三中全會側重科技與安全，扶持自主產業鏈，旨在為與美國脫鉤做好準備。然而，這並

非封閉式發展策略，中國大陸希望透過全球市場，獲取更大的成長空間，同時提升產業競爭力。此

外，會議還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以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整體上，會議強調中

央的引導作用，因此在市場與政府關係方面，本質上更加倚賴國有企業。然而，面對當前經濟挑

戰，如何有效落實政策、保持監管適度以及穩定市場預期，將成為未來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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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全會主要聚焦於經濟及改革開放等政策討

論，由於疫後中國大陸經濟復甦乏力，原本

應在 2023年年底就召開的三中全會，因故延遲至

2024年 7月中旬才召開，引起外界不少質疑與猜

測，也讓本屆會議格外受國際矚目。

本次會議期間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

簡稱為「決定」）。會後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公布

會議公報，揭示「決定」重點內容，並於 7月 21日

公布「決定」全文，共計 60項具體領域規劃。5年

一度三中全會給予的政策導向，至少影響中國大陸

接下來 5年經濟政策大方向，茲根據「決定」涉及

經濟領域改革重點與影響進行研析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