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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謂嘆：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為什麼大

家都知道改革的必要與重要，卻難以推動？到

底現在的改革困難在哪裡？改革到底擋住誰

的利益，使其靈魂被綑綁？

2013年 11月，18屆三中全會推出「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事隔 10

餘年，本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兩次決定都

是要打開深化改革的枷鎖，兩者字面差別在

於這次進一步的改革是要推動「中國式現代

化」。中共對黨的重要文件經常是字斟句酌，

不可等閒視之。因此什麼是其所謂的「中國式

徘迴於市場與計劃間的
中國式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總算在2024年7月召開，按慣例，雙數屆的三中全會是新領導

班子播展未來十年經濟發展藍圖及改革大計的重要會議。由於習近平打破慣例，第三度

擔任中共領導人，又面臨中國大陸內外部政經變局，三中全會決定必須承擔繼往開來的

重任。本文先梳理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運作機理，再就習近平掌政時期的經濟發展歷

程，就需求、供給、預期等三方面的變化，探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涵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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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自 1978年底推動經濟改革以來，摸

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方式，迅速展現

出具體成效。其間即便出現若干困境，亦以

「倒逼改革」的方式，擴大內部市場機制並融

入全球化的市場分工之中。30年之間（1980

年至 2010年期間），GDP的年平均複合成長

率達 9.1%，在 2010年取得 10.4%的年經濟

成長率後，潛在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不但再

也不見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從保八、保六至保

五，經濟增長力道下滑之勢，至今尚未停止。

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啃硬骨頭早已成

為中國大陸的口頭禪，過去幾任的經濟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