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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2018 中国两会： 

代表称“希望习主席一直当下去” 

3 月 5 日一早，北京持续两天的雾霾消散不少，灰色的天空下，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雾气。中外

记者早早在天安门广场排队等候进入人民大会堂。 

9时，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长王晨做了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说明。 

 

当他提到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从宪法中删去时，现场有人带头鼓掌，大

概两秒后，一些代表也开始陆续鼓掌。主席台上，除了习近平，其他常委也跟着鼓掌，直至全

场响起比较大的掌声。 

 

3 月 5 日，中外记者一早在人民大会堂外排队入场 

当他念到此举将“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时，现场响

起的掌声明显比之前的整齐，并且掌声较此前更大。 

“非常赞成，非常拥护” 

BBC 中文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及天安门广场随机采访了 12 名人大代表，询问他们对修宪及国家

监察法的看法，他们几乎清一色地表示“非常支持”，“一定投赞成票”。 

“修宪这个问题，符合人民的心愿，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我们作为人民群众，非常赞成，非常

拥护，因为符合我们的国情。”来自湖南的人大代表王怀军告诉 BBC中文。 

“你看，刚才领导提到取消（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时候，掌声经久不息。我也鼓掌了，鼓得

非常用力。监察法的设置也符合我们的国情，从领导到百姓，都不能腐，这个监察法的应用范

围非常广，全面、完整。”王怀军拉着 BBC中文记者的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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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赞同，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被习主席）领导得很好。我希望他一直当下去，我对监

察法也很支持。”来自广西的人大代表邓桂芳说。 

 

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修宪我现在没有立场，因为我还要做审议的工作， 

其中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我是要知道的” 

来自广东的人大代表李金东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十年确实“太短了”。他告诉 BBC中文，

“老百姓舆论很强烈，他们都想改掉这条规定，我支持习主席连任，但我认为他不会无限期连

任，这跟他的身体、精力、执政理念有关，他特别关心民生，老百姓都希望他能为中国的发展

再好好做出努力的”。 

在 12 位代表中，只有来自香港的田北辰没有说“非常拥护”。“修宪我现在没有立场，因为

我还要做审议的工作，其中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我是要知道的，他们现在说不是终身制，但

我想知道，共产党内有什么机制可以制衡，能否确保将来能者可以当之，不能者就不当之。如

果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我觉得没有问题。”田北辰对 BBC中文说。 

BBC 中文记者还在大会堂拦住了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问他对修宪怎么看。他愣了一

下，摆了下手说，“这些问题，我……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随后快速走入了会场。 

人大解释为何修宪 

王晨说，2017年 9月 29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宪法修改小组，张德江任组长，栗战书及王沪宁任副组长。 

同年 10月 18日，中共十九大召开，栗战书及王沪宁当选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为了修宪，“党中央还以适当方式征求了党内部门老同志的意见"，中央统战部还召开了党外

人士座谈会。”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完全赞成中央修宪建议草稿案，

一致赞成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并且一致赞成设立监察委员会为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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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小米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雷军 

王晨称，“在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

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

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但是，此次宪法修改必须“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 

除了最受关注的取消国家主席任职期限，此次宪法修正案还包括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将宪法序言第七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为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分析人士告诉 BBC中文，从字面看，将“法制”改为“法治”意味着回

归到了依法治国的本意，“但是从本意走到本质，还要看执政党是不是能够真正尊重法的精

神”。 

宪法修正案还重新把共产党的领导加入了宪法，以突出其执政的合法性。宪法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第二款后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此外，宪法修正案草案还增加了很多对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国家

反腐败机构，这个机构将与中国国务院等机构并列为正国级单位。分析人士认为，国家监察委

员会或将与现在的中纪委合署办公。 

 

此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曾撰文提请对监察法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请求。沈岿称，“在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任何法律规范在正式颁行之前，应该接受合宪性、合法性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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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十三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图为习近平步入主席台） 

2017 年末，著名宪法学家童之伟曾经在一个研讨会表达过对监察委员会权力过大的担忧，“监

察法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些地方明显有所倒退，此外，监察机关权力太大，且缺乏来自官方

的权力制约，”童之伟说。 

 

“好皇帝”、“坏皇帝” 福山如何看习近平修宪 

2018 年 3月 5 日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成名，源于苏联解体后的那本《历史的终结》。

那个年代，福山对世界的看法正如他的书名一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世界的变化，也让这位学术明星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近期的学术作品和公开演讲中，福

山特别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他认为，中国近期提出的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

制“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有过三次权力交接，这给了中国相较于非洲独裁国家巨大的优势，”

他在近期接受 BBC中文记者专访时表示，“任期限制意味着在领导人死后的继承问题上不会有

太大的危机，对政策也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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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终身执政 

 “但习近平已经将此抛弃，”福山说。他还表示，中国的这一决定，将成为全球其他威权政

府的榜样。“很不幸的，我们将看到许多国家退回到这种统治。”但福山也说，未来中国究竟

走向何方，还需要时间观察。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成名，源于苏联解体后的那本《历史的终结》 

以下是 BBC 中文记者对福山的采访。 

BBC 中文：但也有一些观察家说，正因为习近平尊重宪法，所以他才需要通过修改宪法，才能

使他的目的合法化。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福山：我不认为习近平知道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行政者并不制定所有的

规则。一部宪法的存在是让一个独立的司法当局告诉国家领导人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此次的

宪法修改，意味着这一独立司法机构在中国根本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宪法服从于中国共产党，

即最终听命于习近平。习近平不会接受宪法对他的约束。因此，习的举动证明，法治在中国并

不存在。 

 

BBC 中文：你说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你在过去几年的作品中反复提到过中国

中产阶级的崛起。许多评论人士说，中产阶级会给执政当局带来挑战。在你看来，这可能吗？ 

福山：若习近平有反对派，我不认为会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我看来，习近平仍然十分受欢

迎，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需要稳定和经济增长，他也基本做到了。所以我不认为 1980 年代韩国

出现的情况会在中国重现。 

但这一举动真正威胁到的，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常委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经

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也记得单个领导人有那么大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

也帮助了习近平成为这样的领导人，但他们也是最受到威胁的。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

中，我们需要非常细致地观察中国的精英政治：这个阶层中是否会有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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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BBC 中文：那对世界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福山：我们已经看到对民主的威胁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在柏林墙倒塌后，民主政府和法治

崛起。事实上，从柏林墙倒塌的前十年到 2000 年代中期，这一趋势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又

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许多领导人正通过自己的权威来侵蚀约束他们权力的法律和立法。这在

欧洲国家发生，最引人注意的包括匈牙利和波兰。这种民粹主义也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发生。 

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也有着一些相似性。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普通中国人中十分

受欢迎。他们并没有法治，但改变了一些现有的规则，并且塑造了毛泽东后没有过的个人崇拜。 

 “好皇帝”、“坏皇帝” 

 

宪法有关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规定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BBC中文：你会把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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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习和毛都反映了中国统治者的一个问题，即传统上所说的“坏皇帝问题”。当国家有好

的皇帝时，比如邓小平是近代历史上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在这个没有检查和平衡的制度中

可以做十分好的事情，不用担心法庭和媒体等的阻拦。 

但当“坏皇帝”在国家中出现时，国家就会面临问题。比如毛泽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

“坏皇帝”，他的两场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让一代人受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就习近平而言，早期发出的信号并不容乐观。他打压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他还创造了被称为

二十一世纪“集权主义”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监视大量人口。这对中国

未来而言，会有很大的危险。 

BBC 中文：你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有一样的“坏皇帝”问题，但他在中国也有很多普通人的支持。

况且，今天的中国公民和毛时代的中国公民似乎已经完全不同了。 

福山：的确。但毛的合法性也是有群众基础的。我的意思不是习近平是另一个毛泽东，他并没

有开始另一场文革的迹象。我的意思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威权政体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和负担。

未来几年，我们还得观察独裁是否加剧。 

最后，历史上大多数威权领导人在起初的 5至 10年、15年都会做许多积极的事情，但当他们

的统治到了 20、30年甚至更长，他们变老、迷恋权力，让整个政治系统有更多的贪腐和衰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设置任期限制是有用的。 

 

福山表示，近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GettyImages） 

 

BBC 中文：就“政治衰变”而言，你曾在书中写过，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官僚系统是高度

自治的。这种情况现在要发生变化了吗？ 

福山：这一直在变。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治下，他们试图提高政府的地位（虽然政策控制权还在

党的手上），政府基于能力培养干部。而习作为中共总书记想做的事情，是让党的权威贯穿到

政府的各个层面，削弱政府的自治能力。这对政府管理的质量并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任何

事情都变得十分政治化，在严格的政治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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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文：你曾说过“中国未来改革的明显途径，是更加坚持自己的宪法”。你认为，中国这

样改革的可能性还大吗？ 

福山：近期的事件表明，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对领导人的意志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实施宪

政的惟一途径，就是上层精英也尊重宪法来互动。因为他们知道这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希

望其他的领导人限制自己的权力。但我认为，中国正朝反方向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