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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十三大将于2021年1月召

开。这将是一次越南领导人代际更

替的会议，随着会议的临近，越南

高层人事布局和权力架构安排成为

外界关注的焦点。自越南进行革新

开放以来，越南最高领导层形成了

较为稳定的“四驾马车”体制，即

由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

理和国会主席四人组成的国家最高

权力核心。2016年1月越共十二大

后，越南最高领导核心一度以总书

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

席和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为代

表组成“五核心”。但当时的情况

是阮富仲总书记打算先过度一下即

向丁世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纪）

让位，“五核心”只是一种临时安

排。“四驾马车”体制依旧是越南

最高权力层的外在表现。

越共中央人事安排基本结束

但2017年5月，丁世兄因病离

职。次年9月，国家主席陈大光又在

任上病逝，阮富仲继任国家主席，

集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两职于一身。

有人认为越南此举有利于强化党

的领导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有

人甚至认为阮富仲将再次留任。然

而，越南学者对上述观点却并不认

同。一位越南资深高层专家曾对笔

者表示：陈大光去世后只有阮富

仲总书记和阮春福总理符合继任主

席的资格，而后者已是政府首脑，

只能由总书记继任国家主席。他表

示这只是暂时安排，当然如果实践

证明这对越南更有利，越南也不排

除继续推行。但是，他认为中越两

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阮富仲每天

都要在两个办公地点奔波，恐难以

持久。

2019年4月，阮富仲在坚江省

视察时突然发病住院，使得有关阮

富仲将再次留任以及“四驾马车”

将演变为“三驾马车”的各种猜测

顿时失去了可能性，同时也提前引

发了越南国内关于十三大人事布局

的博弈。在上述背景下，越南《国

际研究》杂志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分

析预测越共十三大及其后人事安排

走向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出现在越

南外交部杂志的官网上显得很不寻

常，很多分析人士将其视为观察越

南十三大后人事安排的风向标。

2020年5月，越南民间的《民声》

网又出现了一份越共十三大政治局

委员的预测名单，比《国际研究》

杂志网的预测更为具体。值得注意

的是，越南官方并没有对此进行反

驳，部分官媒还发文批评某些党员

干部不遵守纪律、将组织讨论的内

容外泄，说明网传的内容并非空穴

来风。

2020年5月，越共讨论并通过

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人选的标准，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个别候选

人的年龄例外原则。革新开放后，

越共一直致力于干部年轻化，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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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人选任职年龄

做了一定的限制，一般而言，首

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不能超过

65周岁，再次当选的年龄不得超过

67岁，即所谓的“七上八下”。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越共此次关于

下届领导核心年龄例外的规定完全

是为陈国旺（现任中央书记处常务

书纪）而设。不过，由于近年来越

南经济出色的表现，特别是2020

年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依然成

为国际社会少有的维持正增长的国

家，同时越南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创

始缔约国、签署《越欧自由贸易协

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都使得阮春福总理在越

南国内特别是革新派和经贸金融领

域人士中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在10

月份举行的十三中全会上，越共中

央向大会提交了十三大中央委员会

227名推荐人选名单，并获得通过，

标志着其内部的人事安排基本结

束，剩下就是各位候选人如何确保

自身不成为被淘汰的少数分子，如

何确保各方达成共识的政治局委员

人选不出现变故。然而，11月3日，

越共政治局委员阮文平被处分，显

示人事安排并未风平浪静。

越共人事安排须顾及各方面的平衡

越共十三中全会前后，国际观

察者对于越共十三大之后的权力结

越共十三大权力结构与人事布局前瞻
文／赵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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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各派平衡，以及其他方方面面

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而言，越共的

权力结构和人事安排既有确定的部

分，也有外界尚难以判断的部分。

从最近一年多来越南高层的人事变

动及十三中全会释放的信息来看，

下面几点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越南权力核心构成重

回“四驾马车”体制或者“四驾马

车”+1的“五核心”体制基本上

已成定局。就如部分越南高层智库

专家所言，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由一

个人同时担任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下

的临时安排。在越共内部人力资源

充足、竞争激烈且具有长期的分工

配合传统的情况下，回归“四驾马

车”或“四驾马车”+1的体制或许

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陈国旺和王廷惠同时进

入“四驾马车”且分别担任总书记

和政府总理的可能性非常低，这种

安排会打破长期以来“四驾马车”

体制下南北名额对等和南北权力平

衡的默契。“四驾马车”多年来一

直保持着南北各占两席的权力分配

状况。除了南北之间的数量对等，

还要考虑到党内派系的力量对比。

在以往“四驾马车”中，担任总书

记的大多是北方人，而南方出身的

人则大多担任总理。国家主席和国

会主席两个职位也是由南北双方分

别担任。因此，陈、王两个来自北

方、且都与阮富仲关系密切的人占

据两个最具实权的职位，明显打破

了越南最高层30多年来的默契。面

对越南高层对最高权力组成的默

契，阮富仲应是确保陈国旺继任总

书记，同时寻求将国防、公安和组

构与人事安排做了不少预测，众说

纷纭。

不过，笔者认为，越共是治

理着将近一亿人口大国的老牌执政

党，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和化解内

部矛盾的能力，除非情况特殊，一

般不会有大会召开在即人事安排却

未定的情形发生。从阮富仲在十三

中全会的讲话内容及中央委员会候

选人获得通过的情况来看，十三大

的人事安排，包括政治局委员人选

问题，应该总体上已在内部达成妥

协和谅解。

综合考虑专业背景、学历、从

政资历、工作业绩和社会声誉，王

廷惠（现任河内市委书记）毫无疑

问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但越共的

人事安排要从总体上考虑，要顾及

各方面的平衡。要照顾到地域平

左图：2020年10月越共举行十二届十三中全会，会议内容包括继续完善呈递越共

十三大审议的各文件草案。

右上：越共十三大召开前，越南各省及中直机关等中央直属党组织纷纷召开党代

会。图为阮富仲总书记在越共河内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致辞。

右下：迎接越共十三大召开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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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部等核心部门掌握在立场坚定

和政治可靠的继任者手中。在此

背景下，十三大后的“四驾马车”

或“四驾马车”+1在考虑南北数

量平衡的条件下，进一步考虑党内

各部分力量的平衡或许才是最佳的

选择。

最后，“四驾马车”或者“四

驾马车”+1的人选不仅要大体上遵

循南北对等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

党内各部分的平衡，阮富仲现在占

有优势，但最多也就是使“四驾马

车”+1中的“1”成为解决南北两地

或不同部分之间在“四驾马车”人

员构成上的矛盾的调解器。

有机会进入最高核心的人选

总体而言，十三中全会之后，

越共的人事安排更加趋向明朗化。

笔者认为，越南最高层的权力更替

明显不同于美国大选。美国大选是

在候选人明确的前提下二选一，而

越南却是在候选人不明确的情况下

19选4或19选5，即从目前依然不确

定的227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中选出19名政治局委员，再从19名

政治局委员中选出“四驾马车”或

“四驾马车”+1（或者称为“五核

心”）。理论上讲，即使19名政治

局委员（或许总数会稍有增减）是

确定的，从中选出4个人或5个人，

都分别有多种可能性，预测难度远

超想象。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四

驾马车”或“五核心”的主要竞争

人选还是相对清晰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进入

“四驾马车”或“四驾马车”+1行

列的人选大致如下：

现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陈国旺，现任总理阮春福，现任

常务副总理张和平，现任越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民运部部长张氏梅，

现任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

现任河内市委书记王廷惠，现任公

安部部长苏林，现任政府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范平明，现任中央宣教部

部长武文赏将会是“四驾马车”或

“四驾马车”+1的最有可能的人

选。其中，陈国旺和阮春福无疑将

是竞争越共中央总书记的最热门人

选，张和平和王廷惠则是政府总理

的最主要人选；陈国旺、阮春福、

范平明、苏林、范明政则是国家主

席可能的人选，张氏梅和张和平则

有可能出任国会主席。而范明政、

武文赏、张氏梅、苏林则有可能

出任“四驾马车”+1中的“1”。

武文赏虽然很年轻，但资格很老，

在十三大上他具有成为“四驾马

车”+1当中“1”的可能。武德儋曾

是越南最年轻的副总理之一，曾留

学比利时六年，是经济学和电信专

家，是民间口碑最好的高层官员之

一，加上其此次在抗疫中的突出表

现，他在十三大可能进入政治局，

并成为常务副总理的有力人选。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

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6年1月越共十二大

新当选部分政治局委员

与其他中央委员合影。

前排左起：张和平、

武文赏、范明政、张氏

梅、陈国旺、吴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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