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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太子党 终成习李体制一极

根据习近平的提名，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以 2,940
票赞成、3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
对李克强的总理任命。作为中共
第二号人物，李克强的接位同样
不具悬念。经历近 10年的外放、5
年的副总理锻炼、近 4个月的预
演，他终于修成正果，获得了大展
拳脚的更大空间。

此前的报道中曾分析认为，
习近平上位后已悄然形成“习李
体制”、“习王（反腐）体制”、“习刘
（党建、文宣以及意识形态）体制”
三套马车并驾齐驱的局势，为自
己的“中国梦”保驾护航，而其中
尤为至关紧要的必然是习李政治
体制。

5年前习李双双“入常”，奠定
了今天的格局。中共作为执政党，
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总
理在中共政治框架中重归枢要位
置也是势所必然。中共十八大上，
李克强以排名第二身份再度“入
常”， 凭借科班出身、完备的从
政历练以及破解难题的能力，顺
理成章接替温家宝执掌国务院，
成为团派力量在中共高层的最高
存在象征。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配合默
契，相辅相成，逐渐确立各自的角
色分工。习近平总揽全局，从近期
表现看主要负责党建、军队、外事
与重要人事安排；李克强则是负
责经济与社会发展，其他政治局
常委则配合习李运转。有观察人
士指出，在习李体制中，习近平将
重点放在改革军心、访贫问苦、高
举反腐大旗，很少对财经问题发
表看法，显示他对李克强的充分
尊重。

与此同时，李克强内阁也逐
步尘埃落定，同属团派同时又以
推行改革见长的汪洋先行与其上
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部制改革
大戏。

汪洋和李克强同属团派，而
且又是安徽老乡，两人的领导风
格、工作作风和政治理念，在外界

看来也多有共同之处。因此有评
论认定，汪洋更是李克强坚定的
实干盟友。由此观之，李克强在内
阁中绝非孤军奋战，得到汪洋等
团派大将的有力策应与支持，未
来李克强施政必然更有施展的空
间与自信。

外间评价褒贬互见 底色仍未显露

之前的李克强往往因为低调
而令人难辨庐山真貌，不过十八
大后随着李克强更多地进入总理
角色的预演，他的轮廓将更为清
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此前的报道中曾特别留意
到，十八大后李克强被官方媒体
有意无意地包装为一个务实甚至
略显苛责的技术型总理。报道称
其善于倾听和体察，且事无巨细，
常常令在场官员紧张语塞，很不
适应。而多维新闻也从多名曾与
李克强有过接触的人处了解，李
克强这种谨严的个性绝非舍本逐
末，耽于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而是
基于深刻的洞察，对问题提纲挈
领的同时不放过细节与关键。

李克强喜欢刨根究底式的追
问。除了对数字的敏感与偏好外，
李克强总是期望能从对方的口中
获知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至于这
种渴求渐渐被某些官员解读为不
堪重负的法官抑或检察官式“盘
问”和“审讯”。在十八大后中南海
一次座谈会上，李克强在对方发
言不到两分钟后，禁不住打断对
方讲话并随即连珠炮似地追问其
阶梯电价的加价的累进率、企业
承受力、评价等……因此，除被冠
以“数字总理”的名号外，甚至有
人将其称之为“法官总理”，更有
网友，基于李克强的闷声实干，不
事张扬，调侃其为“闷骚”总理。

事实上，根据习李的分工，李
克强势必要扮演一个具体而微的
操刀手角色，而现实的学历出身
以及中共近年致力转变政府职能
的背景之下，人们也寄望李克强
成为拥有真正的公仆意识，却又
具专业精神的严谨缜密的总理。
相比于前任温家宝因为施政手法

粗疏导致政令反复、左支右绌，中
共当然希望类似的情形不会在下
个十年重复出现，这也是李克强
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

此外，李克强浓重的团派背
景掩盖了他原本在北大“修炼”出
来的理想主义底色，但他开阔的
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被认为仍然
可观。据悉，西方经济界所提出的

“包容性增长”等命题都是在李的
直接授意下被推荐给中共高层
的。或许他只是以自己低调的方
式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政治理
想中，尽管也时而展现亲民的一
面，比如 2011年访港视察平民区
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克强更
接近于内敛的实干型角色，是目
前中共高层中最得“实干兴邦”真
昧者。中共新华社在十八大后推
出的李克强人物特稿中引用海外
媒体的说法称，李克强遇到棘手
难题“从不回避，也不张扬，妥善
化解矛盾于无形”，被称为“破解
复杂难题的高手”。

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为中
国人的“新三座大山”，2007年当
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
同时兼任中央医改领导小组和保
障房领导小组组长，并在食品安
全问题严峻的背景之下，于 2010
年兼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
任，几乎一人肩挑了中国当前所
有最难啃的难题。在此期间，他主
导了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雄心勃勃
的扩张，3年时间建立起世界上最
大的医保网，实现了基本医疗保
障覆盖全国 95%以上人口。尽管
他的另一项标识性目标——到
2015年建设 3,600万套廉价保障
性住房，被一些人批评规划不当、
建筑质量低劣，而其主管的食品
安全问题亦隐忧重重，但坦率讲，
对于一个副总理来讲，三件如此
棘手又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事
情，能做成一件已经实属不易。

前车之鉴犹在 重构政群关系路遥

不过，李克强在主政河南、辽
宁，乃至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生涯
的磨砺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败的教训。从 1998年由共青团中
央“外放”河南到 2007年调回中
央，近10年间，李克强为城镇化梦
想进行着探索，从“倾全省之力”
打造郑东新区，到抛 80亿解决百
万人住房问题的辽宁棚户区改
造，争议与褒扬都成为其挥之不
去的印记，而他在河南艾滋病问
题的收治预防不力的评价，则是
李克强不得不面对的仕途印迹。
此外，理论上已经实现覆盖全民
的医保体系，在现实中并非有如
其设计的那么完美，众多的城市
务工人员并未得到应有的实惠。

众所周知，温家宝在位十年
虽有不少建树，但总体而言却也
是社会矛盾积聚、民怨沸腾、群体
事件频发的历史时期，而各级政
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不惜
一切代价维护安定全团结的大好
局面”的执政思路则是直接造成
这一状况积重难返的祸首。有人
说，李克强接棒温家宝后所面对
的整体社会形势不容乐观，尤其
是政群关系紧张，政府威信扫地。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在《资
治通鉴》中警告说，“夫信者，人君
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
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从温州动车事故到钱云会惨死，
从乌坎对峙到什邡骚乱，从食品
监管不力到官员贪腐滥权，可以
清晰察觉民间与政府的信任危机
在过去的数年间迅速恶化，政府
公信力几乎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有分析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权力
恶性膨胀，肆意践踏法治，“政令
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但究其根本其实不是中央与
地方的权力角力，而是权力并未
如习近平所倡导被“关在笼子
里”。

3月 14日由李克强主导的第
七次“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尘埃
落定，但机构改革并非一劳永逸
的加减与分合。正如分析人士所
指，它更重在政府职能转变，而且
症结就在于限权简政。如今戏台
已经搭就，未来李克强将如何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树立取信于民

的政府形象，无疑将是迫在眉睫
的首务。

此前的报道中述及习李远大
的政治抱负，即经济马车不停蹄
不刹车，一路高歌猛进勇闯世界
第一。然而，现实的境遇却是2009
年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效
应显现，房市泡沫与增长疲软伴
生。而在最为紧要的民生改善上
亦是困难重重。这些都是李克强
执政显而易见的挑战。

所幸，习李似乎已找到一箭
多雕的“灵丹妙药”——改革。李
克强似乎与习近平在三农问题上
拥有着惊人的默契，也许是曾经
共同的下乡经历以及求学期间的
关注点，他们既有对三农问题的
直观而感性的认识，也不缺乏深
入而科学的思考。对于“消灭”农
民同样的热衷令他们将城镇化上
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工业化、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构成中国的

“新四化道路”，成为破解中国经
济下行压力、扩大内需、促进社会
公平等所有问题的万能锁钥。李
克强说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
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
最大的改革“红利”。

只不过，前车之鉴犹在，城镇
化不是粗放地驱赶农民进城。正
如舆论所称，城镇化是一种中心
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并行的
可发展之路，而非驱赶“农民”进
城却导致农村空心化的畸形建
设，更非无视环境保护和民众基
本土地权益。

在201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习李表达了最为一致的
思路，首提“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怀揣“中国梦”理想的习近平
来无疑将是李克强最为强有力的
战友和后盾。有评论称，数亿人的
城镇化工程将是历史最为庞大的
计划，如果李克强能实现这一宏
愿，无论其他改革成功与否他都
将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反之，如果
在他任内医疗、教育、住房和食品
安全问题等不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他的结局也将是黯然谢幕。

(穆尧 撰稿)

实力派入主国务院实力派入主国务院
李克强政治抱负惹关注李克强政治抱负惹关注

生性低调却不平淡的新一代团派领军人物李克强终于在3月15日入主国务院，顺利会师14日刚刚全面
“登基”的习近平，与之形成习李体制的轴心。这意味着经历5年副总理的磨砺和十八大后近4个月磨合，李
克强终于可以走上历史前台在由其主掌的内阁中挥斥方遒、一展政治抱负了。然而，鉴于中国当前政群关系
紧张、政府威信扫地的现实窘境，李克强能否走出其前任的泥潭，有别于其前任温家宝上任时踌躇满志、信誓
旦旦，到离任却不尽人意甚至事与愿违，外界仍普遍充满忧虑。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朱镕基的“抬一百口棺材”式的铁血冷面、温家宝的“仰望星空心忧天下”式
的温情感怀，曾长期隐没在人后的李克强或许显得寂寂无闻，当外界开始通过回溯既往某一细节去试图
为他冠以诸如不事张扬、刨根究底、谦逊儒雅等种种标签时，却忽略了他埋首实干的经历。此
外，虽然他在主管宏观经济与改革的5年副总理任上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却一人肩挑了最多最棘
手的社会民生难题，如医疗体制改革、食品安全、保障房建设等。温家宝时代黯然落幕，李克强
将接手一切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难，诸如政府公信衰落、职能转变等，李克强总理之路可谓荆棘
丛生。所幸，他有志同道合的习近平力撑，也有分属同门的汪洋作为股肱同盟。这些也都可
能是他有望走出其前任后尘的有利因素，当然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