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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目前正处在主政后的“蜜月期”，党

政军各方面给予了他相当大的支持。过去的

一年，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薄熙来事件。在这个紧要关头，

高层领导深刻地意识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

性。只有达成共识，才能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

发展。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很难产生强势领导

人。毛泽东、邓小平都出自于战争环境。但现在

如果爆发战争，国家的不稳定性就更大了。习

近平成为新领导人后，各方还是给予了相当

大的支持。新班子仍然重视政治继承，习近平

对中共早期传统有着血脉和精神上的双重继

承，这让习在部署工作时能得到比较多的支

持。这一点是10年前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时所没

有的优势。

本届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人减

少为七人，人数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制度性

的变化。我认为未来高层精英政治最主要的

是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最高领

导集体产生的途径来看，领导人当选的过程

是不是民主、公正、透明。第二，在具体的运作

过程中，要处理好一把手和其他常委的关系。

既要给一把手实权，又要从制度上对其有合

理的牵制。第三，关于集体领导制度下常委之

间的分工问题。常委既要有适当的分工，又要

防止部门化情况的出现。如何处理这三个问

题将是决定政策是否能高效执行的关键。

从领导人以往的履历和言论来看，习近

平支持市场化，支持经济发展（尤其是沿海

地区）和金融开放。他上任后的南巡就强

烈地释放出了这一信号。李克强比较关心弱

势群体和民生问题。例如保障住房、医疗改

革、食品安全和能源问题等。他们俩具有较

好的互补性。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在政策的平衡性

上做得较好，这一点有利于党内团结。他一

方面主张市场开放，同时支持王岐山打击

官员腐败，特别是金融领域内的腐败，这一

举措对健全和发展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很

大影响。同时，习近平也注重与李克强的合

作，让他推进户口制度和城镇化的改革，这

又显示出习关注民生的一面。此外，“两会”

后将有部委改革、分税制改革。在这些改革

中，李克强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从行政分工的角度来看，国务院领导在

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比例上升，从五年

前的2/9到目前的2/7。从这个角度上说，国

务院这个机构的地位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中更重要了。但国务院的其他高层在中央政

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并没有太大变

化。例如，将在3月人大任命的四位国务院副

总理和一名国务委员已入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外交部长依然没有进入政治局等，

都和五年前没有变化。

同时，国务院各部委有可能在两会后出

现大的调整。现在的28个部门要经历新一轮

的裁撤合并。这是对李克强的执政能力的挑

战，同时也是对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协调能力的挑战。

十八大以后，技术官员在中共最高权力

机构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一点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体现得最明显。拥有文科背

景的官员人数显著上升。同时，几位公检法

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

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

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

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关于反腐，我不同意两种极端看法。第一

种观点是认为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多反腐

败的讲话，中国的腐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习

近平说“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是“苍蝇”太

多，不可能都打完。打“老虎”则会带来党内产

生派系恶斗的危险。所以尽管中共高层下决

心反腐，但实际执行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第

二种观点认为本次反腐和以往历次反腐一

样，完全不会起作用。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最近几次谈到反腐败

问题后，各地官员抛售房产、会议从简等情况，

这些情况说明了官员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改

变，这是可喜的变化。

我认为中共高层领导并没有寄希望于在

短期内彻底消除腐败，但他们意识到腐败之风

一定要扼止。打击腐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

就是像薄熙来采取的搞运动的方法。第二种，

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法制建设，让民众对法治

树立信心。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能寄希

望所有改变在一夜之间完成。这对于刚上任

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来说也是一个很棘手的

工作。腐败问题不处理，就可能“亡党亡国”。但

反腐败处理得不好，也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所以一方面，他要保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党的

领导，另一方面要树立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信

心。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

不仅仅是没有带来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

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

败事件的出现，从而逐步建立有效的机制、可

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

（李成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

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

李成：“习李搭档”的互补性
习近平支持市场化，支持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李克强比较关心弱势群体

和民生问题，他们俩具有较好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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