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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以2,952張讚成票、

1票反對、3票棄權，選出習近平擔任國家主

席，同時當選國家軍委主席。至此，習近平

集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於

一身，總攬黨、政、軍三方大權，中國10年

一次的最高領導人換屆宣告完成。去年11

月，習近平已經就任更重要的中共總書記和

軍委主席職位；此後，習近平施政中國再無

掣肘，屬於習近平的時代正式開始。

作為中共政壇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一上

任就接棒民族復興重任，宣布傳承毛鄧“社

會主義路”道路、踐行百年“中國夢”的政

治抱負；大力推行反腐清黨，宣稱要“蒼

蠅”“老虎”一起打，並將“權力關進籠子

裡”；同時強勢整軍，將“聽黨指揮、能打

勝仗、作風優良”明確為新時期解放軍的12

字強軍目標，以此一步步奠定習式新政的格

局。當然，習近平時代能否名副其實還是個

“將來式”，尚需看其後5年乃至10年中的

作為。

反腐、肅黨、治軍樹習式政
治框架

自中共十八大上位以後，習近平反腐、

整風、清黨、飭軍，一戰再戰屢出“奇

兵”，社會風氣為之一新，習式新政格局初

奠。

中國其特有的政治模式顯示，自律方能

律他，治國須先治黨。在胡錦濤時代就已開

始主抓“黨建”的習近平，深知此中利害。

在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後新一屆中央

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上

位後的第一次露面、講話就強調“打鐵還需

自身硬”，表態要“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

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

而他此後一系列的治黨的動作，都是在兌現

“自身硬”的承諾。

此後兩個月時間裡，除帶頭踐行“新八

項注意”外，習近平治黨的第二板斧是轟轟

烈烈的反腐狂潮。至2013年1月22日，習近

平在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強勢講話，

進一步將反腐推上了新的高潮，他表示要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堅持

‘老虎’‘蒼蠅’一起打”;“有腐必反、

有貪必肅”，措辭直白犀利切中要害，人們

開始進一步堅定習近平反腐似乎不是空談而

是要動真格了。

另一方面，習近平更遠大的抱負則是勇

於擔當實現百年“中國夢”的宏闊愿景。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時，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習近平的講話充滿了激情，

引起媒體大量報道和評論，“中國夢”已經

成為習近平具有代表性的詞語。習近平甚至

為實現夢想設定了具體日期：2049年，即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

“道路決定命運，夢想照耀未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3月14日

被宣布任職中國國家副主席，打破了胡錦濤

從1998年3月出任國家副主席開始形成的慣

例，國家副主席職務擔任者15年來首次不

“入常”。

本次兩會接替習近平當選為國家副主席

的李源潮，原本是外界看好的中共十八大入

常人選，卻在十八大上連任中央政治局委

員。此前，他在2007年10月舉行的十七屆一

中全會上首次“入局”，隨後以中央政治局

委員身份兼任中組部長，直至十八屆一中全

會後將職務交由趙樂際。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職務自1954年開

始設立，1975年通過的《憲法》決定取消

“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1982年

12 月 4 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

1949年後的第四部成文憲法，恢復設置國家

主席、副主席。1982年憲法於1988年4月、

1993年3月和1999年3月經過了三次修正，每

次都繼續堅持國家主席、副主席的設置，從

而使國家主席制度得到確立。

根據中國憲法，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

國人大選舉產生；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受

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在主

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

副主席任期五年，最多可連任兩屆。憲法同

“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體學習，以及2013年1月5日，在中央

黨校舉辦的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

員學習班上，習近平兩次指出十八大精神，

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強調，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它什麼主義。

習近平強烈的政治信念，源於他獨特的

成長經歷。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為中共元

老，是“正宗左派”的社會主義者。為加入

共青團和共產黨，習近平分別寫了8次和10

次申請書。“紅二代”的出身和經歷的苦難

煎熬，鑄就了習近平的政治信念。作為中共

開國元勛的後代，習近平將紅色江山永固視

為己任，將中華民族復興視為己任，並為此

樹立起自己接續毛澤東草創、鄧小平開拓的

政治理想架構，它既需要一種政治自信和勇

氣，也需要一種政治智能和清醒定位。

如何直面外交挑戰需關注
在內部與外部世界都發生變化的情況

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西方賦予

的中國“崛起”質疑以及不得不面對的周邊

領土領海沖突，作為西方眼裡“非英語國

家”的領導人，習近平如何面對中國的外交

挑戰也是外界關注焦點之一。

2009年2月，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

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他先是自豪地宣稱中

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

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然後指出“有些

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

畫腳”，還補充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

有什麼好說的。”直言不諱的一席話，被各

界視為深入觀察習近平性格的罕有機會。從

那開始，國際輿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將比

胡錦濤趨於強硬。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外交籌碼多，挑戰也

多。以“和平共處”、“韜光養晦”為其外

交國策的中國，在內部與外部世界都發生變

化的情況下，作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正面臨

重新定位其世界角色的問題。如何定位中國

的國際形象，如何選擇對世界的責任方式，

決定著中國自身能否和平發展，決定著中國

在未來國際社會中將承擔何種角色，此為不

可不慎的“國之大事”。

另一方面，帶有針對中國成分的軍事演

習不斷發生，部分領土、領海問題明顯被激

化，美國高調“重返東亞“並試圖拉周邊國

家“平衡”中國，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由溫和

轉為強硬，美韓同盟迅速強化，朝鮮單方面

撕毀停戰協定……中國周邊環境出現了不少

負面因素。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感覺，相較於

外交部的“識大體”，解放軍強硬的聲音更

給力。近期跡象可見，中國軍方已經更加敢

於直言。在當下中美博弈白熱化的背景之

下，未來軍方以何種程度重新定義涉及范圍

更寬的國家利益有待觀察。

時規定：和主

席一樣，副主

席的候選人必

須是年滿45 周

歲並有選舉權

及被選舉權的

中國公民。

1983年6月

至1998年3月的

15年間，烏蘭夫(1983.6-1988.4)、王震(1988.

4-1993.3)、榮毅仁(1993.3-1998.3)分別擔任

過國家副主席。

1998年3月，胡錦濤以十五屆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身份出任國家副主

席。1998年3月至2013年3月14日李源潮當選

國家副主席前，這15年間，國家副主席與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一)

3個職務一直由同一人擔任。胡錦濤(1998.3-

2003.3)、曾慶紅(2003.3-20073.3)、習近平

(2008.3-2013.3)莫不如是。

但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恢復7人規

模，排名第五的常委劉雲山從習近平手中接

過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中共中央黨

校校長、中央黨的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等職

務。另外，劉雲山還從李長春手中接過中央

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等職務。

3月15日上午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決

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的人選；選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嚴雋琪：現在宣布：李克強同志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2013年3月15日，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

理。他曾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理，

而今，作為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相比於六

位前任，他也成為歷任中國總理中的學歷最

高者。

去年十八大結束後，李克強在座談會上

的名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迅速傳

遍中國，成為

“最鼓舞人心

的金句”。在

今年兩會上，

李克強參加各

地代表團審議

時，陸續提出

了守住環境底

線、保證食品安全、統籌城鄉發展、政府工

作和財力投入要繼續向民生領域傾斜等一系

列貼近百姓生活的意見。

博士治國、民生為先，作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的新任總理，李克強將帶來的改變讓

民眾滿懷期待。

胡錦濤與習近平握手，

祝賀他當選國家主席。 習近平、李克強走向主席台

習近平一家與父親習仲勛 習近平與母親齊心 習近平出訪都柏林秀球技

三八節，習近平與兩會婦女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