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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大国新总理成长史

04

李克强看望包头北梁棚户区居民 新华社发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
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
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
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书生味道”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北大近十年

学生”的李克强，尽管为人低调，酷爱读书却广

为人知。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

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

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

员，“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

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

《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

“冒险”。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

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

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

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

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时代之子
1977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

国570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

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

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

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

“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

考察。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

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提升很快，大三以后即

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当年手捧小本子背单词的李克强一定没想

到，英语除了帮助他与西方经典、新知无障碍接

触，还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某

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迟到，会见照常进行，他同

外宾问答自如；2011年访港，在港大演讲时用

英文发言约两分钟，外媒好评迭次。

还有学术研究。今天能够查证到的有李克

强署名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是与龚祥瑞合著的

《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中发表在《法

学杂志》上，共5页。

新观念、新工具、新技术——回溯青年李克

强，他固然是时代转折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示了

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风貌。

坐言起行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

大优秀毕业生。曾任团中央常委的北大党委副

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找

他谈话十多次，说服他留校担任北大团委书记。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

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

长，从政生涯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正式起步。

1983年末，李克强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

书记，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

会召开，30岁的李克强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克强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

中央工作期间拿下的。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此文获得中国经济学

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强的深度

参与推动。第一所“希望小学”由他在安徽省金寨

县选址；一些相关的重要管理制度出台，他亲自督

办。作为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的成员之

一，李克强还参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3年末，李克强在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

上的讲话，曾在团系统内口耳相传。李克强在报

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

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

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

实践。”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

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

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

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

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

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而不套框框、直切问题的调研方式，在他日

后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助力决策的杀手锏。

当李克强告别15年的团中央生涯后，有团干

部这样总结团系统工作风格的变化：从团本位到

青年本位；从运动青年、指挥青年到服务于青年；

由行政指令到宏观调控、中观指导、微观搞活。

而此时的李克强，正待在更广阔而复杂的平

台上，展开他从政之路的下一个15年。

执政轮廓

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

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克强指数

(Likeqiangindex)。这个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的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耗

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

“克强指数”很快被国际机构认可。花旗银行

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

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

践磨练。

他外出调研经常随机行动，到县城的超市

询问商品价格，与小吃摊摊主聊天；或者是在下

乡途中临时下车，追问村民税费改革落实情况；

爬上8米高的粮库，捡起稻米细嚼，自己感受粮

食品质。

2013年春节前，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看望

居民，因为是临时到来，让居民家的“光屁股娃

娃”欢乐地抢了新闻联播的镜头。

因为有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在审视和应对

经济难题时，他显得功力深厚、底气十足。

专业精神

2004年12月末，到任辽宁12天，李克强来

到抚顺莫地沟。

莫地沟是老棚户区，李克强去的那天下着大

雪，气温零下29℃。他目睹了近千户居民共用一个

厕所。他走进半地下只有9平方米的一位退休老矿

工家，“居民区里70%的人都下岗了，这样的地方确

实比贫困乡村都困难，出乎我的想象。”李克强说。

“虽然我们的财力不足，但是已经到了下大

决心的时候。”他对官员们说，“即使中央的政策

争取不到，省、市的政策也要出台。”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

工程，到2006年底提前一年超额完成。50多年

没办成的棚户区改造，如今一揽子解决。

“万事民为先”——十八大后新华社播发新任

政治局常委特稿中，李克强常说的这句话被做成了

大标题。这算得上是他面对难题时的选择标准。

不惧难题

2008年1月，川东北等地雨雪冰冻灾害严

重，李克强赶赴灾区。在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

他踩着10多厘米厚的积雪一家家看望村民，慰

问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他坚持不在群众家中

吃饭，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饥。

类似的是著名的“一脚泥”——那是一张新闻

照片，2010年7月，李克强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大

孙村与贫困户孙树节一家聊天，两只鞋都被泥巴

糊满。

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李克强不太愿意出现在

聚光灯前。曾有北京的媒体想采访他，秘书已着手

安排，却在最后时刻被李本人婉拒。

到辽宁后，李克强继续保持低调。沈阳铁

路局有关人士透露，他经常乘火车去开会和调

研，“有时仅一个人，连秘书都不带”。

尽管公众形象低调，但李克强工作上的果

断作风却毫不掩饰。

2012年4月，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开幕式，一落座就跟左右外国政要顺畅地交流。

开幕主旨演讲流露“自信风度”，演讲开头，他脱

稿说，身在博鳌就能“博览天下”、“博采众长”。

与台湾地区代表吴敦义的会面也是亮点之一。

吴敦义用“以诚相待、没有敷衍”来评价李克强。

这种干练睿智、底气十足、有话直说的大国

领导人形象，令中外媒体眼睛一亮。

十八大闭幕后一周，2012年11月21日，李克

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被视为明确向外界释放深化改革的信号。

李克强说，他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

失的说法，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增加。

“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他自问自

答：这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有媒体说，以李克强的学识背景和从政之

路来看，他被认为是带有强烈制度偏好、市场偏

好的改革者。

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

历史责任——李克强的这句话被媒体多次援

引，而这也被视作他对自己和同僚的有力提醒。

个人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