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卫视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双手
打手势有30多次。这一幕让我印象深刻，想起了11年前采访时任河
南省长的您展现出来的自信和睿智。我想问的是，两年前您到访香
港，带去了中央政府的大礼包，未来有哪些新的举措？另外，我也是
安徽省籍的人，但我是一个出生在台湾、工作在香港、在过去十多年
来一直穿梭在两岸三地的华文媒体人。我身旁的人万分渴望对您本
人有进一步的了解，能不能借这一个机会，谈谈从政生涯一路走来从
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

李克强：刚才记者先生提醒
我，手势多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力，就可能不太注意听我回答问
题的内容了。不过你刚才讲的三
地都是容易引起我情感的问题。

我记得前年到香港访问，宣
布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繁荣、推动
两地深化合作的一系列政策，你
们把它比喻为“大礼包”倒是很
形象。不过这个“大礼包”的干
货要一个一个地打开，用好、用
足，还需要两地共同努力。现在
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中央政府
会尽力去推进。

我访港的时候，深感“一国
两制”下的香港充满活力，香港
同胞勤劳、智慧，香港社会包容、
开放、充满活力，内地和香港合作
空间还很大。凡是有利于港澳同
胞福祉增加、内地和港澳合作深
化、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的事，中央
政府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

你问到我个人经历，我曾经

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很难忘
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艰难岁
月。那里当时是中国农村出了
名的穷地方，也是后来中国农村
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我还记
得1977年高考后，我是在田头锄
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
国家的命运，使亿万农民脱贫，
也使许许多多的人出现了重大的
人生转折。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
了我们这一代肩上，我们要尽力
使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使
老年人安度晚年、年轻人充满希
望，使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述
个人的经历，我想说的是，在我
个人的经历中，从读书、做事、文
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
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
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是
我的心得。我坚信，做人要正、
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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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建设强盛国家 造福全体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17日上午应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的邀请，与采访两会的中外

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李克强说，我们衷心感谢人民代表的信任，从担任新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深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是重大责任。我们将忠诚于宪

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敬畏、对人民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
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李克强：腐败和我们政
府的性质水火不容，中国政
府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是
坚定不移的，这里我也想表
个态。

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
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
古训，也是真理。自古有所
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
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
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我们愿意接受全社会、接受
媒体的监督。

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

不 能 贪 、不 敢 贪 的 反 腐 机
制，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
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
更重要的是，要让权力在公
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
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
进行监督，这也是让权力涂
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
私用。

我们还要用简朴的政府
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
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
过紧日子。前一段我收到财
政报告，1—2月份，中央财政

收入增幅只有 1.6%，可以推
想，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
速增长的态势不大可能了，
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
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
政府的开支。

这里我们约法三章，本
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
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
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
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对
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
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李克强：你提的问题使
我想起前两天，我看到美国
媒体的报道，美方提出了这
样一个观点，叫做不同大国
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定
律，我欣赏这个观点。

我也想起上世纪 80 年
代到美国访问，正值美国大
选，两党人士我都有接触，他
们都跟我说：你放心，无论谁
当选，对华合作和一个中国
的政策立场不会改变。

虽然中美关系几十年来
历经风风雨雨，但是一直向前
走，为什么？这说明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

新一届中国政府会和
过去一样，高度重视中美关
系，因为这是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
间的关系，我们愿与奥巴马
政府共同去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
你问到怎么构建，这使

我又想起到中央政府工作
后，我经常会见美国的政治
家，他们和我谈话时很坦率
地说，我们是为美国利益而
来。我跟他们说，我是为中
国利益工作。既然大家都讲
利益，那好，利益就有共同
点、汇合点。

可以回想一下，30 多年
前，中美贸易额不过 10 亿美
元，去年已经达到近 5000 亿
美元。我们会继续推进互
利共赢合作。我想未来中
美 在 贸 易 、投 资 方 面 的 机
会、空间比过去 30 年会更
大，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

当然，我不否认中美之
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相互
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控
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

超越分歧。中美各自创造的
独特的文明、文化也可以互
学互鉴，以增进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夯实中美关系的
社会基础。

说到亚太地区，这可以
说是中美利益交汇最密集的
地区，中美都表示要维护地
区的稳定，促进繁荣。我希
望言行一致，从亚太地区做
起、做好，来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这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

你说到的黑客攻击问
题，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
的问题，中国本身就是主要
的被黑客攻击的受害者，中
方不仅不支持，而且反对黑
客攻击行为。刚才你说的
话我怎么有种“有罪推定”
的感觉啊？我想还是少一
些没有根据的指责，多做一
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李克强：这又是一个大问
题，我尽量用短时间来回答这
个问题。你刚才讲到了社会
上对城镇化有许多议论，我大
都听到了，也很关注。因为中
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
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
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
这些议论、担心，我想都是为
使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
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
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
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
农民、造福人民。我在农村调
研的时候，经常和农民们聊
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
愿望时，不少人用一句简洁的
话来表达，说是“希望过上和

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这在
过去对农民来说是奢望。现
在中国城镇化的大门给农民
打开了，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
三产业，而留在农村的，通过
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增收致
富。现在每年有 1000 多万农
民转移到城镇，这是必然的趋
势。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
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
在大约有 2.6 亿农民工，使他
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
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
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
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
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
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

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
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 1000 万
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
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
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尤为重
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
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
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
农民利益。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
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
去推进。在推进过程中，还会
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
题。听说这次两会期间，关于
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已经
500 多件了，还在统计之中，
我们将会认真地一一研究，使
城镇化能够积极稳妥地向前
推进。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中美相互尊重对方关切
就可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

美联社记者：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方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包括所谓
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另外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因为这一问题已引起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
必须保护农民利益

新华社记者：当前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主动去推进。也有人担心随着城镇
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城市贫民阶层。不知道总理
怎么看？

中国日报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很多改革的目标和举措，我们一
直十分关注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我们想知道，劳教制度改革有没
有一个时间表？

俄新社记者：您刚才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我不能不问一个关于
中俄关系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作为新一
届总理，您怎么评价中俄关系？将在哪些方面推动中俄合作？

李克强：习近平主席即将访
问俄罗斯，这本身就说明中俄关
系的重要性。我们两国互为最
大的邻国。我还记得去年访问
俄罗斯，俄罗斯领导人同我会面
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之间
的政治关系很好了，没有什么谈
不拢的，大家是不是多用点精力
谈谈务实合作的事。我在同俄罗
斯地方、民间人士接触过程当中，
也深感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提升中
俄务实合作的水平，发挥中俄经
贸互补的优势。我还记得出席一
个经贸方面的论坛，当时中俄双
边贸易额是 800 亿美元，我就憧
憬，通过共同努力，再翻几番没
有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共赢。

中俄推动务实合作，在地区
和国际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不
仅有利于巩固双边关系，而且有
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
定。事实上，中国同周边国家一
直在推动互利合作、互利共赢，
发挥相互优势，使双方关系迈上
新的台阶，使亚太地区和平、发
展与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刚才主持人说这是最后一
个问题了，今天在场的有很多来
自国外的记者朋友没有机会一

一提问，我想再讲几句。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有

关中国问题的报道，当然主要是
国际舆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大
概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担心中
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还有
一个是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不
会恃强称霸。

这两种疑问我认为都可以
打消。中国有条件保持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不断推进社会进
步。中国有13亿多人口，实现现
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持
久的国际和平环境。即使中国
发展强大起来，我们也不会称
霸，因为中国在近现代历史的惨
痛遭遇中有深刻感受。“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信
条。

这里我想强调，走和平发展
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决心，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
不可动摇的意志。这两条原则
并行不悖，符合维护地区稳定和
世界和平秩序的原则。中国作
为发展中的大国，愿意承担相应
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一道，
携手努力，守护21世纪的全球和
平与繁荣。

习近平主席将访俄罗斯
说明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