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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上接A03版）

谈中美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美联社记者：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
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中方希望美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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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问题现已引起对
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

李克强：你自己给自己当翻译应该
拿双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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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又想起在
中央政府工作后，我经常会见美国的政治
家。他们和我谈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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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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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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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还是少一些没有根据的相
互指责，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谈改革：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多次提到说改
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社会
普遍上说深水区的改革相当困难，可能
会触及一些利益群体，甚至这些利益群
体可能会形成对改革的阻力。在这种
情况下怎么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着
力点主要在哪些方面？

李克强：我之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
红利，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
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
力还有巨大的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
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间。改革贵在
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
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
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
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
优化支出状况，更多向民生倾斜。在金
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
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
重，而且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用开放来带动
转型，重点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改善民生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
改革。我们应当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
个最大的差距。特别是直面有8亿多

农民和5亿多市民之间的涉及人口最多
的城乡差距，采取措施，逐步使其缩小。
还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医疗、
养老保险的报销、接续能够逐渐实现异
地进行，这也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
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

“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同时，推动民
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
路等领域，还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
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至于你刚才说到改革进入了深水
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
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
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
也得蹚，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
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
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
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谈两岸关系：
花好总有月圆时

台湾《联合报》记者：近年来，两岸
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您对于未来进
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什么样
的规划和愿景？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
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李克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居住
在两岸的是骨肉同胞。所谓“打断骨头
连着筋”，同胞之间、手足之情，没有解
不开的结。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年两
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发展，两岸
合作的成果在不断扩大。我想，只要坚
持一个中国，维护同胞之情，两岸关系
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当前的机遇，
而且使未来的机遇不断地扩大。新一
届政府将会履行上届政府所作的承诺，
并且要努力寻求合作的新的推动支
点。在推动大陆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当
中，会更多地考虑台胞的福祉和利益，
我们愿意与台湾共享发展的机遇。大
陆和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把它一道
维护好、建设好，使其花团锦簇。我想，
花好总有月圆时。也请你转达我对台
湾同胞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谈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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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对此如何看？

李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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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担心，我想都是为使
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
核心的城镇化，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
大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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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环境：
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现在环境污
染和食品安全，包括北京的空气质量状
况，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政府
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同时解决这
些问题？中国的公众和舆论是否可以
更多地监督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

李克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就包括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
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刚才
记者先生讲到，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实
际上中国东部比较大范围出现雾霾天
气，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对这
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
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特
别是对重点地区，已经查明的人为因素，
要限期治理，对于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状
况，要摸清底数，进行坚决的整治。至于
食品安全，那可以说是天大的事，直接关
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政府
应该对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坚决进行查
处，并且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还担心的是，粗放的发展方式能
不能加快得到转变。我曾经说过，绿水
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退
化也不行。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
理念，推动科学发展。一是不能再欠新
账，包括提高环保的门槛；二是加快还
旧账，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等。政府应当
铁腕执法、铁面问责。

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
并不满意的增长，所以这里很重要的
是，不论是污染的状况、食品问题，还是
治理和处置的效果，都要公开、透明，让
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监督，
这也是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来硬化企业
和政府的责任，也可以增强人们自身的
防护意识。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
大家都尽一把力。政府则是要以更大
的决心来让人民放心。

谈劳教制度：

改革方案年内出台

《中国日报》记者：中国劳教制度改
革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李克强：请允许我简要地回答你。
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
门正在抓紧研究制订，年内有望出台。

谈港澳繁荣：
尽心尽力维护

谈个人心得：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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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借这个
机会，谈谈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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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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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
用好、用足，还需要两地共同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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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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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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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讲述个人的经
历，我想说的是，在我个人的经历，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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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周边关系：
推动互利合作

俄新社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访问俄罗斯，您怎么评价中俄关
系？将在哪些方面推动中俄合作？

李克强：不久习近平主席将访问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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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出席一个经贸方面的论坛，当时我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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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的
和平稳定。中国和周边国家一直在推动
互利合作、互利共赢，发挥相互优势，使
双方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使亚太地区
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谈对外政策：
中国强大，也不称霸

李克强：刚才主持人说这是最后一
个问题了，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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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