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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總理金句
個人信條
★「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這九個字不是什麼

典籍的原話，是我的心得。我堅信做人要正、辦

事要公，才能利國利民。

改革
★不是說政府有錯位的問題嗎？那就把錯裝在政府

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

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

需要，是人民的願望。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

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

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遊戲。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要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

★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

發展經濟
★關鍵在推動經濟轉型，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

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並且使

質量和效益、就業和收入、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

有新提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保障民生
★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要編織一張覆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

兜住特困群體的基本生活。

★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

是棚戶連片。

★政府應該對假冒偽劣和黑心食品堅決進行查處，

並且讓不法分子付出昂貴的代價。

★綠水青山貧窮落後不行，但殷實富裕環境惡化也

不行。

★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人民並不滿意的增長。

法制、反腐
★要把法律放在神聖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

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我們要用法治精神來

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自古有所謂「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擔任了

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

國際關係
★我經常會見美國的政治家，他們和我談話，很坦

率地說，我們是為美國利益而來，我跟他們說，

我是為中國利益工作。既然大家都講利益，那

好，利益就有共同點、匯合點。

★我們也不會稱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

國人的信條。

★剛才你說的話我怎麼有「有罪推定」的感覺啊？

（回應美聯社稱中國對美國進行黑客攻擊）

香港
★中央政府對香港「大禮包」的乾貨要一個一個地

打開，才能用好、用足，還需要兩地共同努力。

★凡是有利於港澳同胞福祉增加、內地和港澳合作

深化、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的事，中央政府都會盡

心盡力地去做。

兩岸
★大陸和台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把它一道維護好、

建設好，使其花團錦簇，我想花好總有月圓時。

★「同胞」這個詞、這個理念在中華文化當中是根

深蒂固的，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生生不

息的根源。

★所謂打斷骨頭還連㠥筋，同胞之間、手足之情，

沒有解不開的結。

新一屆政府的三大任務
★一是發展經濟。未來中國經濟環境依然嚴峻複雜，要居安思

危，也要處變不驚，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防範通貨膨脹，控

制潛在風險，使中國經濟不發生大的波動。

★二是不斷改善民生，㠥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

收入，持續地擴大中等收入的群體。

★三是要促進社會公正。公正是社會創造活力的源泉，也是提

高人民滿意度的一桿秤，政府理應是社會公正的守護者。

三大保障
★一是建設創新政府，依靠改革開放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

★二是建設廉潔政府，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

★三是建設法治政府，這尤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聖的位

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

壯士斷腕推改革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
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政府過緊日子讓人民過好日子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葛沖) 在記者會
上，有兩個問題涉及外交，其中，關於中美
關係，李克強稱，他欣賞美方提出「不同大
國之間的衝突並不是必然定律」的觀點。他
強調，新一屆中國政府會和過去一樣，高度
重視中美關係，中方願與奧巴馬政府共同去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籲少指責多做實事

至於怎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李克強稱，
中美利益有共同點、匯合點。中方會繼續推進互
利共贏合作。同時，李克強亦坦言，中美之間有
分歧，但只要雙方相互尊重對方的重大關切，管

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
對於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李克強稱，中

美都表示要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促進繁榮，希
望雙方言行一致，從亞太地區做起、做好，來構
建新型大國關係。
此外，對於黑客攻擊問題，李克強表示，中國

本身就是主要的被黑客攻擊的受害者，中方不僅
不支持，而且反對黑客攻擊行為，他呼籲中美少
一些沒有根據的相互指責，多做一些維護網絡安
全的實事。

盼中俄貿易額再翻幾番

在被問及中俄關係時，李克強稱，中俄政治關

係很好了，沒有什麼談不攏的了，建議多用點精
力談務實合作的事。他希望，中俄雙邊貿易額未
來再翻幾番，並實現共贏。
對於外界擔心中國發展起來會不會恃強稱霸問

題，李克強表示，即使中國發展強大起來，中國
也不會稱霸，因為中國在近現代歷史的慘痛遭遇
中有深刻感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
人的信條。
李克強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堅定不移

的決心，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是中國
不可動搖的意志。他說，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
國，願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同世界各國一
道，攜手努力，守住21世紀的全球和平與繁榮。

中美共同利益超越分歧

既為公僕 休想發財

李克強早在十八大閉幕不久就提出，改革是中
國最大的紅利。他昨日在中外記者會上指

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在完善過程中，靠改
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還有巨大的潛力，讓改革的紅
利惠及全體人民還有巨大的空間。

改革攻堅觸動固有利益格局

不過李克強指出，改革進入攻堅期，因為它要觸
動固有的利益格局。「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
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
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李

克強表示，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圍繞持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這三項任務，推
進能夠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
李克強詳細描述了未來改革的圖景。在推動經濟

轉型上，李克強說，要注意發揮財政、金融、價格

改革的槓桿性作用，推動公開、透明、規範、完整
的財政預算制度改革，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監督
財政收支、優化支出狀況，更多向民生傾斜。
在金融領域，李克強表示，要推進利率、匯率市

場化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的
比重，而且要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合
法權益。此外，中國還要用開放來帶動轉型，重點
是進一步開放服務業，中國企業迎來在公平競爭中
提升企業層級的好機會。

要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

在改善民生方面，李克強認為，離不開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應當敢於直面城鄉、區域兩個最大
的差距，特別是直面有八億多農民和五億多市民
之間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鄉差距，採取措施，逐
步使其縮小。
同時，李克強表示，還要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改

革，逐步提高統籌的層次，使醫療、養老保險的報
銷、接續能夠逐漸實現異地進行，這也有利於勞動
力的流動。
李克強還表示，要推動促進社會公正的改革，不

斷地清理有礙社會公正的規則，而且要使明規則戰
勝潛規則。同時，推動民營資本順利有效地進入金
融、能源、鐵路等領域，還要推進社會領域的相關

改革，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

政府削1/3行政審批項目

對於改革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係，李克強
表態稱，以「市場之手」取代錯位的「政府
之手」，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
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需
要，是人民的願望。
「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

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
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遊
戲。」李克強認為，必須從改革行
政審批制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
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
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
減三分之一以上。
李克強認為，本次政府機構改革方案的

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也就是「簡政放權」。
「如果說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
麼轉變職能則是釐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
間的關係。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
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
事。」李克強認為，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
難，因為它更深刻。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 總理李克強
表示，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人民並不滿意的增
長，無論是污染狀況、食品問題，還是治理和處
置的效果，都要公開、透明，讓公眾、媒體能充
分、有效地加以監督，形成倒逼機制，來硬化企
業和政府的責任。政府應鐵腕執法、鐵面問責。
李克強表示，要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就包括

在發展中要讓人民呼吸潔淨的空氣，飲用安全的
水，食用放心的食品。
李克強表示，他擔心的是粗放的發展方式能不能

加快得到轉變。「我曾經說過，綠水青山貧窮落後
不行，但殷實富裕環境惡化也不行。我們需要進一
步創新發展理念，推動科學發展。一是不能再欠新
賬，包括提高環保的門檻；二是加快還舊賬，包括
淘汰落後產能等。政府應當鐵腕執法、鐵面問責。」

談及霧霾 總理心情沉重

談及近一段時期中國東部較大範圍出現霧霾天氣，
李克強表示和大家一樣心情都很沉重。他指出，對這
一長期積累形成的問題，要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大的
作為去進行治理。特別是對重點地區，已經查明的人
為因素，要限期治理。李克強指出，食品安全是天
大的事，直接關係到人們的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
政府應該對假冒偽劣和黑心食品堅決進行查處，並
且讓不法分子付出昂貴的代價。

食安治污
鐵腕執法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海巖) 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引用古訓稱，「為官發
財，應當兩道」，「己正，才能正人」，為政
清廉應該先從自己做起，既然擔任了公職，
就要為公眾服務，要斷掉發財的想法。他提
出，本屆政府「約法三章」，要用簡樸的政府

來取信於民，「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
過緊日子」。
對於反腐工作，李克強表示，腐敗和我們政府的

信譽水火不容，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和意志堅定
不移。自古有所謂「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

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
「我們願意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 要建
立和完善「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讓腐敗
行為、腐敗分子依法受到嚴懲，絕不手軟。要讓權
力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運行，使人民能夠更為充分
和有效地進行監督，「把權力塗上防腐劑」，「只
能為公，不能私用」。

「約法三章」中央帶頭做起

李克強還表示， 「我們要用簡樸的政府來取信
於民，造福人民，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

過緊日子。」
李克強提到，今年1-2月份，中央財政收入增幅

只有1.6%，可以推想，未來財政收入再保持高速
增長的態勢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剛性的，
不能減，只能增，那就需要削減政府的開支。
由此，李克強提出「約法三章」，要求「本屆政

府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
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
國、公費購車（三公消費）只減不增。」他並表
示，「約法三章」要中央政府帶頭做起，一級（政
府）做給一級（政府）看。

新型城鎮化 以人為核心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海巖)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中外記者會

上談及城鎮化問題時表示，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不能靠
「攤大餅」，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東、中、西部地區因地制宜地
推進，亦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 」。
李克強承諾，本屆政府決心再改造一千萬戶以上各類棚戶區。
李克強認為，中國的城鎮化規模之大，為人類歷史所未有，不僅對中

國的發展很重要，而且會影響世界。對於中國來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
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助農民工融入城市

李克強說，現在每年有一千多萬農民轉移到城鎮，農民可以進城從事二三
產業，而留在農村的，通過適度規模經營，都可以增收致富。
李克強提出，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現在大約有2.6億農民

工，使他們中有願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要有就業
支撐，有服務保障。此外，新型城鎮化必須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保
住耕地紅線，保障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　　
李克強還指出，城鎮化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會帶來經濟和社會深刻的

變化，需要各項配套改革去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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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政府與人民「約法三章」

★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

★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

★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三公消費）只減不增。

1 7日1 0時3 0

分，人民大會堂

金色大廳，新一

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站在主席台正中，

面含微笑，張開雙臂。這一獨特手勢彷

彿在說：「我來了」。

53次提到「民」字

「從擔任新職的那一刻起，我就深

感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重托，是重大

責任。我們將忠誠於憲法、忠實於人

民，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李

克強「首秀」的開場白簡潔、平實、

不乏激情。106分鐘的總理記者會，

共有11家中外媒體發問，李克強對答

如流，字裡行間透出大國總理的民本

情懷。

整場記者會，李克強53次提到「民」

字。言談中，從強調推進城鎮化「以人

為核心」，到「編織一張覆蓋全民的保

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從「我們不能

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人民並不滿意的增

長」，到「對假冒偽劣和黑心食品堅決

進行查處」；從「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

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到「要讓人民過

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都在

呼應他「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的

座右銘。

「法」使用頻率最高

在問答過程中，凡涉及政府將如何

運用民眾所賦予的權力時，「法」是

李克強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承諾以

簡樸政府取信於民時，他向本屆政府

鄭重提出約法三章；談及環保話題

時，他明確「政府應鐵腕執法、鐵面

問責」；記者問及施政目標時，他強

調建設法治政府尤為根本，「要把法

律放在神聖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

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我

們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

代社會、現代政府」。

談論改革富感染力

在李克強組閣的當下，時值中國經濟轉

型尚未到位、社會發展百業待興、政府職

能仍需調整、重要改革亟待突破的關鍵節

點。縱觀整場記者會，最富感染力的答

問，都來自他對改革攻堅的回應：對於政

府機構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改革的㠥力點，則是「貴在行動，喊破嗓

子不如甩開膀子」；面對改革阻力，他矢

志「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但再深的水我們

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盡顯他義無反

顧推進改革的強大意志力。

這位富有民本情懷、法治精神、改革

勇氣的共和國總理，能否實現他的施政

承諾，民眾將拭目以待。

■兩會報道組 何凡

大國總理重「民」講「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向外界發表改革「宣言」稱，改革進

入深水區，「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李

克強表示，要以壯士斷腕之決心轉變政府職能，決心在本屆政府內削減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審批事項，

「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遊戲」，並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

向，推進能夠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軼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新一屆政府要以民之所望為心之所
向。李克強說，中國要解決的事很多，主要問題是要持續
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這三大目標。
李克強強調，第一要持續發展經濟。面對未來中國經濟

環境依然嚴峻複雜這一現實，中國政府既要居安思危，也
要處變不驚，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防範通貨膨脹，控制潛在風
險，使中國經濟不發生大的波動。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在李克強看來，要努力去實現2020年的目標，即保持年均增
長7%的速度，並非易事。不過中國也有有利條件，首先是有
巨大的內需。要持續發展經濟，關鍵在於推動經濟轉型，把改
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
並且使質量與效益、就業與收入、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有新提
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其次，新一屆政府會不斷改善民生，㠥力提高城鄉居民，特

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續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第三是促進社會公正。李克強指出，公正是社會創造活力的

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滿意度的一桿秤，政府理應是社會公正的
守護者。「我們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無論是來自城
市還是農村，無論是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只要通過自身的努
力，就可以取得應有的回報。無論是怎樣的財富創造者，是國
企、民企，還是個體經營者，只要靠誠信公平競爭，都可以獲
得應有的收穫。」

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

李克強強調，解決上述三個問題需要三大保障。首先是建設
創新型政府，依靠改革開放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其次，建設
廉潔政府，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建設法治政
府，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李克強說，「我們將忠誠於憲法，忠實於人民，以民之所望

為施政所向。把努力實現人民對未來生活的期盼作為神聖使
命，以對法律的敬畏、對人民的敬重、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的
政府，去造福全體人民，建設強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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