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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葛沖）「粗略算的話，每

一個工作小時，中美之間可能有1

億美元的生意已經做成了。」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美共同利

益遠遠大於分歧，雙方只要相互尊重對方

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管控好分歧，平

等磋商，尤其是注意擴大中美的共同利

益，就可以提升中美關係的水平。對於周

邊關係，他強調，四鄰周邊有時候難免有

磕磕碰碰的情況，但是只要大家相互尊

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應該是

和諧的聲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莊
園會晤，達成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共識。

李克強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互不衝突、互利
共贏。他表示，中美關係實質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
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

擇寬處行 謀長久之利
「當然，中美因為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發展階段不
同，對一些問題存在分歧——這是客觀的，在合作當
中有摩擦也是事實，但這是合作中的『煩惱』」。談
及中美兩國面臨的障礙，李克強說，「我們只要相互
尊重，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管控好分
歧，平等磋商，尤其是注意擴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就
可以提升中美關係的水平。」
李克強強調，中美的共同利益可以說是遠遠大於分
歧。「去年我們雙邊貿易額達到5,200多億美元，粗
略算的話，每一個工作小時，中美之間可能有1億美

元的生意已經做成了。何況我們現在還正在進行中美
投資協定的談判。」
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總理表示，中美合作的潛
力巨大，要在增強互補性上多做文章。他說，所謂
「智者求同，愚者求異」，就是要向有利於中美雙
方、有利於兩國關係穩定的方向去走，要擇寬處行，
謀長久之利。

周邊外交互利互惠 碰出和諧聲
除了大國間互動頻繁，去年，中國領導人頻繁訪問
周邊國家，提出了新的周邊外交理念與合作倡議，但
本區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在被問及如何看待
中國與周邊關係的前景時，李克強稱，中國是個發展
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是13億人民的共同意志，這需
要有和平穩定的周邊和國際環境。
他重申，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堅定不移

的，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也是不可動搖

的。兩者歸結起來，還是要維護穩定，為發展創造良
好環境。
李克強指出，早在60年前，中國和一些周邊國家
就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四鄰周邊有時候難
免有磕磕碰碰的情況，但是只要我們相互尊重、管控
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應該是和諧的聲音，而不是
刺耳的噪音。」
李克強特別回憶了他去年訪問東盟國家時的一個小

故事。他說，當時他和越南領導人達成海上共同開
發、陸上合作、金融合作三頭並進的原則共識以後，
也想聽聽民間的反應。「我就晚上趁工作之餘，到了
一家小店。那個女店主當時就認出我了，她說歡迎中
國客人來。我想這也是給她帶來生意啊。我就問她：
你怎麼看鄰國的關係？她說還是和平友好吧。」
李克強認為，和平友好、和平共處，是四鄰百姓的願

望。他強調，各國需要一起努力，擴大利益交匯點，縮
小矛盾點，這樣就可以和睦相處，也是造福民眾。

「中國不能總賣鞋襪衣帽玩具」
昨天的記者會，數個細節透出李克強對記者的重視和

尊重。
記者會開始，李克強登上主席台，他特意換上一條藍

色領帶，一個小時前他參加人大閉幕式時繫的還是紅色
的，藍領帶更顯大國總理的莊重與大氣。

記者會上，現場外國記者紛紛用「普通話」提問。最早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用中文提問後，李克強笑着說：
「你的中文說得很流利，也很標準，我聽懂了。但是因為
這是中外記者招待會，還得請翻譯做一次翻譯。」

緊跟着，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再度用中文提問，
他又笑着說：「你的中文就更標準了，但是還是需要再
翻譯一次」。待第三位外國媒體路透社記者用中文提問
完之後，李克強讚歎說：「我確實很佩服你們這些駐華
記者，能這麼流利地說中文。」

本次記者會原定一個半小時，中午十二點結束。 十二
點二十分，回答完兩個補充問題，李克強說：「吃午飯
的時間了。中國人說民以食為天。所謂民是眾的意思，
你們的肚子加起來遠遠超過我一個
人，還是要讓大家不能挨餓。」

■兩會報道組馬靜、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談及中歐貿易，
李克強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經濟要升級，出口產
品也要升級，中國不能總是賣鞋襪、衣帽、玩具。他強
調，中國裝備走出去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檢
驗，提質升級。
去年李克強訪問了多個歐洲國家，並親自介入解決中
歐之間關於光伏產品的貿易糾紛，訪問期間他亦親自推
介中國核電以及高鐵裝備。談及中國企業進入歐洲市場
方面存在的一些障礙以及歐洲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擔心
時，李克強表示，推介中國產品，維護中國企業在海外
的正當權益，這是作為中國總理分內的事。
「我去年訪問中東歐的時候，曾經跟他們的領導人
說，如果你要建高鐵、核電，在同等質量下，用中國的
裝備可能是建設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這個底氣。」
李克強說。
李克強指出，中國的經濟要升級，出口產品也要升級，

中國不能總是賣鞋襪、衣帽、玩具，「當然這也需要，但
中國裝備走出去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檢驗，提質
升級。而且這樣做也有利於各方，因為我們裝備的很多零
件是全球採購的，一些技術也是購買來的，中歐和相關方
面就裝備走出去進行合作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摩擦難免 妥善協商
李克強強調，中歐作為最大的貿易夥伴，規模很大，

摩擦難免不發生，但只要中歐相互尊重，妥善地協商，
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李克強表示，中歐都主張世界多極化，也主張投資便

利化。中歐企業相互進入、相互投資，這是大趨勢。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相信在中歐投
資協定談判的進程當中，只要我們對等、公平、便利地
推進，為企業創造條件，中歐的相互投資額會不斷地攀
升，經濟的融合度也會不斷地加深。」

■李克強去年訪問歐洲時，曾推介中國核電以及
高鐵裝備。圖為今年年初出口阿根廷的中國城際
動車組外觀。 資料圖片

中美每小時做成上億美元生意
兩國利益遠大於分歧 重在互相尊重平等磋商

■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會時，向
記者揮手致意。 新華社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昨天閉幕，禮儀小姐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外合照留
念。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孟慶
舒）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上午在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與中
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問題。現場有

台灣記者提問總理在新一年對兩岸關
係的新期待，李克強以兩岸共選
「進」為年度漢字這一趣事為引，表
達了對兩岸關係再進一步的期待，並
希望兩岸保持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的
好勢頭，ECFA後續商談早出成果，
造福兩岸民眾和企業。
李克強說，兩岸是手足同胞，一家

人，此話可以說常講常新。「去年兩
岸媒體共同把『進』字作為兩岸年度
漢字。這個字可以說反映了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趨勢，也反映了兩岸民眾
的期待，我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兩岸
關係有新的進展，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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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茅建興）總理中外記者
會結束後，本報採訪向總理提問的外國記者，請他們點
評總理的答問。美國CNN記者吉米獲得第一個提問機
會，問題與失聯的馬航飛機有關，他向本報表示，總理
的回答比較務實。
路透社北京分社記者林洸耀同樣在總理記者會上獲得

提問機會。對於總理的回答，林洸耀說，感覺比較務
實。在他看來，李克強總理是一個比較傾向做事的人，
多做少說。「很多問題他沒有講得太滿，而有所保留，
相信在解決那些問題上，總理已有方案，只是沒有講太
多細節。」他補充道，記者會沒有涉及新疆、日本及打
大老虎等方面的提問，很多外國記者對此有些遺憾，他
們希望了解更多中國的內容。

評總理答問
外媒記者：務實冀兩岸關係再「進」一步

「請大家拿出證件和請柬，有秩序排隊進場。」「這位記者，
您的請柬下方手寫的單位名稱與記者證不符，請出列靠邊，聯繫
發證單位工作人員。」作為「兩會」的壓軸大戲，總理記者會的
安保格外嚴格。
按照慣例，參加總理記者招待會的記者須同時持有「兩會」採

訪證和招待會請柬。但獲得請柬並非易事，3,000餘名記者中僅有
約1/5能夠進入現場。除了通過儀器識別記者證，工作人員還多了
一項任務——核對請柬上的筆跡。今年每張請柬下方都有發件單
位工作人員親筆書寫的「驗證碼」，如本報記者所持的請柬上都
用簽字筆寫着「香港文匯報」。一旦安保人員對請柬有所懷疑
時，就會請來相關人員辨認筆跡。「這位記
者所持請柬的筆跡是對的，請進。」「您的
請柬是真的，但請柬上沒有手寫單位名稱，
因此您不能進去。」 ■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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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希望兩岸關係更進一步。
網上圖片

■ 「 香 港 文 匯
報」5個字是由全
國人大港澳記者
組 人 員 親 筆 書
寫。 江鑫嫻攝

入場「辨」證 雙管齊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
面面，，並回答記者提問並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新華社

三誇外媒記者中文好
■記者在總理中外記者會上提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