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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記者會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中外記

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問。以下為記者會問答

全文。
李克強：媒體的朋友們，感謝你們對中國兩會給予
的關注和作出的報道，大家辛苦了。下面就請提問。

開放政策不會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李總理，我的問題是和
失聯的馬航飛機有關。首先借此機會對於機上的乘
客、機組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表示同情。大家都在急
切地等待飛機的有關消息。請問您的是，中國政府在
民用、軍事以及衛星獲取圖像等方面採取了什麼措施
來全力參與失聯飛機的搜救行動？我還想問，這起事
件會否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海內外的旅遊業產生
影響？中國將採取什麼措施確保國內以及海外中國公
民的安全？比如中國政府是否會考慮進一步加強業已
十分嚴格的安保措施？

李克強：馬航失聯飛機上有239名乘客，其中154名
是中國同胞，他們的親人心急如焚，他們的生命安危
牽掛了中國政府和億萬中國人的心，現在我們也在盼
來有消息，哪怕是一丁點好消息。
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全面應急和搜救機制，現在到

達相關海域的有8艘中國艦船，還有一艘正在駛向相
關海域，而且我們還動用了十顆衛星進行信息技術支
持，只要有任何疑點都不能放過。
昨天我還和在前方的中國一艘搜救船船長通話，請
他盡力再盡力。我們對衛星圖像上發現的一些疑點，
也在盡力地進行辨認。這是一場國際大搜救，有諸多
的國家參與了搜救，我們也要求有關方面加強協調，
並且一定要查明原因，找到馬航的失聯航班，妥善處
理相關各方面的事宜。
只要有一絲希望，我們絕不放棄搜救！
至於問到中國的開放政策會不會變？不會，會繼續
開放，會有更多的中國公民走出國門，這會增加政府
的責任。政府要盡職履責，盡自己最大的可能，通過
加強國際合作來確保在海外我國公民的生命安全。
對於中國的航班安全工作，我們一直不敢放鬆，人
命關天啊！

政府債務率在警戒線下

《金融時報》記者：國際市場高度關注中國金融和
債務問題，認為這是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之一。請問
中國政府將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是否願意看到出現金
融產品違約的情況？

李克強：關於對中國經濟有風險，甚至還有些不看
好的報道，最近我也看到了類似的報道可以說似曾相
識，去年就有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心，但是我們就是
在這樣的背景下，頂住壓力完成了全年經濟主要預期
目標。
對金融和債務風險我們一直高度關注，去年在經濟

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我們果斷決定全面審計政府
性債務問題，這本身表明要勇於面對。審計的結果如
實對外公佈，表明債務風險是總體可控的，而且政府
的債務率還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以下。很多債務還是
投資性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中存在的風險，正在加
強規範性措施。下一步，包括採取逐步納入預算管
理，開正門、堵偏門，規範融資平台等措施。
對於「影子銀行」等金融風險，我們也正在加強監
管，已經排出時間表，推進實施巴塞爾協議III規定的
監管措施。我兩會期間參加一個代表團的審議，有來
自銀行界的代表問我，是不是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偏高

了一些？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只能這樣
做，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墊腳石變成明天的絆腳石。至
於你問我是不是願意看到一些金融產品違約的情況，
我怎麼能夠願意看到呢？但是確實個別情況難以避
免，我們必須加強監測，及時處置，確保不發生區域
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對腐敗行為「零容忍」

人民日報、人民網記者：總理，您好。現在社會上
有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反腐敗會不會是一陣風？去年我
們也查出了不少貪官，這是否說明中國在制度方面還
存在着某些缺陷？此外，政府下一步在反腐敗上還會
有什麼新的行動？

李克強：中國黨和政府反對腐敗的意志和決心是一
貫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堅持有貪必反、有腐必懲，取得新成效，我們會堅持
不懈地做下去。
對於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我們實行的是「零容

忍」。中國是法治國家，不論是誰，不論職位高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觸犯了黨紀國法，就要依
法依紀嚴肅查處、懲治。
腐敗是人民政府的天敵，我們要用法治的思維，用
制度來管權、管錢。今年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而且
要加快推進「權力清單」公佈，界定權力的邊界，防
止濫用權力。
對於社會公眾高度關注的一些領域，比如像土地出

讓金收入、礦產權的轉讓等，我們要全面審計，要通
過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讓權力尋租行為、讓腐敗現
象無藏身之地。

與鄰國互相尊重 管控分歧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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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怎麼看待
中國與周邊關係的前景？

李克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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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去年記者會快結束的時候，我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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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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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讓我回想起去年訪問東盟國家，比如到越

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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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和平共
處，我想這是四鄰百姓的願望，我們需要一起努力，
來擴大利益的交匯點，縮小矛盾點，這樣就可以和睦
相處，也是造福民眾。

明確經濟運行合理區間

英國路透社記者：想請教總理，有一個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去年增長7.7%。請問總理，您上任一年，最
大的挑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再有，就是您覺得亟
待解決的問題還有哪些？

李克強：要說去年最大的挑戰，那還是經濟下行壓
力加大的挑戰。一度中國的中央財政收入出現負增
長，金融領域還有所謂「錢荒」，銀行間隔夜拆借利
率超過了13%，而且用電量、貨運量的增幅也大幅回
落。國際上也出現了一些輿論，說中國經濟可能要硬
着陸，還給出了指標，說增長可能只有3%到4%。而
對我們來說，財政和貨幣政策運用空間又很有限，宏
觀調控確實面臨多難選擇。
怎麼辦？遇萬難還須放膽。當然，破困局要用智

慧。我們保持定力，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明
確了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就是增長和就業不能越出
下限、通脹不能突破上限，而且着力促改革、調結
構，讓市場發力。正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
中央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奮鬥，我們頂住壓
力，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
現在我們看得更多的是困難和問題。今年挑戰依然

嚴峻，而且可能會更加複雜。我們既要穩增長、保就
業，又要防通脹、控風險，還要提質增效，治理污
染。多重目標的實現需要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可
以說是高難度的動作。
但凡事不患難，但患無備。所謂磨好了斧子才能劈

開柴。我想只要我們正視困難、直面挑戰、趨利避
害，就是遇事克難的成功之道。我們有去年應對經濟
下行的經歷，中國經濟又有着巨大的潛能和韌性，我
們有能力也有條件使今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給企業鬆綁 讓市場發力

中央電視台、中國網絡電視台記者：總理您好。我
注意到您在之前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到今年要繼續
推進簡政放權，所以我想就這個話題請您展開來給我
們具體談一談。因為我們看到這個話題也是您在去年
的記者會和今年的報告當中特別強調的一點。關於這
一點，在採訪的時候我聽到大家對這項改革有很多的
好評，但是說實話我們也聽到了不少的抱怨。比如
說，現在有的部門依然還存在着辦事難的現象，有的
部門可能是把次要的權放出去了，但是重要的權還留
着。所以我特別想請問總理，關於簡政放權的措施，
您認為怎麼樣才能真正地落到實處？要減到什麼樣的
程度，這項改革任務才算是基本完成了？

李克強：去年，中央政府把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先
手棋，我們確實下了不少的力氣，到現在一年的時
間，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審批事項就有416項。更
重要的是它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給企業鬆綁、讓
市場發力。結果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
了，有個統計數字也可以表明這激發了市場的活力。
去年新註冊企業增加了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

30%，這是十多年來最高的。這也表明簡政放權是激
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是減少權力尋
租、剷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
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
揮政府作用，我想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
點。
當然，放並不是說政府就不管了。我們講的是放管

結合，要讓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來完善和創新宏觀調
控，尤其是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對一些搞坑蒙拐
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蓄意污染環境、違背
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那就要嚴加監管、嚴厲懲
處。
放管結合都要體現公平原則。當然，我們在推進簡

政放權當中，也確實遇到了像避重就輕、中間梗阻、
最後一公里不通暢等問題。開了弓哪還有回頭箭？我
們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無前。
我們還要繼續去啃「硬骨頭」，至於說到什麼程度

滿意，那就是正確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市場
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
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調動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斷地
注入新動力。

保就業 惠民生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記者：許多投資者認
為，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會繼續放緩，會低於確定的
7.5%增長目標。在不採取更多刺激政策的前提下，您
所能接受的最低增速是多少？

李克強：我剛才講了，一些關於中國經濟偏悲觀的
報道我看到了，而且也注意了。我們在去年並沒有採
取短期刺激政策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經濟預期目標，為
什麼今年不可以呢？
當然，我不否認今年可能會有更複雜的因素，我們

之所以把經濟增長率定在7.5%左右，考慮的還是保就
業、惠民生，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我們更注重的是數
字背後的民生、增長背後的就業。
這使我想到上個月23號，G20也就是20國集團的財
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佈了一個公報，提出要在原有政
策可達到的水平上，把GDP在5年內再提高2個百分
點，以增加就業。在我的印象當中，G20這麼說可能
還是第一次，這表明主要經濟體更加看重增長和就業
的關係。
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也難以增加社會財富。我在
基層曾經訪問過一些「零就業」家庭，一個家庭沒有
一個人就業，真是毫無生氣，沒有希望。現在我們全
國每年要新增城鎮勞動力就業1000萬人以上，還要給
六七百萬新增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留有一定的空
間，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當然，我們既然說GDP增長的預期目標是7.5%左

右，左右嘛，就是有彈性的，高一點低一點，我們是
有容忍度的。至於你說可以接受的下限是什麼，那就
是這個GDP必須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居民收入有
增長。我們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貼近
老百姓的GDP，提高質量效益、節能環保的GDP。

（下轉A31版）

■李克強較早前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山西代
表團的審議。 中新社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回答了有關馬航客機失聯、反腐、經濟、改革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等一系列問題。
新華社

■■李克強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中李克強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中
外記者見面外記者見面。。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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