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心國民傷亡 慰問遇難者家屬
「大家

都知道，
記者招待
會，都是
由主持人

來決定，尤其主持人又是女士，尊重
女士是我……」昨日記者會上，當聽
到主持人傅瑩宣佈記者會結束，李克
強總理邊起身邊笑着向在場記者們解
釋。但記者們顯然意猶未盡，仍紛紛
七嘴八舌地向總理拋出自己關心的問
題，其中一位來自本港的女記者因為
聲音最大，引起了總理的注意。
「嗯？緬甸問題？你說吧，你來

定。」聽到問題，李克強轉向傅瑩，
徵求她的意見。

「我們今天超時了，緬甸問題，您
說兩句吧，大家都關心。」傅瑩說
到。
「好，那你問吧。」總理爽快地答

應了。

「您如何回應中緬邊境最近發生的
問題？」最後一刻幸運搶到提問機會
的記者大聲發問。

堅決維護中緬邊境安全
側耳聽完問題，李克強的眉頭一下

子皺了起來。本要離場的他又回到了
座位上。「你問了一件讓我感到痛心
的事情。在中緬邊界我方一側，一些
我國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了損失，
我首先要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
切的慰問。」李克強語氣凝重。
「我國政府、外交部、軍方都向緬

方提出了嚴正交涉。」說這話時，記
者注意到，李克強逐一掰開手指，神
色沉重。但隨即，他又眉毛一揚，語
氣無比堅定地說：「我們有責任也有
能力堅決維護中緬邊境的安全穩定，
堅決保護我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
全。」

■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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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會上舉手提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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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關係將更沉更穩
雙邊投資引入負面清單 兩國勢闢發展新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紫晨、馬琳兩會報道）昨日總理
記者會結束後，本報記者現場採訪了幾位外國記者。他們
均表示對記者會的感覺很好，總體滿意。談及對李克強的
印象，多數以和藹和睿智來形容。
一名來自俄羅斯國際通訊社的女記者以流利的中文告訴

本報記者，「李克強總理聲音很好，思維非常敏捷，對記
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有問必答。感覺整個記者會的氣氛很
好，大家都很放得開，不是那麼嚴肅。」
美國《赫芬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馬特獲得了一個提問機

會，他問李克強，「您認為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個央企真
的在阻礙環保政策的落實嗎？如果這樣的話，中央政府會
怎麼衝破這種阻力？」總理回答他說，「環保等執法部門
也要敢於擔當，承擔責任。對工作不到位、工作不力的也
要問責，瀆職失職的要依法追究，環保法的執行不是棉花
棒，是撒手鐧。」馬特認為治霾是每一個北京居民都關心
的問題，而李克強的回答擊中關鍵，他對此感到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今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0周年。李克強昨日在回答日本記者
提問時稱，在今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中
日關係既面臨檢驗，也面臨機遇。如果日本
領導人正視歷史並保持一貫，改善和發展中
日關係就有新的契機，也為兩國經貿關係發
展創造條件。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日關係的確比較困

難，根子還是在於對那場戰爭、對歷史的認
識和能否始終保持正確的認識。他強調，堅
持正確的歷史觀，就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
來。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
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
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

勝利閱兵式宣揚維護和平
李克強稱，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中國，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要開展多種形式的紀念活
動，目的是要牢記這一慘痛的歷史悲劇，不
能讓歷史再重演，要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
後國際秩序及一系列國際法，以維護人類持
久和平。
李克強指出，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

中國人民的那場侵略戰爭，給我們帶來了巨
大的災難，最終日本民眾也是受害者。在今
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中日關係既面臨檢
驗，也面臨機遇。如果日本領導人正視歷
史，並且保持一貫，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就
有新的契機，也自然會給中日經貿關係的發
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日
正
視
歷
史
中
日
關
係
改
善
有
契
機

「中國是不是最大的世界經濟體？我在國外
也經常聽到這種說法，總是有被忽悠的

感覺。」昨日總理記者會上，在被問及上述有關中
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相關問題時，李克強
首先進行了澄清。他指出，因為按照國際權威統
計，中國也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重要的
是，按人均GDP，我們是在世界80位以後。」

反駁「搭便車」：中國是一起推車
「春節前，我去中國西部一個農村，連走兩戶人

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風的破瓦房裡，兒
子40多歲了，因為窮還沒有娶上媳婦。再到一家，
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大學生，但是他的妹妹為了讓哥
哥更好地唸書，春節還在外面打工沒有回家。我看
了確實很心痛。」李克強說，這樣的例子還很多，
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近2億貧困人
口，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
李克強重申，中國把自己的事辦好，保持合理的

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而且，中國還
在越來越多地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要說

中國搭便車，這麼大的塊頭搭誰的便車？中國是和
大家一起推車。」

着力妥處分歧 擴利益交匯點
談到中美關係，李克強指出，這是最大發展中

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他說，「我們
願意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互不衝突、互不
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今年習近平主席將應邀對
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相信會進一步推進中美關係
的發展。」
李克強表示，毋庸諱言，中美之間存有分歧，但

更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可以着力擴
大利益的交匯點。
「這裡面有個很大的亮點，就是我們正在推進中

美投資協定談判，它是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
單為基礎的，這本身就是打破合作的天花板，開闢
發展的新空間。當然，談判會有個過程，但它向中
美、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就是中美經貿關係
會更加密切，這個中美關係的『壓艙石』會更沉更
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針對近期國際認為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

體，一方面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卻在很多國際事務上搭便車的看法，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記者會上澄清，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但越來越多地承

擔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並非搭便車，而是和大家一起推車。他強調，中美之間存

有分歧，但更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正在推進的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

負面清單為基礎，將開闢發展新空間，作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經貿關係未來亦會

更沉更穩。

對台優先開放 加大力度深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葉臻瑜 兩

會報道）對於推進兩岸經濟合作，李克
強總理昨日表示，這需要兩個輪子一起
轉，一是要加強兩岸經貿合作的制度化
建設，二是要擴大相互開放。他並向台
灣大派「定心丸」，不僅會繼續維護台
資企業和台商的合法權益，保持對他們
的合理優惠政策，還將會在對外開放
中，先一步對台灣開放，並且力度和深
度會更大一些。
過去一年在台灣發生一些了事情，影響

到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在回應台媒記者
關於大陸如何促進兩岸經濟合作的提問
時，李克強強調，兩岸是一家人，是骨肉
同胞。堅持「一個中國」、「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就會給兩岸經濟合作創造基礎，擴

大空間。對推動兩岸經濟合作來說，需要
兩個輪子一起轉。一個輪子就是要加強兩
岸經貿合作的制度化建設，比如說像EC-
FA後續協商。另一個輪子就是擴大相互開
放。對大陸來說，尤其是要重視在大陸投
資的台灣企業。

歡迎年輕台胞赴陸創業
李克強在現場表示，這裡請台灣記者傳

遞一個帶有「定心丸」的消息，「就是大
陸將會繼續維護台資企業和台商的合法權
益，保持對他們的合理優惠政策。而且在
對外開放中，我們會先一步對台灣開放，
或者說對台灣開放的力度和深度會更大一
些。我們歡迎台商包括年輕人到大陸來創
業，並且願意推動兩岸人員交流，拉近兩
岸民眾的心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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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報道）針對記者對中方在
烏克蘭問題上立場的提問，李克強表示，中方尊重烏克蘭的
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希望各國能夠通過對話、談判、協
商解決問題。希望歐洲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共贏。
李克強重申，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烏克蘭問題上一直保持着客觀、公正的立場，中方尊重
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他透露，前不久，他在
歐洲和烏克蘭總統會面，亦向烏總統說了上面這段話。
「他說能不能向外公佈？我說沒問題，你把我的原話登到
報紙上。」

盼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同時，李克強亦指出，烏克蘭問題給地緣政治確實帶來
了複雜性，尤其是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甦進程，中方還是
希望這個問題能夠通過對話、談判、協商解決。
至於克里米亞問題，李克強表示，這一問題成因比較複
雜，中方同樣希望能夠用對話的方式政治解決。「我們希
望鄰居之間都和睦相處，希望看到歐洲和其他國家共同發
展、共贏的局面，這既有利於相關方，也有利於中國。」

昨日的記者會無疑是全國兩會新
聞大戰的最高潮。3月份的北京依
然春寒料峭，但記者們為了搶佔最
佳採訪位置，自凌晨三點就在大會
堂前排隊等候。羽絨褲、熱豆漿，

多種取暖方式並用；相機、背包、衣服，各類搶座神器齊
上。

上午八點，記者開始入場，大家幾乎都以競跑的速度跑
到三樓的金色大廳，然後用盡身上所有物品為同事霸位，
其間爭執聲不斷，但由於都是為了工作，彼此最終也能互
相理解。讓記者欣慰的是，考慮到大家凌晨早起的辛苦，
大會堂特意準備了茶點。為滿足記者即時發稿的需要，大
會更按照一千人同時上網的標準提供無線網絡服務。即使
這樣，當總理步入大廳時，數百人幾乎同時搶發消息，還
是讓網絡擁堵。

不知不覺，兩個小時的答問時間很快結束。記者紛紛要
求追加提問，總理徵得主持人傅瑩同意後，又坐下來多回
答了一條問題。之後帶着李氏招牌式微笑，向媒體揮手離
去。

看着總理的背影，有記者遺憾地下定決心：明年一定要
爭取問到問題！ ■記者于永傑

凌晨三點霸位
搶佔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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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問。 法新社

■■記者會吸引眾記者會吸引眾
多中外媒體多中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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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談記者會外國記者談記者會：：
氣氛開放總理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