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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不靠人幣貶值刺激出口

對於巴伯提問是否擔心中國經濟出現通脹，特別是房地產領
域會出現泡沫，李克強回答，中國這段時間的通脹率比較

低，1月和2月份都不超過2%，甚至1月份只有百分之零點幾。
他還特別提到，有人還認為中國是不是有通縮問題，「我已經
回答過，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中國CPI指標三分之一以上由
食品價格決定，而去年中國農業大豐收。但是國際大宗商品價
格大幅下跌，給中國生產價格指數（PPI）確實造成了很大壓
力。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被通縮」了。

有信心防地產泡沫
李克強指出，中國將對房地產市場採取多種措施，因地制
宜，因制施策，加大保障房建設，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既要鼓
勵自主改善型需求，也要防止泡沫。他說：「這幾者之間不是
完全一致的，我們需要找到平衡點，進行調節，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但是我們會努力做，而且相信能做到。」
李克強強調，中國目前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十萬億美元，今年
再增長7%左右的速度應該說是不容易的，需要眼光、耐力和勇
氣。他說：「我們的確有經濟下行壓力，所以從去年四季度到
現在，我們在財政貨幣政策方面都採取了微調政策，當然不是
量寬，而是定向調控，應該說是起作用的。我們的目標是把經
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不僅要實現7%左右的增長率，而且要
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環境有所改善。現
在看，我們一方面通過財政貨幣政策的預調微調，另一方面通
過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激發市場活力，最終頂住經濟下行壓
力。我們有能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不願看到貨幣大戰
至於隨着日圓和歐元對人民幣貶值，是否會迫使中國採取使
人民幣貶值的措施，李克強稱，中國一直在推進人民幣匯率形
成機制改革，要擴大人民幣雙向浮動的區間，完善以市場供求
關係為基礎、有管理的匯率制度。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有小
幅貶值，但這不是中國自身造成的，可以說是美元走強造成
的。現在人民幣總體上處於基本穩定的水平。他表示，不希望
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因為中國不能靠貶值來刺激出口，不注
重擴大內需，否則中國的經濟結構很難得到調整。另一方面，
也希望主要經濟體加強宏觀政策協調，不願意看見貨幣競相貶
值的狀態出現，那會出現貨幣大戰，逼着人民幣貶值，「我覺
得這對世界金融體系不是個好結果。最後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
義，阻礙全球化進程，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新

華網日前刊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香

港廳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T）總編巴伯專訪全文。

李克強在專訪中表示，近期人民幣小幅貶值是美元走

強所致，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他認為中國不

能靠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否則經濟結構將難以調整。

他同時指出，中國目前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十萬億美元，

今年再增長7%左右的速度應該說是不容易的，但中國

有能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英國《金融時報》總編巴伯上月底專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時提
問稱，「中國正在推進歷史性的經濟轉型。如果需要您為自己的
工作成績打分，從1到10，您會打幾分呢？是8分？還是9分？」
對此，李克強笑稱，「如果我做的工作由自己來打分，這好像不
符合一般的規則，也不符合我們應該由人民來評價的原則。到底
是多少分，還是由人民來評價，我自己盡力而為」。

此外，談到今年經濟形勢時，他說，中國的目標是把經濟運
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不僅要實現7%左右的增長率，而且要實現
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環境有所
改善，「到年底的時候我們要交出答卷，當然是
由人民來打分，也歡迎巴伯先生來打分」。

■記者 王玨

笑談「為自己打分」：
由人民評價

李克強此前曾兩次為《金融時報》撰文，分別是2013年9月
大連達沃斯論壇開幕前夕撰文《中國將給世界傳遞持續發展的
訊息》，以及2012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訪問歐洲前夕撰文
《中國對歐洲充滿期待》。
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接受外媒專訪並不多
見。而今次接受《金融時報》總編巴伯專訪，
是李克強任內首度接受外媒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
李克強在專訪時再次澄清，中國倡導建立
亞投行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對國際金融
體系的一個補充。中國要維護現行的國際
金融體系，並且願意做其中的建設者。如
果這個體系需要改革，中方也願意與各國
一道，共同推動這個體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

無意打破現有秩序
李克強指出，中國倡議建立亞投行初衷
是，亞洲基礎設施特別是互聯互通建設還
有很大資金需求，需要多個多邊融資機構
給予支持，而且亞投行是開放透明的，歡
迎域外國家參加。英國表態要參與亞投

行，中方是歡迎的。他強調，亞投行和亞
洲開發銀行都是並行推動亞洲發展，我們
倡導建立這個銀行不是要另起爐灶，應該
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
李克強表示，中國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合
作，學習了很多先進理念。中國加入世貿
組織，使中國企業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國
際規則參與競爭。無論是和平還是發展，
中國都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他強
調，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實
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繼續學
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他說：
「事實告訴我們，只有互利才能共贏，才
能符合多方利益，也符合中國根本利益，
所以不存在打破現有秩序的問題。」

談中日關係 籲以史為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

談到中日關係時，李克強對「戰爭都過去
70年了，中國怎麼老是揪住不放」言論進
行回應，稱「不是中方要揪住不放，而是
歷史不能忘記」。70年來人類沒有發生大
的世界戰爭，很重要的是記取了那場愚蠢
的戰爭的教訓。
李克強說，中日關係目前還處在比較困

難的時期。雙方有改善的願望，但是改善
要有基礎，這個基礎的根子還是怎麼正確
認識二戰這段歷史，怎麼能夠汲取這段歷

史教訓，不讓戰爭重演。根據政治學的一
般原則，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既要繼承前人
創造的歷史成就，也應當承擔前人犯下罪
行的歷史責任，這才真正對一個民族有認
同感、責任感。他指出，今年是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0周年，世界各國都會有些紀念活
動，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對中日關係既
是檢驗也是機遇，如果能夠以史為鑒就可
以面向未來，就有改善兩國關係好的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李克強在接受巴伯
專訪時指出，剷除腐敗，是長
期的鬥爭，如果要翻譯成中文
的話，這個詞是「行動」，而
不是「運動」。他表示，反腐
不會影響中國企業的運行，不
希望外國公司與其中斷聯繫。
李克強說，反對腐敗對任何國

家來說都是長期的任務，很難說
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中
國現在確實在加大反腐力度，同
時也在加強制度建設，比如推進
簡政放權，通過約束政府依法行
政、擔負應有的職責，激發市場
活力，打掉尋租空間，剷除腐敗，這是長期
的鬥爭。如果要翻譯成中文的話，這個詞是
「行動」，而不是「運動」。
巴伯稱，一位知名的西方企業家向其透
露，他到中國的一家石油公司參觀，幾乎

不認識在座的人，因為去年曾經在同一間
會議室與他見面的人都已經「不見」了。
對此，李克強說，中國大多數公司仍是運
行正常的，「我們不希望外國公司跟他們
中斷聯繫」。

■反腐是長期的任務與長期的鬥爭。圖為浙江杭州市
民觀看反腐展覽。 資料圖片

反腐不影響中企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 英國
《金融時報》刊發對李克強專訪全文的同時，還
發表了一篇總編巴伯的「採訪日記」。巴伯透
露，這次會談內容原定不記錄在案，但李克強總
理當場同意全文發表，前提是不對他的話作任何
修改。巴伯並稱，李克強是中國「經濟改革先
鋒」，其經濟思想可稱為經濟治理的「鯰魚學
派」。
在巴伯眼中，李克強「舉手投足間彰顯着自

信」，「堅毅、博學，而且能夠臨場即興發
揮」，對美國利率、非常規貨幣政策以及中日關
係等問題侃侃而談。巴伯認為，如今李克強成了
經濟改革的先鋒，他既要努力讓經濟從出口和投
資驅動型轉型為國內消費驅動型，又必須保持較
高的必要經濟增長水平，以創造就業和解決社會
不平等。一名中國官員將這一挑戰比作一名漁夫

要在漫長的歸途中努力讓捕獲的鱈魚一直活着。最有效的
方法是朝擁擠的水箱裡丟進一條鯰魚，雖然15%到20%的
鱈魚會死掉，但剩下的鱈魚將被迫游來游去，創造出生存
所必需的氧氣。在此次訪談中，李克強的中心思想是，改
革已走上正軌，7%左右的官方增長目標雖不易，但還是能
實現的。可以將之稱為經濟治理的「鯰魚學派」。
巴伯是西方資深媒體人，曾多次獨家採訪西方政要。

2008年，他受《人民日報》邀請出席北京奧
運會開幕式，一邊看表演，一邊用手機將消
息和圖片即時傳給《金融時報》總部，體現
出一名資深記者的專業素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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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兩次FT撰文

■李克強（右）3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總編巴伯專訪。 網上圖片

■李克強在專訪時澄清，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不是要另起爐
灶。 網上圖片

■李克強（右）與巴伯握手寒暄。 網上圖片

■2013年9月，報紙在當天的頭版報眼位置(紅框)對李克強的
文章進行了推薦。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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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補充國際金融體系

今年「保七」不易 有能力保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