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總理昨在記者會上談到香港問題
時指出，中央政府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沒有也不會
改變。相信香港特區政府有能力、香港民眾
有智慧，處理各種複雜問題和局面。這既是
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的再次重申，更是中央
政府對香港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廣大港
人應抓住機遇，團結一心，排除干擾，奮發
努力，突破困局，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的上述講話，言簡
意賅而意味深長。一方面表明了中央對香港
的方針政策沒有和不會改變，消除了外界的
一些誤解，也澄清了一些有意無意的曲解；
另方面，更是表現出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和
廣大港人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事實上，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為香港社會長期保持繁榮穩定，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時，中央也全力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盡最大努力為香
港解決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正如李總理
此次在記者會上表示：只要是有利於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增進香港民眾福祉，特
區政府提出來的事，中央政府都會全力支
持。

中央的關心信任和殷切期望，都是香港克
服困難、奮發努力、保持繁榮穩定的堅實基

礎和強大動力。不過，外因最終還是要通過
內因起作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應。中央支
持香港發展的動力要落到實處，關鍵還是要
靠香港本身的努力。此次「兩會」給香港社
會傳遞出最多的信息，應是國家實施「十三
五」規劃、建設「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和
具體部署，對於香港未來發展而言，將是又
一個難得的重大戰略機遇，認真研究這些規
劃和部署，香港的各行各業都可以從中尋覓
到商機，敏銳地發現並及時抓住這些商機，
將可為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不可或
缺的發展機遇。回想過去數十年，在內地的
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成功發揮了「引進
來、走出去」的窗口橋樑作用，支撐了香港
二、三十年的繁榮；同樣，今天國家實施
「一帶一路」戰略，正需要香港發揮「超級
聯繫人」的角色，以協助國家進一步與國際
接軌。如果香港能夠扮演好這個重要角色，
港人的發展就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市民的
就業和個人發展也就有了穩定保障，許多目
前存在的社會難題，也可以有了順利解決的
條件。

因此，期望廣大港人拓寬視野，認清時代
發展的潮流和大勢，堅決抵制泛政治化，排
除反對派的干擾破壞，腳踏實地，不懼艱
難，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並化為現實商機，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港人安居樂業，為
「一國兩制」大業的成功貢獻力量。

不負中央期望 為港未來拚搏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圓滿結束。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在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表示，相信只要堅
持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就不會硬陸。中國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但是中央政府採取成熟有效的應對措施，
通過培育新經濟動能和提升傳統動能相結合，形成中
國經濟的「雙引擎」。儘管目前整體經濟處於轉型、
去庫存、降成本的陣痛階段，但穩步持續改革將釋放
源源不斷的新動力，中國完全有能力、有信心，「闖
過困難的關口，躍上希望的高原。」

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出口、投資等
多項經濟指標均出現持續下滑，人民幣匯率、股市
波幅較大，再加上世界經濟走勢不確定、不明朗，
中國經濟呈現面臨嚴峻挑戰的特徵。而另一方面，
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未來 5
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保持在6.5%以上。中國經濟
能否保持平穩增長、會否出現硬着陸，備受關注，
也成為今年總理記者會的焦點議題。面對諸多有關
中國經濟的尖銳提問，李克強總理舉重若輕，充滿
自信。這是因為中國市場仍然具有巨大潛力，只要
中國堅持通過持續推進改革，激發市場更大的活力
和創造力，就可以頂住經濟下行壓力。因此，李克
強總理對提振經濟胸有成竹。

首先，去年由於多重因素影響，中國股市、匯市
發生異常波動，有關監管部門採取了綜合性的穩定
市場舉措，有效防範發生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展望
未來，中國將更注重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法治化改
革，防範金融市場大起大落，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
務；其次，在房地產、鋼鐵、水泥等拉動經濟增長

的「傳統力量」作用減弱的情況下，培育「新經
濟」、提供新支撐已經初見成效，以物聯網、電子
商務等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如雨後春筍，蓬勃
壯大，中國經濟的新動力正在形成，速率和效能也
超出預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火如荼進行，去產
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加快淘汰「殭屍企
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值
得注意的是，傳統產業同樣大有作為，中國正處在工
業化、城鎮化的推進過程，產業升級、新型城鎮化都
帶來更多有效投資需求、釋放巨大內需。由此可見，
雖然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不容低估，但是無論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市場調控措施，中國都有充
足的手段和空間，推動經濟平穩增長。

當然，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經
濟現在復甦乏力，而與世界經濟已經高度融合的中
國經濟，難免受到影響和衝擊。去年世界經濟6年來
增速最低，中國經濟在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長
後，去年仍然實現了7%左右的增長目標，實屬難能
可貴。更重要的是，應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並
沒有採取西方慣用的「印鈔票」量寬政策，並沒有
用「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為
艱難但可持續的路，就是推進結構性改革。這種結
構性改革需要一定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
能在一年半載完成。中國經濟在轉型發展的過程
中，難免還會有小幅、短期的波動，但這些困難和
波折都是可預見、可控制的。只要主政和持份各方
識大體、懂大勢，必定會對中國經濟在未來5年闖過
難關、再創輝煌充滿信心。

中國改革穩步推進 提振經濟胸有成竹

李克強：中美利益遠勝分歧
雙方推進投資協定談判 逐步放開美資准入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報道）在
16日的總理記者會上，當有記者問及中國
周邊問題及中美關係時，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指出，不論是域內國家還是域外國家，
都能多做有利於地區穩定的事情，而不是
相反，否則對誰都不利。此外，李克強表
示，中方將會放開或逐步放開美方對華投
資准入門檻。他相信，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的大勢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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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係不受第三方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報道）中國投資者為
什麼沒有大量進入俄羅斯？這是否與西方國家對俄制裁
有關或者與俄羅斯經濟情況有關？中國企業在與俄合作
中是否受到來自美國等國的壓力？中國是否不想投資僅
對俄廉價能源感興趣？面對俄羅斯記者提出的問題，李
克強16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不僅是政治關係
好，在經濟方面也是有升溫趨勢的」，中俄關係不會因
為國際形勢的變化受到影響，不受第三方的壓力，中方
還會繼續推進中俄關係向前發展。

經貿升溫實現多元化
李克強指出，中俄互為最大的鄰國，而且是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中俄關係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他說，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經常會晤，我們不僅是政治關
係好，在經濟方面也是有升溫趨勢的，因為我們在諸多

領域都有多項合作。」
「我說經濟方面的合作也在升溫，有一個例子，去年
我們從俄羅斯的石油進口又增加了800多萬噸。但是很
不幸，隨着世界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跌，我們整個進出口
包括對俄羅斯，都是下降的，雖然數量沒有減，但是貿
易額下來了，這個責任還真不在我們雙方。」李克強
說，「去年年底我和貴國總理梅德韋傑夫先生進行了深
入探討，比如我們可以在油氣一體化方面進行合作，這
樣可以吸引中方對俄的投資。我們還可以拓展貿易渠
道，實現貿易多元化。」
李克強最後表示，「我願意看到明年你再參加這個

記者會，我能回答你中俄經貿投資趨勢出現了轉折性
的向好」，「我對俄羅斯的朋友要額外加一句，這種
向好也是表明世界貿易在向好，我們給世界貿易吹吹
暖風。」

一位美國記者在記者會上提問：「總理先生，您
覺得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改善中美關係？中方

如何回應美方在有關問題上存在的一系列關切，包
括市場准入、投資限制、對美國企業的公平待遇以
及公平貿易，以便不要蠶食美國國內的就業崗位以
及美國總統大選中一些候選人提出的關切？」

兩國開放投資應對等
對此，李克強表示，中美兩國之間有廣泛的共同
利益，當然也存在分歧，有的還是比較尖銳的，這
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不少人紛紛議論中美之間的分
歧，但往往會忽視中美之間去年發生的一個重要事
情，就是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貿易額接
近5,600億美元，這本身就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在
不斷擴大，而且遠遠大於分歧。
對於如何使中美關係健康向前發展，李克強指

出，要遵循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原則。他說，
「現在中美雙方都表示，要積極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
判，我們將會放開或逐步放開美方對中國投資的准入
門檻，但是這應該是相向的，雙方開放應該是對等
的。所以我們也希望美方在與我們進行中美投資協定
談判的過程中，能夠本着平等共贏的原則來推進。」
「對於出現的分歧，我們之間有上百個對話交流機
制，只要是出於誠意，管控好分歧，我相信中美共同
利益還會不斷擴大。在中美合作不斷擴大的過程中，
分歧的量會增加，但所佔比例會下降。」李克強說。
李克强強調，中美深化合作不僅有利於中美兩

國，也有利於世界。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從來都是
雙贏的，這一點，美國的商人們心裡最清楚。
「現在美國正在舉行大選，很熱鬧，吸引眼球，

但是不管花落誰家，最後誰當總統，我相信中美關
係向前發展的大勢不會改變。中美建交幾十年了，
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但是中美關係向前發展是大
趨勢。」李克強表示。

外交和平手段解決爭端
在被問及中國周邊問題時，李克強說：「維護地

區的穩定，實現睦鄰友好，關鍵還是要靠地區國家
共同努力。鄰里發生糾紛，這也是難以避免的事
情，但只要以誠相待，堅持用外交、和平手段來解
決，我們完全可以維護地區的穩定。至於域外國
家，像美國，可以說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太，我們
可以在亞太地區進行合作，管控好分歧。」
李克強重申，中國正在推進現代化建設，發展是

第一要務。「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和平
的國際環境，中國發展強大起來，是維護世界和平
的有力力量，也有利於周邊。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
和平發展道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毫不含
糊，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我們希望，不論是域內
國家還是域外國家，都能多做有利於地區穩定的事
情，而不是相反，否則對誰都不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日本今年將主辦中日韓領導人會
議，李克強有望作為總理首次訪問日
本。對於會議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李克
強16日表示，三方要互動，尤其是現在
中日關係雖然有改善的勢頭，但是還不
鞏固，還比較脆弱，兩國還應該本着雙
方對歷史問題的原則共識，做到言行一
致。他說，「我可不願意看到再走回頭
路。」
去年，李克強赴韓國出席了中日韓領

導人會議。李克強說，這本是個一年一
度的會晤機制，時隔三年才重啟，的確
是來之不易。他強調，「我可不願意看
到再走回頭路。」

在談到中日韓關係以及中日經濟關係
互補性時，李克強主動聊起了一個比較
輕鬆的話題。他說，「最近韓國棋手和
AlphaGO進行圍棋人機大戰，三國很多
民眾都比較關注，這也表明三國之間文
化有相似之處。我不想評論這個輸贏，
因為不管輸贏如何，這個機器還是人造
的。」
李克強指出，中日韓三國或者說中日

之間，應該有智慧來推動智能製造、發
展科技合作，創造人們需要的高質量產
品。他說，中日韓三國經濟佔世界經濟
的五分之一，是亞洲經濟的70%，三國
之間的互補性很強，可以攜起手來去開
拓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

中日韓互補性強可攜手拓市場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
道）李克強
總理昨日共
回答了17位
記 者 的 提
問，其中 6
位 來 自 外

媒，焦點均集中在中國金融和宏觀
經濟形勢以及周邊外交上。記者會
後，外國同行均表示「不太過癮，
希望透露更多（信息），得到更多
提問機會」。
BBC亞洲總社社長周飛鵬（Jo Flo-

to）表示，雖然李總理提到今年專門
要求部長們能在兩會期間的「部長通
道」上回答記者提問，但「還不夠，
即使所有部長都來解答問題，一年也
只有一次，希望其他時間也能給記者
們提問機會」。他很關注中國「政治
改革」進程，希望官方能透露更多、
更深入的信息。
來自中非新聞交流中心的塔迪歐

表示，很關注中非關係的發展及中
國經濟改革，「去年中國提出要在
未來3年與非洲開展『十大合作計
劃』，提供總額600億美元的資金支
持，希望能夠幫助非洲實現發展進
步，建設安全非洲。」

外媒盼更多提問機會

■李克強指出，中俄不僅政治關係好，在經濟方面也
是有升溫趨勢。圖為李克強去年會晤俄總理梅德韋傑
夫。 資料圖片

■周飛鵬
記者朱燁攝

■■總理記者會廣受中外媒體關注總理記者會廣受中外媒體關注。。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