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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处理结果要经受法律和历史检验

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

温家宝：吴英案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最近，社会上非

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
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
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温家宝：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
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
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

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
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注意
到，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
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
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

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
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
足，民间又有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允许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
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我可以告诉大家，中
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
州作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关键词·藏人自焚】

对藏族同胞要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法新社记者：自去年以来，我
们看到在中国藏区出现了一系列
藏人自焚的现象。我想问您本人
是否对这一现象深感关切？您认
为您领导的政府将采用什么样的
方式才能最好地应对这个局面？

温家宝：最近一段时间，在藏
区发生了一些僧人自焚的现象。

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
干扰、破坏社会的和谐。应该明确
的是，西藏和四省藏区都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
达兰萨拉设立的所谓的“西藏流
亡政府”，不管是达赖喇嘛直接操
控还是间接影响，都是政教合一
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西藏和藏区

从祖国分离出去。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立场和原则是坚定的。

虽然西藏这些年经济社会有
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西
藏同内地相比还比较落后。因此，
中央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包
括制定和落实加快西藏发展的新
规划。这些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

在于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西
藏经济要发展，但同时要注意保
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
我们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
由，他们的信仰是受到法律保护
的。我们对藏族同胞要采取平等
和尊重的态度，并且不断地改善
我们的工作。

【关键词·贫富差距】

创造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机会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们知道，
中国经济多年来强劲增长，但贫
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您在最
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
到要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的趋势。请问中国政府将采取哪
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更多
的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温家宝：关于缓解收入分配
差距的问题，我想着重从四个方
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
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
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第二，调节收
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
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

管人员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
者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
障制度。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取
缔非法收入。

我以为在收入分配中，特别
应该把握好三点：首先，就是要
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学习、就业
和创业的均等机会和条件，让他

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其次，
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一个国
家如果困难群体生活状况得以
改善，那么整个国家群众生活的
状况也就得以改善。第三，要重
视财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
之上。

【关键词·王立军事件】

调查和处理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

路透社记者：关于大家很关
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
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
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
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
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
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
信任？

温家宝：王立军事件发生以
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
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
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
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
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
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
的检验。

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
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
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

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
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
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
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

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
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
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
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
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我认真地没有敷衍地回答了
记者朋友的每一个问题，整整三
个小时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谢
谢大家，再见。

温家宝九年

记者会精彩辑录

2003年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
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
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
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
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
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4年

我们从一开始搞改革，就
包含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的全面改革，而且没有政治体
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
最终也不能成功。

2005年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
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
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
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
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2006年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
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人
民的儿子。我们所取得的一切
成绩都归功于人民。我最感动
的是人民对政府的支持。这种
支持来自鼓励，也来自批评。
而且总是那么热情、一贯。

2007年

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
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
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
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
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请
问开花的大地，请问解冻的
河流”。

2008年

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
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2009年

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
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就是
说向人借火不如得到燧石；

“寄汲莫若凿井”，就是说你
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水不如
自己去凿井。

2010年

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
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
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
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向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011年

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
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
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
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要解
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
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
的成果。要给每个人以受教
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
立思维和创造精神。

14日，众多记者出席总理记者会。 新华社发

A02、A03、A04版温家宝答记者问稿件均据新华社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