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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全国两会

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改革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1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了中外

记者并回答提问。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出席记者会。

107分钟的记者会上，李克强回答了11名中外记者的提问。在朴实幽默的话语

中，他集中回应了舆论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施政的诸多关切。

《人民日报》记者：很多人认为新一届政府的任务
十分艰巨。您的施政目标是什么？打算首先解决的主
要问题又是什么？

李克强：关于施政目标，中共十八大已经做出了
全面部署，这就是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

偌大个中国要解决的事很多，我想第一还是持续
发展经济。未来中国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我们要

居安思危，也要处变不惊，防范通货膨胀，控
制潜在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还要努力实现2020年的目标，这需要
年均增长7 . 5%的速度，这不容易，但我们有
有利的条件，有巨大的内需。关键在推动经
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

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
和收入、环保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
升级版。

第二，是不断改善民生。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
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政府
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包括
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还要坚守网底不
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
基本生活，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

第三，是要促进社会公正。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
的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
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
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
庭，只要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
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
要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成果。

解决这三个问题还需要三大保障。一是建设创新
政府，依靠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二是建设
廉洁政府，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三是建
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
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
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多次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
利，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怎么通过改革来释放
红利？对下一步推进改革有什么样的考虑？

李克强：我之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因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
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的空间，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
体人民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

如甩开膀子。我们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
向，就是围绕我前面讲的三项任务推进能
够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

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
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
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这可以使人

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优化收支状况，更多向民生
倾斜。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而且要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可
以用开放来带动转型，重点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改善民生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们应当
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个最大的差距。特别是直面有
八亿多农民和五亿多市民之间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
乡差距，采取措施，逐步使其缩小。还要推动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使医疗、养老保险的报销、接续能够逐渐
实现异地进行，这也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
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同时，推
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
还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
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
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
子感受到希望。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
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可以说
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
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
智慧、韧性。

新华社记者：有人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自
然而然的结果，没有必要主动去推进。也有人担心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
一个新的阶层——— 城市贫民阶层。您怎么看？

李克强：社会上对城镇化有许多议论，我大都听
到了，也很关注。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是
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

影响世界。这些议论、担心，我想都是为使
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
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
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我在

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农民聊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
生活的愿望时，不少人说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
日子。这在过去对农民来说是奢望。现在中国城镇化的
大门给农民打开了，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而留
在农村的，通过适度规模经营，都可以增收致富。现在
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这是必然的趋势。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现在大约有2 . 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
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
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是要靠摊大饼，还
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
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
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
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
镇化的门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
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保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会遇到
并必须解决各种问题。这次两会关于城镇化的建议和提
案有500多件，我们会认真地一一研究，使城镇化积极稳
妥地向前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回答记者提问前，李克强先来了
一段简短的开场白：我们衷心感谢人
民代表的信任，从担任新职的那一刻
起，我就深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重
托，是重大责任。我们将忠诚于宪法，
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

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
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
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舆论注意到，李克强两个“忠于”
的简短开场白，展现了新一届领导班
子更为开放与自信的一面。

十八大后的第六天，李克强在全
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
就表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在记者会上，改革也成为李克强回答
问题时，反复提及的词汇。

央视记者鲁健提问时重复了李

克强的“改革是最大红利”论。记者们
都在等待李克强会如何回应各界对
改革的关切。

李克强思索片刻后，语气和缓地
阐述他的改革思想。他承诺要让改革
释放红利，并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民。
说到这里，他展现了其实干的一面，挥
挥手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李克强说：“水再深也要趟，因为
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亚洲通讯
社社长徐静波发现，李克强说这句话时
加重了语气，“表明了他改革的决心。”

李克强称新一届政府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

简短开场白展现开放与自信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李钢 3月17日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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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改革攻坚

触动利益

比触及灵魂还难

1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步入会场，与中外记者见面。 新华社发

回答记者提问时，李克强肢体语言丰富，先后做出了一、二、三、四的手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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