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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答记者问时表示大陆和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两岸关系“花好”总有“月圆时”
“中国有条件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推进社会进步。即使中国发展强大

起来，我们也不会称霸，因为中国在近现代历史的惨痛遭遇中有感受，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信条。”

——— 李克强在回应国际舆论所关注的中国发展问题时表明了态度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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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记者 :近年来，两岸关
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请问总理您对于未
来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什么
样的规划和愿景？也就是说新形势下两岸
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李克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居住在两岸
的是骨肉同胞。“同胞”这个词、这个理念在中

华文化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我认
为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
不息的根源。所谓打断骨头还连
着筋，同胞之间、手足之情，没有
解不开的结。

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当
前的机遇，而且使未来的机遇不断地扩
大。新一届政府将会履行上届政府所做的
承诺，并且要努力寻求合作的新的推动支
点。在推动大陆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当中，
会更多地考虑台胞的福祉和利益，我们愿
意与台湾共享发展的机遇。

台湾和台胞在发展当中，可以更多地利
用我们大陆发展的机遇。大陆和台湾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把它一道维护好、建设好，使其
花团锦簇，我想花好总有月圆时。

美联社记者：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
的大国关系，那么中方希望美国做些什么？
另外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

李克强：新一届中国政府会和过去一
样，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因为这是最大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愿
与奥巴马政府共同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
前，中美的贸易额不过10亿美
元，去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
元。我想未来中美在贸易、投
资方面的机会、空间比过去30
年会更大。

当然，我不否认中美之间有分歧，但
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
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

你说到的黑客攻击问题，这可以说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本身就是主
要的被黑客攻击的受害者，中方不仅不
支持，而且反对黑客攻击行为。刚才你说
的话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我想
我们还是少一些没有根据的相互指责，
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俄新社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
将访问俄罗斯，作为新一届总理，您怎么
评价中俄关系？将在哪些方面推动中俄
合作？

李克强：不久习近平主席将访问俄
罗斯，这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

我在和俄罗斯地方民间
人士接触过程当中，也深感
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提升中俄
务实合作的水平，发挥中俄
经贸互补的优势。我还记得
出席一个经贸方面的论坛，

当时我说，中俄双边贸易额是800亿美
元，我就憧憬，通过共同努力，再翻几番
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共赢。

中俄推动务实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加强沟通协调，不仅有利于巩固双边
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事实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一直在推动
互利合作、互利共赢、发挥相互优势，使双
方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使亚太地区和平
发展与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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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完所有记者的提问后，李克强
又对国际舆论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李克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有
关中国问题的报道，当然主要是国际舆
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大概主要是两方
面：一个是担心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
发展，还有一个是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

不会恃强称霸。
李克强说，这两种疑问我

认为都可以打消。中国有条件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
推进社会进步。即使中国发展
强大起来，我们也不会称霸，因

为中国在近现代历史的惨痛遭遇中有感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信条。

这里我想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坚定不移的决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也是中国不可动摇的意志。这两条
原则并行不悖，也符合维护地区稳定和世
界和平秩序的准则。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
国，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
一道，携手努力，守住21世纪的全球和平与
繁荣。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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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外政策

即使发展强大

中国也不称霸

>>谈中俄关系

用多点精力

谈务实合作

>>谈中美关系

尊重对方关切

管控好分歧

>>谈两岸关系

同胞之间

没有解不开的结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这这是一位记者在争取提问机会。 新华社发

李克强记者会上关注民生

回答呼应民众的要求和愿望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李钢 3月17日发自北京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李克强用这
句开场白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注。纵观整场
记者会，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看到，李
克强在回答问题时，一直在“呼应民众提
出的要求和愿望。”

李克强承诺会促进社会公正，在一些
学者看来，“公正”可视为十八大后改革再
出发的各界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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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强明确，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

心系民生，守护公正，这或许与李克强
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凤凰卫视记者胡一
虎在提问前想了很久问什么，最终选择了
一个他认为能触动李克强情感的问题，“让
他谈谈从基层到总理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民生需要政府实实在在的投入。“未来
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
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
增。”李克强说，这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评论员杨禹看到李克强这段论述后，联
想到了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在他看来，这句话可以更细致地理解为，

“有些需要强化服务、增加职能之处，人员还
是要增，而现实中还有大量可以简政放权、
减员增效之处，算总账，只减不增。”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新闻
发布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综合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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