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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常说就业是民

生之本。有报道说，您每个月在看经济指
标的时候，非常关注就业的变化。我们看
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您特别提到今年
我国的就业压力加大。请问总理，今年会
不会出现群体性的失业问题？

李克强：可能稍加注意你们就会发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主要经济
社会发展指标当中，有一项是抬高的，那
就是今年我们要新增城镇就业 1100 万
人以上，比去年的目标增加100万人。我
们之所以要有6.5%左右的经济增速，稳
增长主要还是要保就业。因为就业对我
们这样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是
最大的民生。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
财富增长的来源，也是居民收入的主渠
道。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实施积极的就业
政策，已经连续 4 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1300万人以上，今年更是强调就业优先，
就是要保证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把失业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这几年我们一直处在新成长劳动力
的高峰，今年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光
高校毕业生就达795万，创历史新高，还
有 500 万左右的中职毕业生，加上去过
剩产能需要安置几十万转岗职工等等。
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业就业的环境，不
是靠政府去提供“铁饭碗”，而是让人民
群众用劳动和智慧去创造或者说打造

“金饭碗”。这几年我们就是通过创造岗
位，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这里，我想
请外国记者朋友能够多报道中国的就业
岗位是靠自己创出来的。

我们完全有能力扩大就业，不会也
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业，对于一
时不能就业、生计没有着落的群众，政府
会负起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今年是本
届政府的收官之年。您认为过去四年多
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最难攻克的又是
什么？

李克强：你问的问题虽然简短，但比
较大。如果说到四年来施政的主要成果，
那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们不断创
新宏观调控方式，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始终是中高速增长，四年来增
速波动也就是 1 个百分点左右，可以说
是平稳的。而且这不是靠“大水漫灌”的
强刺激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推动产业、消
费升级，使经济结构优化取得新进展，通
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出现向好
势头，更重要的是带动了5000多万人的
城镇新增就业。

这几年，我一直听到中国经济会“硬
着陆”的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去年在
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出现7年来增速最
低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
这几年的实践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硬着
陆”论可以休矣。中国经济不会“硬着
陆”，我们会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迈
向中高端水平。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和挑
战，所以要推动改革。说到最难的，还是
在深化改革方面。比如说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这不仅会触动利
益，而且要触动灵魂。要让权力不能任
性，就得把那些不应该有的权力砍掉，有
些涉及到部门利益，要压缩寻租空间。这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中央政府一直
到地方、到基层，都要这样做，要打通“最
后一公里”。

我到有的地方去看，在简政放权中
一次封了109个公章，用一个公章代替。
中国太大，不知道类似公章过多的情况
哪些地方还有。你们可能也都记得，在前
几年两会上，曾有人展示了一个项目审
批“万里长征图”，据说现在变成“百里”
了，百里也不短啊，还要继续推进。我前
面已经讲了，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我们
都有足够的韧性推动改革。改革就是要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积
极性，让群众得到实惠。为政之要就是要
舍小利、顾大义、顺民心。

《深圳特区报》记者：去年10月您到
深圳参加“全国双创周”主会场的活动。
据统计，一周之内有50万人参加了这次
活动，场面非常火爆。过去一年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现在共享经济发
展也很快，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请
问总理，您觉得“双创”的热情会持久吗？

李克强：“双创”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

“放管服”改革，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这3年多来，每天平均有4万个
以上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相当于每年新
增 1000 多万个。我和有些外国的领导
人谈到这件事，他们很惊讶，这相当于
他们国家中小微企业的总量。其实“双
创”不仅是中小微企业的事，也是大企
业的事，现在许多大企业也在推动“双
创”，在线上创造很多众创空间，让线上
的工人当创客，和订单背后的市场需求
结合起来，更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双创”
覆盖了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有着很
强的生命力。

“双创”不仅带动了大量就业，促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它也是一
场改革，因为它抓住了“人”这个生产力
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让人的聪明才智和
活力充分展现出来，让大家有改变命运、
获得纵向上升的平等机会。它也创新了
生产模式，许多新业态，像共享经济、“互
联网+”等等，可以说层出不穷，这些新
业态有的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产生
的，新旧嫁接，有的是“老树开新花”，总
的看它适应了市场的需求，适应了消费
者个性化、多样化的要求。

另外，新业态的成长也倒逼了政府
职能转变。确实，这些新业态很多是过去
未知的，有争议是正常的，我们还是要以
开放的态度、包容的理念审慎监管，促使
它们健康发展。

我一直在想，也一直这么认为，中国
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高技能的
人才，与近8亿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能创
造的财富，激发的能量是难以估算的，也
会给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带来巨大的机
遇。中国人民勤劳智慧，有着追求美好生
活的不竭动力，政府就是要创造环境，让
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热情持久不衰。当
然“双创”和许多新事物一样，发展过程
当中一些方面、一些企业会遇到曲折，但
是大方向是正确的。

凤凰卫视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您首次提到了“港独”问题，指出“港
独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否意味着政策上
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在落实“一国两制”
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会更加强调“一国”
而弱化“两制”？或者以后中央对香港的
支持会减少？

李克强：对“一国两制”的方针要全
面理解和执行，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
经说了，“一国两制”的实践要不动摇、不
走样、不变形。

至于说支持香港发展，中央政府会
不断地加大力度，继续出台许多有利于
香港发展、有利于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举
措。比如说去年我们出台了“深港通”。我

们要进一步探索开放债券市场，这是国
家的需要，香港也有平台。我们准备今年
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券通”，也就是说
允许境外资金在境外购买内地的债券，
这是第一次。香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
有利于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利于香港居民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从而
受惠，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请问您如何
评价中俄关系？两国是否能够在世界经
济不稳定、能源价格波动的背景下取得
经贸关系发展？

李克强：说到中俄关系，两国互为最
大的近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
俄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地
区，也有利于世界。去年两国元首多次会
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俄总理定期会
晤多年来一直如期举行，这本身表明了
中俄关系的稳定性。

至于说到两国的经贸关系，这些年
世界经济复苏低迷，贸易增长乏力，中
俄经贸合作由于能源价格下跌等因素也
受到一些影响。记得在去年记者会上，
我曾经说希望中俄经贸合作当年能够有
转折性变化，现在应该说实现了，当然
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今年
前两个月，中俄贸易额有大幅增长，这
表明中俄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互
补性很强，双方所设定的经贸合作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

财新杂志记者：现在人民币汇率有
一定的下跌压力，但是要稳住汇率，要么
就是消耗外汇储备，要么就要加强外汇
管制。您如何看待汇率下跌、外储下降或
者外汇管制的代价？这几害相权您会作
何选择？

李克强：首先关于汇率。去年因为国
际货币市场动荡，特别是美元走高，许多
货币尤其是主要国际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是
比较小的。我们不希望通过贬值来增加
出口，这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我们也不
希望打贸易战，这不利于国际贸易和货
币体系的稳定。我们坚持推进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说在
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保
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
本稳定。当然，这也得益于中国经济基本
面向好。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对国
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贡献。

至于说到外汇储备，中国是世界上
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合理的外汇储备
规模到底需要多少，这有一个实践探索
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充裕
的，是足以支付进口和满足短期偿债需
要的，远远高于国际标准。

说到我们对于用汇进行真实性、合
规性审查，实际上这是法律法规早就规
定的。我在这里明确，企业正常的用汇、
居民到国外求学旅游等的合理用汇是有
保证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是有
分量的，汇率会保持基本稳定。

（下转8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
提问。这是记者在举手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