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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闭幕 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 并回答提问

社保基金充裕 可下调五险一 金缴存比例让职工多拿现金
“时间有限，
就单刀直入吧”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16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
傅莹的邀请会见中外记
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
强说，欢迎大家来参加记
者会，感谢你们对中国两
会的关注和付出的辛
劳。刚才主持人说了，时
间有限，就单刀直入吧。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您
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中

美关系？中方如何回应美方在市

场准入、投资限制、对美国企业的

公平待遇，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中

一些候选人提出的关切。

李克强：中美两国之间有广泛
的共同利益，当然也存在着分歧，
有的甚至还是比较尖锐的，这毋庸
讳言。一段时间不少人纷纷议论
中美之间的分歧，但是往往会忽视
中美之间去年发生的一件重要事
情，就是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贸易额接近5600亿美元，这
本身就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在
不断扩大，而且远远大于分歧。

如何使中美关系健康向前发
展，我想还是要遵循平等相待、互
利共赢的原则。中美双方都表示，
要积极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我
们将会逐步放开或降低美方对中

国投资的准入门槛，但这应该是双
向的，双方开放应该是对等的。我
们希望美方在同我们进行《中美投
资协定》谈判过程中，能够本着平
等共赢的原则来推进。我相信，我
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会不断扩大。
对于出现的分歧，我们之间有上百
个对话交流机制，只要是出于诚
意，管控好分歧，我相信中美共同
利益还会不断扩大。在中美合作
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分歧的“量”会
增加，但所占比例会下降。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双赢
的，对这一点，美国的商人们心里
最清楚。现在美国正在举行大
选，很热闹，吸引眼球，但是不管
花落谁家，最后谁当总统，我相信
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势不会改
变。中美建交几十年了，经历了
多少风风雨雨，但是中美关系向
前发展是大趋势。

我相信中美共同利益还会不断扩大

新华社 图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
者：中国投资者并未大量进入俄

罗斯，这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

与俄合作中是否受到来自美国等

国的压力？

李克强：中俄互为最大的邻
国，而且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中俄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
的。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经常
会晤，我们不仅是政治关系好，在
经济合作方面也是有升温趋势

的，在诸多领域都有多项合作。
中国始终遵循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的原则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中
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中俄关系不会因为国际形势
的变化受到影响，不受第三方的
压力。当然，中国外交奉行不结
盟政策，我们之间的合作也不针
对第三方。我们还会继续推进中
俄关系向前发展。

我说经济方面的合作也在升

温，有一个例子，去年我们从俄罗
斯的石油进口又增加了800多万
吨。但是很不幸，世界大宗商品
的价格下跌，我们整个进出口额，
不仅是对俄罗斯，都是下降的，虽
然数量没有减，但是贸易额下来
了，这个责任不在我们双方。

我愿意看到明年记者会时，中
俄经贸投资趋势出现了转折性的向
好。这种向好也是表明世界贸易在
向好，我们给世界贸易吹吹暖风。

《中国日报》记者：在今年两

会开始之前，我们发起了一个“我

向总理提问”的网上投票调查。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快推进医

保的全国联网。对于解决这个问

题，您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李克强：给政府出题，这也是
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有些老年人
退休以后和子女在异地生活，还
帮助照看第三代，但是生病住院
了还得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去报
销。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具体的
事，但对碰到这个事的人或家庭

而言，有可能就是天大的事。
政府下决心要推进基本医保

全国联网，要在今年基本解决省内
就医异地直接结算的基础上，争取
用两年时间，使老年人跨省异地住
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使合情合理
的异地结算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
痛点。当然，这需要我们各有关部
门下大力气。我们执政的目的是
为什么？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为
了改善民生，就是要让群众对民生
的呼声和要求，倒逼我们的发展，
推动和检验我们的改革。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请问，中

方对今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

什么期待？为了出席这个会议，

您将作为总理首次访问日本。请

问，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互补性

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克强：去年我去韩国出席
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本是个
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时隔三年
才重启，的确是来之不易。是否
还能够顺利进行，三方要互动。
尤其是现在中日关系虽然有改善
的势头，但是还不巩固，还比较脆
弱，我们应该本着双方对历史问
题的原则共识，而且做到言行一
致。我可不愿意看到再走回头

路。
讲到中日韩关系，也使我想

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最
近韩国棋手和AlphaGO进行围棋
人机大战，三国很多民众都比较
关注，这也表明三国之间文化有
相似之处。我不想评论这个输
赢，因为不管输赢如何，这个机器
还是人造的。中日韩三国或者说
我们中日之间，应该有智慧来推
动智能制造，发展科技合作，创造
人们需要的高质量产品。而且中
日韩三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五分
之一、亚洲经济的70%，我们之间
的互补性很强，可以携起手来去
开拓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

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在社会

上降低“五险一金”的呼吁是比较

集中的，如果企业和个人都少缴

的话，那么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

社保基金，收支不平衡可能会变

得更加紧张。请问总理，这样一

个棘手的“两难”问题有没有列入

您今年的政府工作议程，您准备

怎么具体地解决它？

李克强：我在参加“两会”期
间，一些代表和委员也提出来可
以考虑适当地调整“五险一金”的
缴存比例。党中央、国务院对此
事高度重视，国务院去年就工伤、
失业、生育保险实际上已经下调
了缴存比例。

当然，“五险一金”从总体上
看还是有适当调整的空间，各地

情况不同。我前面已经说了，社
会保障基金是充裕的，在国家统
一规定的框架下，可以给地方更
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

“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这件事
是可以做的。总的来说，就是让
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
拿一点现金。

形成投鞭断流的气势，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

《财经》杂志记者：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经济”这一

概念，这是不是指现在新兴的电

子商务和小微企业？这和您之前

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

什么关系？

李克强：我们说要发展“新经
济”，是要培育新动能，促进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新经济”的覆盖
面很广泛、内涵很丰富，它涉及
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电子商务
等新兴服务业和新业态，也包括
工业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
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到一产当
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

庭农场、股份合作社，农村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等。发展“新经
济”，小微企业可以大有作为，大
企业可以有更大作为。目前很多
大企业也在搞创客空间，有许多
这样的例子。

传统动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出
现减弱是规律，很多国家都走过这
样的路，尤其是发达国家，有很多
先例。这个时候就需要新动能异
军突起，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
而且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
结合起来，还可以形成混合的动
能。发展新动能对于传统动能的
改造提升很有意义。像我们现在
推动去产能，就涉及到重化工企

业，很多这样的企业用人过多，需
要把富余员工转岗，而新动能发展
起来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这也使我们可以较大力度推动去
产能。我们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际上是为大、中、小企业、科
研机构等提供一个平台，使众创、
众包、众扶、众筹等有活跃的空间。

可以这么说，如果把亿万群
众的创造力发挥出来、积极性调
动起来，可以形成投鞭断流的气
势，再加上背水一战的意志，就可
以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促进
经济的转型升级。一个国家的繁荣
进步，还是在于亿万民众的参与，这
也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俄经济方面的合作也在升温

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

给政府出题，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我可不愿意看到再走回头路

中天电视台记者：请您谈谈

对今后两岸关系前景的看法，大

陆方面会不会继续推出促进两岸

经济合作、有利于民生的新措施？

李克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确
实造福了两岸民众，两岸经济社会
关系也在不断密切，而且需要良性
互动。记得去年我到福建考察，曾
经开了一个台商座谈会，不少台商
对大陆出台的经济举措很敏感，很
多人都担心对台湾投资企业的优
惠政策会不会改变。我们听进去
了，回来就发了文件，明确对台资

企业已有的优惠政策不得改变，要
给“定心丸”。我们为什么这么
做？因为我们是同胞啊。

我们还会继续推出有利于两
岸经贸合作的举措，当然前提是
要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石
还是“九二共识”。只要遵循这一
政治基础，大家都认同两岸属于一
个中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好谈。
我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是乐
观的，我们之间的血脉是分不开
的。我相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会
造福两岸民众，改善民生。

对台资企业已有的优惠政策不得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