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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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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创”
让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

热情持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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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汇率
汇率会保持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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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产能安置职工
最关心的就是在去产能

过程中如何安置好职工

路透社记者： 今年中国政府
准备进一步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
有效供给。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
需要确保下岗工人能找到新的工
作， 并确保他们的生计。 如果我
是一名矿工或是钢厂工人， 我能
在本省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呢？
今年预计哪些部门会出现工作岗
位增加？

李克强： 你把就业问题更加
人性化、 个性化了。 去年， 我们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化解钢铁、 煤炭行业
的过剩和落后产能， 我们最关心
的就是在去产能过程中如何安置
好职工。 所以中央财政拿了1000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员工转岗安
置， 并且要求地方政府配套。 去
年， 有72万多去过剩产能过程中
的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 当然，
还有一些职工因为多种因素没有
到新的就业岗位上， 包括有的职
工和企业有比较深的感情， 想多
留一段， 但他们的生活都是有着
落的。

今年去产能还要扩大到煤电
领域， 加上去年一些还没安置的
职工， 累计可能会有近百万人需
要安置。 我们的办法还是创造新
的岗位， 因为我们在推动发展新
动能。 刚才我讲了 “双创” 带动
了大量新的就业， 实际上也转移
了许多传统动能的就业， 新旧动
能转换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活
力和生机 ， 催生了新的就业岗
位。 当然我们没有掉以轻心， 还
会继续运用好专项基金， 并要求
地方政府做好配套。 同时， 企业
也要尽社会责任。

如果你是一名煤矿工人， 这
个矿被淘汰， 或者暂时停产了，
我看你有很强的、 灵活的就业能
力， 我建议你到新动能企业去，
或者到老动能中产生的新职业中
去。 而且中国很多企业是有企业
文化的， 他们对老职工有感情，
去新岗位就业了， 企业仍然还会
给一些补贴， 扶上马、 送一程。
总而言之， 把职工安置好， 是我
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
化解和淘汰过剩产能中最关键的
问题。

■房屋产权
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

可以续期， 不需申请

澎湃新闻记者： 今年两会前
夕， 中国政府网联合27家网络媒
体共同发起 “我向总理说句话 ”
建言征集活动， 澎湃新闻和今日
头条就其中与民生密切相关问题
进行了网上投票。 到目前， 已经
有2131万网友投给了 “房屋产权
70年到期后怎么办 ？”， 排第一
位。 请问总理， 国家准备怎么解
决这一问题？

李克强： 中国有句古话： 有
恒产者有恒心。 包括网民在内的
广大群众， 对70年住宅土地使用
权到期续期问题普遍关心是可以
理解的。 国务院已经要求有关部

门作了回应， 就是可以续期， 不
需申请， 没有前置条件， 也不影
响交易。 当然， 也可能有人说 ，
你们只是说， 有法律保障吗？ 我
在这里强调， 国务院已经责成相
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相关法律抓
紧研究提出议案。

■减税降费
要用政府的 “痛” 换来

企业的 “顺”

新华社记者： 我们在调研采
访中了解到， 现在一些企业抱怨
税费负担过重， 辛苦半天也挣不
了多少钱。 也有消费者抱怨， 很
多高品质的产品在国内生产不
了。 请问总理， 您对此怎么看？
有什么进一步改进的政策措施？

李克强：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用了很多篇幅提出了许多措施
来强调， 今年要推进更大力度的
减税降费 ， 特别是那些名目繁
多、 企业不堪重负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 。 这些收费本来是有用途
的， 有的是用来 “养人” 的， 减
少收费， 那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我明确提出， 中央政府要带头，
一般性支出一律减少 5%以上 。
我在参加代表团讨论时， 许多地
方政府也都有这样的表示。 我们
就是要用政府的 “痛” 换来企业
的 “顺”， 让企业轻装上阵， 提
高竞争力。 我们还要通过像降网
费、 电费、 物流成本等措施， 力
争今年减税降费能够达到万亿元
人民币。 当然， 根本上还要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

至于消费者抱怨中国的一些
产品质量不优， 这说明我们的企
业需要让产品进入质量时代， 这
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
容 。 我 们 实 施 《 中 国 制 造
2025》 ， 就是要提 升 企 业 产 品
和 装 备 的 质 量 。 国 际 上 有 一
种 舆 论 ， 说 是 不 是 中 国 会 减
少 进 口 ， 开 放 有 所 收 缩 ， 这
是 误 解 。 提 高 中 国 产 品 的 质
量 ， 促 进 产 业 迈 向 中 高 端 ，
必 然 要 更 大 地 打 开 开 放 的大
门， 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
产品。 当然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
产权， 让中外企业双赢。 对于普
通消费者所需要的一些优质产品
一时供给不上， 我们还可能考虑
降低关税、 增加进口。 总之， 要
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 从中受
惠。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企业下
决心， 通过发扬工匠精神， 使自
己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雾霾治理
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应

该成为奢侈品

《新京报》 记者 ： 这几年雾
霾成了百姓心中的一个痛点， 严
重地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但是每
当重大活动来的时候蓝天也就回来
了，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拍照、 刷朋
友圈。 请问总理， 怎么样才能让
持续的蓝天不再是奢侈品呢？

李克强： 雾霾问题的确是百
姓的痛点。 蓝天和空气一样， 对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在座的
各位都希望看到更多的蓝天， 但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环
保特别是雾霾问题的挑战。 我在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了五条措施，
会坚定地向前推进， 真正打一场
“蓝天保卫战”。 但是也坦率地告
诉各位， 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治理雾霾目前重点对着
燃煤、尾气排放、扬尘等，但今年
我参加两会讨论的时候， 有科学
家说，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重要
的因素， 雾霾的形成机理我们还
没完全搞透。 他说中国北方冬季
的雾霾成因在全世界都是特殊
的，当然，这个因素我不便在这儿
讲，科学家还要做充分的论证。但
是，我想明确，国家为此将设立专
项基金， 不惜重金组织最优秀的
相关科学家攻关， 抓紧把雾霾形
成的未知因素找出来， 使治理雾
霾更加有效。

大自然的阴晴风雨不是人类
能支配的， 但是我们可以支配我
们的行为， 可以转变我们的发展
方式。 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 雾
霾要治理， 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
应该成为奢侈品。

■消费者权益保护
给优质产品 “点赞 ”，

把不良奸商 “拉黑”

《中国消费者报 》 记者 ： 今
天是 “3·15”， 请总理给消费者
说几句话。

李克强： 我和大家一样都是
消费者，都需要权益保护，用网络
语言说： 我们要给优质产品 “点
赞”，把不良奸商“拉黑”。大家共
同努力， 让我们的优质产品一天
一天多起来， 让我们的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

记者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
色大厅举行， 历时约2小时20分。
参加采访的中外记者近12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