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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民生之本发展之基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

李总理， 新冠肺炎疫情对许多工作完成
的方式和地点都产生了影响， 疫情暴发
一年了， 请问中国就业质量和收入有什
么明显的变化， 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
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 对消费需求特别是国外品牌
消费有什么影响？

李克强：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
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 去年在疫情肆
虐的时候，很多街面上都见不到行人了，
多数店铺都关了，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
是出现大规模的失业。 记得后来我到地
方考察，看了不少店铺。 在一个小店，店
主跟我说，3个月没有营业了， 因为政府
减免税费，支持减免房租、水电费，稳岗
补贴资金到位， 我们没有裁员， 挺过来
了。我问员工的工资怎么办？他说当时只
发生活费了。在场的20多位员工都说，店
里管吃管住，不让我们下岗，还有什么说
的。 企业和员工都明白， 只要保住了企
业、稳住了岗位，一复工复市，生意就会
旺起来。

去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
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 没有制定经济增
长的预期目标。但是反复权衡，还是制定
了就业目标，也就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
人以上。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
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当时我们
也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实
际上是相信只要能够实现900万人以上
的城镇新增就业，就有经济的正增长，因
为有就业就有收入，就可以带动消费、拉
动经济。

去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
力，我们的市场主体表现出坚强的韧性，
广大人民共克时艰， 最后实现了城镇新
增就业1186万人，全年经济增长2.3%，居
民收入相应增长，都好于预期。

今年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
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 其中高校毕
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
役军人就业， 还要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
工提供打工的机会。 所以今年我们在制
定宏观政策的时候， 依然坚持就业优先
的政策，我们继续推动“六稳”、落实“六
保”，还是把就业放在首位。 去年出台的
有关就业的政策举措，不仅没有调退，还
有所增加，其他政策都要有利于就业。我
们相信，通过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会带动
更多的就业岗位， 而更多的就业岗位会
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今年我们确定新增城镇就
业的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希
望在实际执行中还可以更高一

点。 我们也很
明确， 就业还
是要让市场来
唱主角， 也就
是继续通过保

市场主体来保就业。 一方面推动稳岗增
岗，另一方面拓展就业渠道。去年疫情中
就业方式也有新变化， 像我们这几年发
展的新动能，包括网购、快递等逆势快速
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和传统产业发展。我
们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增加相对稳定的就
业岗位，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现在
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 已经涉及到
两亿多人。 有的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 特别是要
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
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这也有利于灵活就业市场更加健康、稳
定地向前发展。

至于刚才记者朋友提到的老年人问
题，中国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老
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
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正因为中国
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个广
大的市场也必然会给外国企业的产品、
服务乃至于投资创造更多机会， 因为我
们的市场是开放的。

中国有14亿人口， 劳动力资源可以
说是最丰富的资源， 中国人民又能够吃
苦耐劳，只要有就业门路就会多挣。“民
生在勤，勤则不匮”。 我相信中国人民会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来逐步迈向共同富
裕。

疫情 实事求是公开透明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 美方指责中方

对上月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
缺乏透明度， 专家组组长指出中方同事
分享了大量工作细节， 同时也表示专家
组希望获得在2019年10月至12月之间与
新冠肺炎疫情相似疾病病例的更多原始
数据，中方是否愿提供这些数据，或者是
否愿再次接待专家组访华？

李克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突发的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方和各方一样都希
望能够尽快查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这样
有利于切断传播的渠道， 更好更有效地
来防控疫情。 但疫情溯源的确是一个复
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持续
研究。 中方本着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开
放合作的原则和态度， 同世卫组织保持
沟通，也支持世卫组织专家在华开展溯源
研究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愿意继续同世卫
组织一道，推动科学溯源工作。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 当务之急
不仅要溯源，还要做好各种防控工作，包
括接种疫苗等。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
敌人，我们希望各方携起手来，因为在这
样一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 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我们也坚信人类有
能力最终战胜这个病魔， 我也希望明年
我们能够面对面进行交流。

经济 行稳致远长期向好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 您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
标为6%以上，目前很多国际机构都认为
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左
右。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除了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加大， 还存在着由于世界性的

资金过剩导致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风险，
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请问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是
否存在宏观政策转为偏紧的可能性？ 据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中国的经济规
模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 对此您有何看
法？

李克强：我注意到，我们提出6%以
上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确实引起了多
方面的关注，有不少分析。有的认为是积
极的，也有的认为低于预期。我们当然乐
见经济向好，但是也清醒地看到，今年是
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前行， 有很多不
可比的因素， 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
性依然很大。 我们说增长6%以上，6%不
低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100万亿
元，增长6%就是6万亿元，这要放到“十
三五”之初，需要8%以上增速才能达到。
而且我们说增长6%以上是开了口子的，
实际过程中也可能会增长得更高一点。
但是我们不是在定计划，是引导预期，希
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基
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尤
其是和明年、后年的目标相衔接，不能造
成大起大落，否则会扰乱市场的预期。一
时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稳， 只有走得稳才
能走得有力。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这样一
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能够行稳致远，保
持长期向好。

去年面对罕见的巨大冲击， 我们及
时果断采取措施，但也保持定力，没有搞

“大水漫灌”。我们新增财政资金规模2万
亿元， 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市场主体和民
生急需，主要是减税降费、保基本民生，
而且采取了直达机制，就是把这些“救命
钱”最快7天时间直达基层，来保证基层
减税降费、 稳岗等财力， 很快就见到效
果。如果我们当时重点考虑上大项目、搞
大产业，这不是不需要，但这要经过论证
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时间恐怕得200天以
上， 就不是仅仅一周时间了。 错过了时
间，企业可能会大批倒闭。我记得去年在
记者会上， 也有记者提出中国政府采取
的政策规模和力度是不是偏小了。 我们
是把“肥”施到根子上，政策打到点子上，
所以起效快、有作用。现在看，这个规模、
力度是合理的， 准备的储备政策后来也
没有用。

去年我们没有搞宽松政策，或者说
所谓量化宽松，今年也就没有必要“急
转弯”， 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
持续性，着力稳固经济，推动向好。 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还是要注重把

“肥”施在根上，现在市场主体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还在恢复元气中。 由于经济恢
复增长，我们要合理调整政策，但调整
是适度的，有些阶段性政策退了，同时
又用一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来冲抵
影响，保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的力度不减。

怎样保持力度不减？ 资金规模固然
很重要，但用好钱更重要，我们去年宏观
调控积累的经验还可以继续用。 比如在
财政金融方面，简单地说，就是要“一减、
一增、一稳中有降”。“一减”，就是减少中

央政府本级支出， 各级政府都要带头过
紧日子；“一增”， 就是扩大直达资金范
围， 让基层和市场主体感到政策支持力
度不减， 这样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惠企利
民；“一稳中有降”，就是在稳定杠杆率的
同时，引导金融企业合理让利，使中小微
企业融资更便利、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当
然，我们对各类风险隐患，也会及时防范
化解。

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人
民过上好日子，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
会立足于着力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的发
展对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都是重要
贡献。

服务 医疗费用再利于民
中国新闻社记者：总理您好。前两年

住院费用的异地报销问题得到了解决，
极大便利了异地就医。 但是很多人外出
打工，也有不少老年人是异地养老，他们
门诊的看病开药还需要回原籍报销，非
常不方便， 所以请问门诊费用的报销何
时能得到解决？

李克强： 我在中国政府网的实名留
言中，也看到了这类问题。 的确，在一些
学校门口， 大家看到很多老人在接送孩
子，这些老人不少是异地养老的，或者就
是来帮子女带孩子的。 他们中有人经常
为异地报销医疗费奔波烦恼， 这个问题
应该下决心逐步解决。 今年我们要扩大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报销的范围， 到明年
年底前每个县都要确定一个定点的医疗
机构， 能够直接报销包括门诊费在内的
医疗费用，不能再让这些老人为此烦心。
这件事，还有类似的事，看似不大，政府
工作人员多费些心，就可以让老人、让家
庭多一点舒心。

香港 坚持“爱国者治港”
凤凰卫视记者： 过去一年香港因为

疫情饱受打击， 未来两年又将进入选举
年， 此时全国人大会议就完善香港的选
举制度作出了决定， 人大常委会将就香
港选举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外界对于
“一国两制”如何继续实践充满关注。 您
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将来要如何行稳
致远？

李克强：我们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
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
事， 落实好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全力支持特区政
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刚才你问到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作出决定，决定很明确，就是要坚
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始终
坚持“爱国者治港”，也是为了确保“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

去年香港受到了多重冲击， 我们希
望香港各界能够携起手来尽早战胜疫
情，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改善民生，保
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会继续
全力给予支持。

（下转06版）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1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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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强说，很高兴同媒体的朋友们见面，感谢大家对中国两会报

道所付出的辛劳。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通过视频进行交流，请大家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