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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既有“压”，也有“保”。在实际新
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
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对地方转
移支付安排 83370 亿元，比 2020 年略有增
加，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 7.8%，增幅明
显高于去年。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从富裕地
区转移到较贫困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增幅均超
过 10%。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
大范围，将 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
达机制、规模明显大于去年，为市县基层惠企
利民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财力支持。同时，预
算报告要求，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
性支出，把更多宝贵财政资源腾出来，用于改
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是加大对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在超过 25
万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等
相 关 支 出 占 了 大 头 ，其 中 ，教 育 支 出 占
1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 13.8%，卫生
健康支出占7.5%。这是在有保有压的基础上
实现的。今年预算报告提出，为增加对地方
的财力支持，中央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大
力压减本级支出，中央本级支出 35015 亿
元，下降 0.2%，连续第二年负增长。2021年，
中央本级将进一步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
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也按照从严从
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

“ 十 四 五 ”规 划 纲 要 列 出 的 20 项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涉及民生福

祉的有 7 项，这个数字为历次五年规

划中最高。而“十四五”的第一个“国家

账 本 ”——《关 于 2020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1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算草案的报告》清晰地记录着这一

趋势——财政蛋糕优先分向民生。

政府每年的预算报告被形象地称

作“国家账本”。要想观察政府的施政

理念，这是个重要窗口。

我国政府预算由四本账构成——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经历了 2020 年的低谷，今年财政收入

将明显增加。剔除结转结余、财政补贴

等项目，2021 年四本账预计累计收入

38.92 万亿元。

收入虽有增长，但需要花钱的地

方更多。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

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

入大幅减少，同时不再发行抗疫特别

国债，政府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

较低。

与此同时，刚性支出一个也不能

少。根据预算，今年财力支出的重点仍

是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

持力度，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资金需

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为此，财政必须“紧平衡”。一个共识

是政府要有保有压，用自己的“紧日子”

换百姓的“好日子”。

“国家账本”对此的安排是：中央

政 府 带 头 过 紧 日 子 ， 大 力 压 减 本 级 支

出，中央本级支出安排 35015 亿元，下

降 0.2%， 连 续 第 二 年 负 增 长 ； 对 地 方

转移支付 83370 亿元，比 2020 年略有增

加 ， 剔 除 特 殊 转 移 支 付 后 实 际 增 长

7.8%，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

财 力 保 障 机 制 奖 补 资 金 等 增 幅 均 超 过

10％。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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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种做法体现的是政府的责任和担

当，中央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可以有

效 缓 解 基 层 财 政 压 力 ， 兜 牢 基 层 “ 三

保”底线，也极大提振了基层干部为民

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资金的“一减一增”体现了民生主

线 。2021 年 “ 四 本 账 ” 累 计 安 排 支 出

47.04 万亿元，支出总规模较 2020 年继

续增加。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超过 25 万亿元，增长 1.8%。

这些资金将优先流向民生。据估算，

2021 年的民生支出将占到 25 万亿余元

支出中的一半以上。其中，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其他支

出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0.1 个百分点，

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 2020
年相比分别增长 0.5 个百分点。

从数据上看，“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

减”不是一句口号，教育、就业、收入、养

老、托育等一系列民生支出指标的“含金

量”都相当足。

比如，今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安排 559 亿元，增加 20 亿元。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安排 1770 亿元，增长 4.3%。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进一步

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中央调剂比例

至 4.5%。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

加 30 元⋯⋯

支出多了，收入增长来源少了。2020
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5 万亿元，

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成为中国经

济 走 出“V 型 曲 线 ”的 关 键 动 能 之 一 。

2021 年 的“ 国 家 账 本 ”虽 未 给 出 减 负 的

具体规模，但仍有很多新亮点;除延长小

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

策执行期限，今年还将实施新的结构性

减税举措。比如，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起征点从月销售额 10 万元提高到 15 万

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

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

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

花钱无小事。财税政策的点滴变化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制造业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将从 75%提高到

100%，不少制造业企业纷纷在算减税账。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处处长姜喜臣说，四联集团今年预计

研发费预算 3.3 亿元，若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 从 75% 提 高 到 100% ，预 计 可 多 减 免

1200 余万元所得税。

在优惠政策的导向下，企业节约下

来的资金大方向会继续用于科技研发方

面的投入，由此将形成正循环。

市场主体关乎经济发展，更关系民

生就业是否有保障。对于今年的“国家

账本”，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蒋震的评价是“政策精准有效”。

他说，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关键要准确把

握人民群众需求，对于这一点，从施策

角度看，政府显然越来越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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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万亿里的温度
——“国家账本”中的一增一减体现“执政为民”

【编者按】

预算报告，每年都是两会的重头
戏。上一年的钱是怎么花的？政府要报
账、代表要监督。未来一年的钱要怎么
花？代表要审议。花钱的艺术不只考验

政府财政管理的能力，更能看出执政
为民的理念。2021 年“国家账本”的电
子版整整有 100 页，满满的数据。在超
过 25 万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中，民生等相关支出占了大头。我们
从这些数据里感受到了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