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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赤字率拟按3%安排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
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今年赤字率按 3%安排，赤字规模

达到 4.06 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3.9万亿元，新增发行超长期国债1

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达到 4.9万亿元。

此外，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国债，

大部分都在今年使用”……“国家账本”

亮相不到1天，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向中外

媒体与公众解读了账本中的关键数据。

在 3月 6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财政部部

长蓝佛安介绍，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是今

年财政政策的基调。他特别提到政府债

券规模明显增加，在解释提质增效时，他

强调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每一分钱

都花在刀刃上”。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 3月 5日提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两万多字的“国家账本”，透露着稳经济、

稳增长的信心与底气。在关乎民生的一

般公共预算账本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规模达到 28.5万亿元，较上年增加

超过1万亿元。蓝佛安说，要让国家的财

政账本变成百姓的“幸福清单”。

支出有力保民生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述从2023年的

‘加力提效’到今年的‘适度加力、提质增

效’，积极信号持续释放的同时，更加强

调财政可持续和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

上’。”相比去年，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工

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深改办

副主任杨赫用“稳中有升”形容今年财政

发力的强度，“总量上看，综合考虑赤字、

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规

模接近9万亿元；结构上看，中央和地方

财政的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比去年新

增的 1800亿元赤字全部由中央财政承

担，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稳步增长，

加强对地方的财力保障”。

多出来的钱要花在哪？国家账本里

的多组数据显示出优化财政支出的方

向：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

财力保障，“既用好有限的增量资金，更

下大力气盘活、调整存量，将使用效果不

好的资金腾出来用于保重点”。

其对应的数据是：中央本级教育支

出安排1649亿元、增长5%，中央本级科

技支出安排 3708亿元、增长 10%，中央

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667亿元等。

在记者会上，蓝佛安介绍了“国家账

本”记录过的数据：2019-2023年，全国

教育支出增长 18.5%，社保和就业支出

增长 35.8%，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34.4%。

他说，“2024年，教育、社保和就业预算

安排都将超过4万亿元。”

“把钱用到最重要的地方”

作为反映财政政策力度和财政风险

水平的重要指标，3%的财政赤字率也备

受关注。“财政赤字率维持不变，但通过

专项债、特别国债、其他调入资金等扩大

支出，具有同扩大赤字率一样的效果。”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

志恒分析说，比如 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

别国债就相当于增加赤字率 0.7个百分

点，专项债 3.9 万亿元相当于增加赤字

率 2.9 个百分点。“力度是不小的，是符

合当前形势需要的。”

在“国家账本”发布当天，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黄守宏也对赤字率进行了解读。他说，财

政赤字率要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需要多种政策工具有机组合、发挥整体

规模效应，“关键是要把这些钱花好、用

好，用到最重要的地方”。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

基本民生，严控一般性支出。”国家信息中

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胡祖铨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今年财政政策发力的首要方

向就是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进一

步调整优化使用方向，向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同时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

此次超出预期的“超长期特别国

债”，也将用于“两重”：专项用于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可以预见，今年即将发行的1万亿

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未来几年接续发

行的份额，将重点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粮

食能源安全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在杨

赫看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经济意

义在于提供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市场信

心的重要抓手，既可以拉动当前的投资

和消费，又能打下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是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一

剂良方”。

结构性减税降费再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

重要抓手，结构性减税降费也出现在“国家

账本”中。

在记者会上，蓝佛安表示，在落实好去

年延续和优化的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今

年将有针对性地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降费

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更好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工商联副主席刘

长来就来自制造业领域，他是骆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亚洲最大的汽车

用低压电池制造企业，起初只是一家资产

19万元的街办小厂。“这离不开国家对民

营企业的重视，尤其是国家各项税费优惠

政策的支持。”刘长来举例说，2023年，该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1.16 亿

元，减免企业所得税3492万元，享受先进制

造业增值税进项税加计抵减461万元。“国家

扶持力度大，我们研发创新的动力更足。”

“税惠红利是企业创新升级的减压

阀。”全国人大代表、海斯比生产部副经理

黎明华也享受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

红利。他说，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体量较小，资

金、人才等方面相对匮乏。在今年的“国家账

本”里，他看到了国家支持科技创

新的决心，“契合了企业自主创新

的期盼，让企业

敢创新、能

创新”。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国家账本”里的百姓“幸福清单”
——数读预算报告

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
质增效”。翻开今年的“国家账本”，一个个数字
背后，是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也
是对民生福祉的持续发力。不断提升的“民生
含量”和“民生温度”，正让“国家账本”变为百
姓“幸福清单”。

编者按： 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670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5元，达到每人每年94元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中央财政相关转移支付增长10.6%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安排545亿元、
增长18.7%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规模增加到1770亿元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
励资金安排400亿元

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340 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267 亿元；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安排44亿元；农村环境整治资
金安排40亿元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并安
排 120 亿元，全力支持打好“三
北”工程攻坚战

文案 宁 迪 席聪聪 戴 纳 设计 聂亚栋

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央财政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104亿元，支持加快突破基础产品、核心技
术等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竞争力

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

中央本级教育支出
安排1649亿元、
增长5%

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安排120
亿元，支持改
善县域普通
高中基本办
学条件

现代职业教
育质量提升
计划资金安排
313亿元

学生资助补助
经费安排 723亿
元，减轻困难家庭
教育负担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
3708亿元、增长10%，
重点向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国家战略
科技任务聚焦

中央本级基础研
究支出安排 980
亿元、增长13.1%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667亿元，支持地方提高公共就业
服务能力

我是数智主播丽梅
今天关注的是
国家的钱往哪花

“国家账本”告诉你

扫一扫
看数智人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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