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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10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申

铖 王雨萧） 数据增减之间，政策变

动背后，反映着政府资金投向，传递着

政策动向，回应着百姓期盼。今年的预

算报告有哪些重点安排？其中有哪些

“大账”“细账”值得关注？

“大账”加力，彰显积极财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

均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加力”究竟加在哪些地方？

第一个“加力”体现在财政支出强

度上。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 275130 亿元、增长

5.6%。今年赤字率按 3%安排，比上年

提高0.2个百分点。

从 2017 年的 20.31 万亿元，到 2022

年的26.06万亿元，再到今年安排超27

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不

断增加。

“近年来，财政支出保持强度，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大财力支撑。”

辽宁省财政厅厅长姜小林代表说。

第二个“加力”体现在专项债投资

拉动上。2022年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支持约3万个重点项目建设，

发挥了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

等作用。

根据安排，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确

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更好发挥‘四两

拨千斤’的带动作用。”财政部副部长许

宏才代表说。

第三个“加力”体现在推动财力下

沉上。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超10万亿元、创下近年新高，进一步完

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资金更大力度向

基层倾斜。

在加力的同时，今年的“国家账本”

也着力提升政策效能。

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

杰代表表示，今年的税费支持政策更加

注重精准性和有效性，突出对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

的支持。

不 少 代 表 委 员 表 示 ，在 扩 大 赤

字、增加专项债规模的同时，尤其要

妥善防范财政风险，确保把资金用在

刀刃上。

“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

金使用效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

长刘尚希委员说。

加力提效的具体落点在哪里？查

阅预算报告中的“2023 年主要收支政

策”，围绕“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

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等方面明确了多项政策部署，着力

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双升，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

院长罗志恒看来，实现今年 5%左右的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需要加大宏观政策

调控力度，优化政策工具组合。预算报

告中的多项安排，体现了财政政策加力

提效的政策取向，着力稳增长、尽快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经济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细账”更“暖”，增进民生福祉——

政府筹集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

公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也关系千家万

户。翻开预算报告，多项政策部署，传

递着民生温度。

看就业，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增加 50 亿元，支持各地落实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并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

策举措；

看教育，在过去五年财政性教育经

费累计投入21万亿元的基础上，坚持加

大投入力度和优化支出结构并举，支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看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5 元、30 元，

加强县级公立医院能力建设；

看养老，将深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推进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看住房，将支持完善以公租房、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

住房供给；

……

“2023 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

但我们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我们将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继续加大民生投

入力度，尽全力为群众谋好事、办实

事。”财政部部长刘昆说。

——从预算报告看财政重点安排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

姓生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定在3％左右，这一预

期目标充分考虑影响物价的各种潜在

因素，留有一定余地，有利于稳定市场

预期，有利于增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的

决心和信心。

相对于全球高通胀的形势，物价涨

幅定为3％左右，尤为难得。物价涨幅

长期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为宏观政

策调控留足空间，可以有效支撑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去年以来，我国精

准把握政策保供稳价力度，物价始终运

行在合理区间，为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

重要作用。今年1月份，国内物价保持

平稳运行，CPI同比上涨2.1％，大幅低

于美国6.4％、英国10.1％的涨幅，继续

成为全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

受输入性通胀、翘尾等因素影响，

今年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但从供给

基本面看，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

坚实基础。粮食生产连续丰收，大豆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开局良好，生猪产能合

理充裕，蔬菜在田面积和水产品产量稳

中有增，工业和服务业市场供给充足，

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保供稳价体系进一

步健全。开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落

实中央部署，统筹做好保供稳价，如农

业农村部启动春季田间管理技术大培

训，保障粮油稳产增产；宁夏、安徽等多

地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等，保障

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储备充实，市

场价格平稳有序。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受供求关系

影响较大，有时会出现一定波动。我国

经济韧性强、市场空间大、政策工具箱

丰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

把握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不搞“大水

漫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具备较

为完备的调控体系、丰富的实践经验、

有效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能力。

物价涨幅 3％，这个数字不简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价格调控能力

和水平，以供应稳保障价格稳、以价格

稳促进供应稳，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

力、有信心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3%：稳物价就是稳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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