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约有 70%以上用于民生。今
年的“国家账本”里，民生清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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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了 关 于 2023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批准 2024 年中央
预算。这份预算也被形象地称为“国家账本”。

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账本”直接
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加强民生保障

教育

今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为 42906 亿
元，排在各项支出的首位。教育支出的重点方向有：

●120 亿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改善县域普
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

●313 亿元用于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中央财政安排相关转移支付 404 亿元，支持地
方高校改革发展

●723 亿元用于学生资助补助

此 外 ，还 包 括 推 进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和
城乡一体化、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特殊教育普惠发
展等。

在 广 东 深 圳 ，今 年 将
加 快 实 施 基 础 教 育 百 万
学位建设计划，新增优质
中 小 学 教 育 集 团 15 个 ，
新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
校 130 所 ，新 增 基 础 教 育

学 位 17 万 座 。 在 河 北 石
家庄，今年将加快扩充优
质 高 中 资 源 ，推 进 8 所 高
中学校项目建设。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北 京
邮电大学校长徐坤表示，
相关举措将为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注入新的动力，为
加快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
提供坚实保障，更好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

社会保障和就业
就 业 优 先 ，向 来 是 我 国 财 政 支 出 的 重 点 方 向 之

一。今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667 亿元，主
要 用 于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就 业 见 习 补 贴 、一 次 性 求 职 补
贴、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 2024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包括：

●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以上

●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170 万人，要强化促
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分类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扩大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在 今 年 的 预 算 安 排
中 ，超 过 4 万 亿 元 的 还 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在 黑 龙 江 省 海 伦 市 ，
今年，当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部 门 组 织 了 8 家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
开展养老护理、中式面点
等技能培训课程，预计培
训 2500 人，发放培训补助
500 万元。

在 福 建 厦 门 ，今 年 1

月 1 日 后 毕 业 的 技 工 院
校预备技师班毕业生，新
到 厦 门 就 业 并 符 合 条 件
的 可 以 申 领 1 万 元 新 引
进人才生活补贴。

在 社 会 保 障 方 面 ，今
年，我国继续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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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据 预 算 报 告 ，2024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中，卫生健康支出达到

22836 亿元。
居 民 医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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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据 显 示 ，经 过 持 续

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
体 系 。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覆
盖近 11 亿人，医保参保人
数超过 13 亿，4400 万人被
纳 入 低 保 和 特 困 救 助 范
围 ，每 年 约 1 亿 人 次 的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享 受 到
国 家 资 助 ，1.59 亿 名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的 学 生 免 除 学
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

卫生健康

财政支出持续加力

在 2 月 1 日 国 新 办 举 办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财
政 部 副 部 长 王 东 伟 总 结 2023 年 全 国 财 政 预 算 执
行的特点，其中包括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
势 、财 政 支 出 持 续 加 力 。 他 介 绍 ，受 益 于 经 济 回
升向好，加上 2022 年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
拉低基数等因素影响，2023 年财政收入呈现出恢
复性增长。从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收入分别增长 6.7%、6.9%、10.7%和 12%，
31 个省份财政收入全部实现正增长。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8万亿元

比 2022 年增长 66..4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6万亿元

增长 55..44%%

预算报告显示，2023 年

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

资 金 ，支 出 总 量 为 28.24 万 亿 元 。 收 支 总 量 相

抵，赤字 4.88 万亿元，与预算持平。
资 料 显 示 ，2023 年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8.7%。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 42.3%，主
要是 2022 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从非税收

入看，2023 年，全国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3.7%。

近 3 年连续站稳在 20 万亿元以上，

2023 年更是突破了 21万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2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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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 2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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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连 续 3 年 ，创 新 都
是关键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总 结 2023 年 工 作 时 指
出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建
设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 传

统 产 业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未 来 产 业 有 序 布
局 ，先 进 制 造 业 和 现 代
服 务 业 深 度 融 合 ，一 批
重 大 产 业 创 新 成 果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投 入 商
业 运 营 ，国 产 大 型 邮 轮
成 功 建 造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量 占 全 球 比 重 超
过 60%。

预 算 报 告 介 绍 ，
2024 年 预 算 编 制 和 财
政 工 作 的 总 体 要 求 ，落
实 好 结 构 性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合 理 把 握 政 策 力
度 ，重 点 支 持 科 技 创 新
和 制 造 业 发 展 ；稳 妥 安
排 财 政 赤 字 和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规 模 ，持 续
发 挥 2023 年 增 发 国 债
资 金 作 用 ，加 大 财 政 资
金 统 筹 力 度 ，保 持 必 要

的 支 出 强 度的 支 出 强 度 ，，集 中 力 量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办 大 事 ，，强 化 国 家 重 大强 化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任 务 财 力 保 障战 略 任 务 财 力 保 障 。。

财 政 部 部 长 蓝 佛财 政 部 部 长 蓝 佛
安 表 示安 表 示 ，，““ 20182018 到到 20232023
年年 ，，全 国 财 政 科 技 支 出全 国 财 政 科 技 支 出
从 8327 亿 元 增 长 到
10823 亿元，增长 30%。”
他 介 绍 ，适 度 加 力 、提
质 增 效 ，是 今 年 财 政 政
策 的 基 调 和 特 点 。 财
政 支 出 强 度 总 体 扩 大 ，

统 筹 各 类 财 政 资 源统 筹 各 类 财 政 资 源 ，，加加
大 支 出 强 度大 支 出 强 度 ，，强 化 国 家强 化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任 务 财 力 保重 大 战 略 任 务 财 力 保
障障 ，，持 续 推 动 经 济 实 现持 续 推 动 经 济 实 现
质 的 有 效 提 升 和 量 的质 的 有 效 提 升 和 量 的
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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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服 务 现 代 化 产
业体系建设。

近年来，国家财政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优先予以保障。

预算报告总结了 7 项 2023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
政工作，居于前四的是：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
经济回升向好 ；强化创新引领，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强
民生保障，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支持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

2022 年 主 要 财 税 政 策 落 实 和 重 点 财 政 工 作 居 于 前 四 的
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住经济大盘 ；加强疫
情防控经费保障、支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
化资金和政策支持，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坚持创新引领，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21 年居于前四的是：增强财税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推
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强化创新驱动，支持优化和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加大民生投入，基本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支持
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