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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黄垚、
魏弘毅)“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提法备受

关注。

宏观政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政策取向中强化民生导向，有何深意？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民众对教育、医疗、住

房、养老等领域的期待越来越高。在此

背景下，“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成

为政策制定的必然选择。

“今年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

向惠民生、促消费，更加适应当前发展

需要、更具针对性。”全国人大代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说，新形势下，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

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有利于形

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消费提

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

升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

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多渠道促进居民

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

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多元

化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系列举措安排聚焦需求释放和供给提

升，精准发力。

“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权益，

缩小收入差距，让社会收入形成‘橄榄

型’结构，是当前政策设计的一个关键

点。”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

校长金李分析，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进

一步加强民生保障，减轻“后顾之

忧”，百姓才能放心消费，进而激活内

需市场。

与此同时，通过加快数字、绿色、

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落实和优化休假

制度，健全县域商业体系等优化供给措

施，可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精细部署，立足当下，更着眼长

远。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今年报告提

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服务于民生”。

金李表示，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

人”，意味着让资金流向更有效益的投

资，特别是聚焦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

大民生领域短板，有助于实现在惠民中

发展、在发展中惠民。

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高品质居住需要；

进一步支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

项目，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

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

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翻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

告和预算报告，可以发现更加鲜明地体

现紧扣民生需求。

更加突出民生导向的宏观政策，如

何有效落地？

“要扭转政绩观，不能一味求‘见

效快’。民生项目虽然不容易产生立竿

见影的短期效果，但长期回报特别可

观。”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锦州市市

长王心宇表示，地方政府要聚焦教育、

医疗、住房等领域，扩大民生支出，减

轻居民刚性支付负担，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健康、有

力、有效地推动经济良性循环。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申铖）
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

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

点。这一安排释放了哪些信号？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

内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实现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因

时因势，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我国

财政政策取向从此前持续多年的“积

极”转向今年的“更加积极”。

赤字率是衡量财政政策取向的一大

“风向标”。“财政赤字率的提高，正是

今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有力体现，传

递出强信心的鲜明信号。”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副所长张斌说。

财政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与同期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近年来，

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去十

年财政赤字率在2.3%至3.8%之间波动。

“调整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率，是重

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科学运用财政赤字

政策逆周期调节，可有效熨平经济波

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说。

具体来看，提高财政赤字率，可以

更多利用财政空间，扩大财政支出规

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国家账本”关系国计民生，教

育、科技、社保、就业等重点领域均需

要资金的有力支持。

在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财政厅厅

长吕林邦看来，随着赤字率的提高，今年

财政支出强度将进一步加大，支出规模

也比上年明显增加，有更多资金用于稳

就业、惠民生、支持科技创新等，促进经

济结构优化调整，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财政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

上年增加1.6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29.7万亿元，增长4.4%……数

据彰显财政支出强度加大。

“政府支出扩大还会产生乘数效

应，以增加公共部门需求，促进社会各

界需求改善，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

好。”吕林邦说。

财政赤字率也是衡量财政风险的指

标之一，今年拟按4%左右安排，风险

是否可控？

“我们在确定赤字率时有充分的论

证和分析。”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此前表

示，确定赤字率，需要统筹考虑国家发

展需要、宏观经济增长潜力、宏观调控

安排、财政收支形势，以及财政中长期

可持续性等因素。

实际上，根据宏观经济周期性变

化，通过提高赤字率，加强逆周期调

节，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在张斌看来，我国政府负债率低于

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具备提升赤字率的空间和条件。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大、活力足，加之财政状况总体健

康，提高赤字率不会冲击财政运行。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为的宏观政

策，会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也将促

进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杨志勇说。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
透出什么深意？

4%左右
赤字率提高传递了什么信号？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逐步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将如何落实？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 白佳
丽、徐壮)作为基础教育的起点，学前教

育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5日提请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引发广泛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为何作出这一部署？

事实上，今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

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就明确“探

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将于今年

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

教育法》规定，“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

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育教育

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逐步推行

免费学前教育’，这是积极回应民生关

切、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体现，对

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说。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幼儿

园数为27.4万所，在园幼儿数4093万

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1.1%，比2012

年提高26.6个百分点，达到世界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

育，有望惠及上千万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

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认为，这不仅有

利于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缩小地区、城

乡教育差距，也有利于推动生育率进一

步提升。

受访家长均向记者表示对这一政策

的欢迎。赵先生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公立

幼儿园就读，如果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一

年将省下近7000元。

在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梁

慧娟看来，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将进

一步降低学前儿童家庭的保育教育成本，

使高质量学前教育惠及更多学前儿童。

另一方面，“逐步推行”也意味着这

一政策的落地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5日在“部长通

道”上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相

关政策，切实把普及普惠、教师队伍做扎

实，为推进工作作准备。

“也要看到，‘逐步推行’不是‘一哄

而上’，要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与现实需

求。”刘林说，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才能更好地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地

落实。

从2019年底开始，浙江省湖州市龙泉
街道在社区试点开办公益早教班，为幼儿开
展常态化和免费的早教服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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