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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在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深受广 大人民群众和

“两会”代表、委员的赞誉，被称作是民生报告。温总理所

提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最主要的是财税政策。这表明，党

中央、国务院不仅高度关注民生问题，而且也重视运用财

税政策来解决民生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行列

迈进的时候，即人均 GDP从 1 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时期，

社会有可能进入“矛盾凸显时期”。2006年我国 GDP总量达

到 20.94万亿元人民币，按 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已

达2000美元左右。表明我国可能正处于社会深刻 变革和矛

盾凸显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改

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涌现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多

元化的复杂格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

擦和矛盾经常发生，有时甚至出现尖锐冲突，处于社会弱

势地位的群体和个人，其利益会经常受到损害。对此，如

何正确把握当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及其本质属

性，如何妥善处置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化解矛盾，是政府

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而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要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

财税政 策是解决民生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公共财政在

一定意义上即是民生财政。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按

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和要求，公共财政应主要用于满足

社会的公共需要。民生问题是社会公共需要最基本的方面，

财政政 策的着力点必须首先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第二，

财税政 策可有效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特别是财政支出政

策，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补助等

手段，把钱用于老百姓最关心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

对需要扶持的某些特定行业、领域和社会群体，也可采取

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第三，从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

节特点来看，货币政策擅长于国民经济的总量调节，如通

过利率、汇率等手段，对整个经济面发生调节作用；财税

政 策则擅长于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如通过财政支出、

税收等手段，针对某些地区、行业或领域发生调节作用。而

民生问题，如医疗、教育、 就业、社会保障和弱势群体收

入等，均属于某一层面的结构性问题，运用财税手段解决

这些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今后一段时期，为 了切实改善和有效解决民生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 大财税

政策的扶持力度。

——逐步加 大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切指 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

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今后几年，财政教育投入的增

长一定要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使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达到 4%。在这个过程中，要重点向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和贫困生倾斜。例如，今年国家财政要安排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 2235亿元，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杂费；率先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

育；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

政 策，重点资助贫困生教育。今后还要逐步扩大扶持教育的

覆盖面和领域，形成人人都能享受良好教育的公平环境。

——大力支持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为 了切实解决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责问题，公共财政要着眼于建立覆盖

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安

排医疗卫生支出 3 13亿元，比上年大幅增长 86.8% ，地方

财政也要增加 相应支出。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

要着重抓好 4项工作：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范围要扩大到全国 80% 以上的县（市、区）；二是加 快建

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落实经费保障措

施，方便群众看病；三是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试点；四是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

——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税政 策。就业问题是目

前我国最大的国情，“十一五”时期我们仍 面临较大的就业

压力，尤其是残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 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

切实采取 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各项综合性措施，妥善解决。

要继续实行和完善鼓励就业的税收政 策。目前国家对残疾

人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退役军人就业均给予了税

收优惠政策，下一步，要研究逐步扩大税收优惠政 策的范

围，完善政策内容，进一步鼓励就业。同时，加 大财政对

就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就业培训工作，政府要大力资助，

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对各类专职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

保障民生的安全网，我国正处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攻 坚

阶段，必须加 快推进。一是继续加 大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

力度，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支出 20 1 9亿元，比

去年增加 247亿元，地方财政也要增加安排支出。二是加

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总结 税务部门征管社会保险费经

验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具体方案，由财

税部门更有效地筹集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三是建立健全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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