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首

公共财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刊评论员

取消农业税，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扩大到全国 86% 的县，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开始试点，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疾病控制体系… … 5年多来，中央高度关注民生，大力

倾情民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无论是过去 5年的民生成就，还是今年的民生部署，都让民众有发自内心的共鸣。

在成就中，从 5年来全国财政各项民生支出的大幅增长，到各级 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所做的件件实事，让人十分

感慨；在部署中，从重点做好和必 须抓好的项项工作，到进一步增加的民生支出，令人十分欣慰。温总理的政府工

作报告实际上是为百姓开出了一份既 沉甸甸又振奋人心的民生“清单”。
“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为这份民生“清单”买单的就是公 共财政，具体账目，在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里有

着翔实的安排，国库的钱将更多地花在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地方：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 5625亿

元，比上年增加 1307亿元 ；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由去年的 1076亿元增加到 1562亿 元；为了支持卫生事业改

革和发展，中央财政将安排 832亿元，比上年增加 167亿 元 ；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央财政安排 2762亿 元，

比上年增加 458亿 元；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 68亿 元，比去年增加 17亿元。一句话，预算安排以民生

为重。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财力不断增强，公 共服务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生活中。比如，在去年农村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明两年内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加 大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 虫病等疾病患者免费治

疗力度，等等。

中央财政如 此，地方财政也不例外。盘点 2008年地方“两会”，“亮点”颇多。在广东，新增财力 60% 以 上将用

于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在湖北，省财政 支出重点拟放在关系民生的大事上，用于改善关系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的支

出增幅达75.8% ；在重庆，计划未来 5年增加 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 住房供给，城镇居民人

均房屋建筑面积将超过 30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将达到 35 平方米… …总之，让全国更多民众共享改革

成果已成共识，社会民生的改善背后是政府财政投入的强力支持，“民生财政”让人民实实在在分享改革的成果。
公 共财政支出的这些变化，与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分不开。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达到 5.13万

亿元，较上年增长 32.4% 。在此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财政 支出的“加 减乘除”，使“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真正 落到

实处，成为了公 共财政能否真正普惠于民的关键。于是，一份基于政府全新收 支分类理念编制的财政预算报告摆在

了每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案头。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包括“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支出经济分类”三大方面。
通过这三大分类，再结合部门资金使 用情况，将可以 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各项财政资金花在了哪里，各个部门花了什

么钱、做了什么事，反映出政府财政资金收 支全貌及 来龙去脉。

随着财政收 入的快速增长，财政超收的使 用越 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针对超收的使 用，今年的预算报告 专门

指出，中央财政超收收 入除依 法增加有关支出外，主要用于办关系民生的大事和办建立机制制度的事。同时，进一

步明确：从 2008年起，年度执行中如 有超收，除按法律、法规和财政体制规定增加 有关支出，以 及 用于削减财政

赤字、解决历史债务、特殊的一次性支出等必要支出外，原则上不再追加 具体支出，都列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转到以 后年度经过预算安排使 用，以 利更好地保障重点支出需要，规范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

从上面一串串闪亮的数据和一条条过硬的措施我们可以 看到，财政预算的透明化、法制化 在不断增强，财政管

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也在稳步提 高。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公 共财政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兑现民生“清单”、保障和

改善民生将有更加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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