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导航

民生为重  力促和谐

——访党的十七大代表、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

加
快构建和谐社会 ，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是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对此 ，

党的十七大代表 、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 ，近年来 ，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在支

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 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 ， 就业 、 社会保障 、 医疗卫生、 教育、 住房等问题

均得到了改善。今后一个时期 ，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更加注

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扩大公共服务 ，努力使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 住有

所居 ，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喜人数字  彰显财政改革民生导向

2003年以来 ， 全国财政用于 “三农”
、 社会保障 、 医疗

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年增长率均较多超过了

同期经济增长率。

财政部数据显示 ，近年来财政部门大幅度增加了对“ 三

农”的资金投入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2003-2006 年 ， 仅中央财政用于 “三农” 的资金

投入分别为 2 1 44亿元 、 2626亿元、 2975亿元和3397亿元 ，

累计达到 1 1 1 42 亿元 ， 年均增长 1 5 .6% 。此外， 全国财政

社会保障支出累计达到 1 3833 亿元 ， 年均增长 1 8% ；教育

支出累计达到 1 6224 亿元 ， 年均增长 1 6 .4% ； 医疗卫生支

出累计达到 3990亿元 ， 年均增长 20 .1% ；文体广播事业费

支出累计达到 2622亿元 ， 年均增长 1 8 .3% 。

今年以来 ， 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
“ 三农”

、 社会

保障 、 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重点支出均得到较好保障。 1 -6

月 ， 农业支出同比增长 2 8 . 7% ； 社会保障支出同比增长

29 .7% ；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36 .6% ；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30 .6%。

王军说 ，这些增长数字的背后反映了财政支出重点向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倾斜，向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 ，

向困难地区 、 困难群众倾斜， 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 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亮点纷呈  弱势群体得到更多关爱

各级财政部门在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 加大财政投

入向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倾斜的过程中更多地关

注社会弱势群体，从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

到全面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再到积极探索完善城

乡低保制度 ， 都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民生导

向——以人为本，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王军说 ， 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 ， 我们有条件

逐步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规模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让广

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 ，财政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可谓亮点纷呈。坚持实施积

极就业政策 ， 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下岗失业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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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城农民工实现就业。2003年以来 ，已有近2000万国有、

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 基本解决了体制转

轨和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财政对城市低保资金的投入从

2003年的 1 60亿元增加到 2006年的 241 亿元 ，四年共投入

资金779亿元 ，年均增长 1 4%。城市低保补助水平也从2003

年底的 58 元 / 人 · 月提高到 2006 年底的 83 元 / 人 · 月 ，

2007 年 6 月底已达到 92元 / 人 · 月。另外 ， 农村低保制度

建设也于 2007年全面启动 ， 目前全国 2777个涉农县（市、

区、 旗）已全部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 截至 8月底 ，全国农

村低保对象人数达到 2573 .5万人 ， 全国累计支出农村低保

资金 46 亿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体系的建立完

善为解决农民 “ 看病难 、 看病贵” 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截

至 2007年 6月底 ， 全国有 2429个县（市、 区）开展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 ，占全国县（市、 区）总数的 84 .87% ， 参加

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 7 .2亿人。2003-2007年 ，中央财政共

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1 69 亿元。

大力支持农村义务教育 ， 积极扶持贫困地区、 民族地

区教育 ， 是财政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新亮点。王军说 ，

200 3-2006 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累计达

5868 .1 2亿元 ， 年均增长 1 9 .78% 。为了让贫困孩子上得起

学 、 读得了书 ， 从 2004 年起 ， 国家财政逐步扩大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 “
两免一补” 政策实施范围 ， 到 2007 年已在全国

农村全面推开 ， 惠及全国近 1 .5亿农村中小学生。

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近年来 ， 国家财政在不断加

大支农力度的同时，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等措施 ，同时取消

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 ，全面减轻农民负担，努力促进

农民增收。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 ， 农民减轻负担 1 250亿

元 ， 人均减负 1 40 元。

多措并举  致力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王军指出 ，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 社会事业发展总体上

仍相对滞后，而且一些新问题不断涌现。例如 ，在教育方面 ，

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后， 城市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

问题开始凸现；在医疗卫生方面 ，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改革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但标准仍偏低；继 “ 上学难、上

学贵”
、

“ 看病难 、 看病贵” 等问题后 ，
“ 住房难、 住房贵”

问题也已成为群众关注的重点。

王军表示 ， 今后一个时期 ，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按十七大

报告要求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完善公共财政

体系 ，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努力实现胡总

书记提出的 “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的民生发展目标。

王军说 ， 财政将进一步推进完善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

障制度。一方面继续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第三产业发

展，不断拓宽就业门路 ，促进就业再就业；另一方面加快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 在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建设等城镇社会保障工作的同时， 切实加大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等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力度，并进

一步完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

在医疗卫生方面 ， 财政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 支持基

本医疗制度建立 ， 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能力；重点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

稳定的社区卫生管理和投入机制。中央财政将从 2007年起

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按照一定标准给予补助 ，

争取到 2010 年建立起功能齐全、 安全有效 、 公平低价的城

乡初级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在教育方面 ，从 2008年起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保障水平，到 20 1 0年达到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

额 ，切实保障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需要。同时研究制定城市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 ，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机制、

国家奖助学制度和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

争取到 20 1 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学生资助制度。

在 “ 三农” 方面 ， 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同

时，将积极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

增长机制；稳定和完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等补贴政策；认真落实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综合运用

贴息、 农业保险、投资参股、 信贷担保等各种财税杠杆 ，探

索建立多元化、 多层次的支农资金投入机制。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 ， 要继续完善和规范公务员

收入分配制度；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支持推进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 ， 重点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

入 ，合理调节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完善税收调节 ，打

破经营垄断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加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 ， 保护合法收入 ， 调节过高收

入 ， 取缔非法收入 ，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此外 ， 通过完善政策和增加资金保障力度 ， 完善和推

进廉租住房制度 ，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把解决城

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纳入公共财政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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