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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从今年预算报告看，财政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全力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需要，服务于促进经济社会加快恢复

需要，服务于民生需要，为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持。

保持必要的支持强度，财政支出规模创新高。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7万亿元、支出

27.5万亿元，分别较去年增长6.7%和5.6%。这清楚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力提效，以支持经济社

会的全面恢复，促使经济运行早日回到正常轨道。进一步分析看，今年扩大支出规模主要是通过统筹

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创新政策工具来支持支出规模的扩张，而

不是增加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一是力促国内需求加快恢复。财政加大对流

通保供体系建设、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县域商业建设、外贸新业态、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的支出，补齐加

强各类消费基础设施，为消费回暖、升级创造条件。二是加大对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支持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支出。三是始终突出民生这个重点，持续加大资金支持。

2023年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5.3%、14.3%和8.8%，仍高居“支出榜”

前三名。四是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今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合

计达到13.9万亿元，较去年增加了近4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72.4%，为地方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加快巩固经济社会恢复向好势头提供了较好的财力保障。五是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严肃财经纪律。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继续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不该上的项目一个不上，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将节约出来的资金用于改革发展更加急需的方面。

提高财政制度与经济社会的适配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是规模性减税降费政策转向更加注重

精准性和针对性。一方面“该延续的延续”，如继续保持对小微民营企业的大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强化

年度间政策衔接，防止出现政策断档或急转弯。另一方面“该优化的优化”，突出重点支持对象，加大

对制造业、科技、粮食能源、物流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100%的政策上升为

制度性规定。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税收制度与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格局之间的适配

性。二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今年将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的广度，将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扩大到政府

收支的全过程。大力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及其动态优化调整，提高预算管理精度。持续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切实做到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

关系，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

以下财政体制。

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保持财政可持续。2023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按3%安排，较2022年增加了0.2

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增加的5100亿元赤字规模通过发行国债弥补。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8万亿元，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科技攻

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领域。与此同时，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加强财政运行监测预警，优化资金调度，努力将风险消弥在初期，维护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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