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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之年，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稳步实施，与货币政策等协同

发力，推动了经济整体回升向好。今年的预算报告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可持

续性和资金使用效益，以财政高效能助推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今年的“国家账本”呈现四个

方面的特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

2023 年，在保障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基础

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为经济回升向好提

供了政策支撑。从财政收入来看，2023 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6.4%，且全国 31 个省份财

政收入全部实现正增长。这既与 2022 年实施的增值

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有关，更得益于宏观政策调控效

能的释放。这种增长是在“2023 年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超 2.2 万亿元”的基础上完成的，进一步说

明了“致力于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组合拳

切实发挥了成效。从财政支出来看，2023 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再创新高，比上年增长了 5.4%。各

级财政部门通过优化资金统筹能力，持续加强重点

领域支出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科技、城

乡社区等支出均保持了较好的增长速度，其中，社

会保障和就业仍是财政资金的重点倾斜领域，与上

年相比增长 8.9%。此外，为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的管理愈发严格，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均不超过上年水平。

2023 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比 2019 年下降

20%，而 2023 年各级财政用于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

的支出比 2019 年增长了 25.5%。“三公”经费的进一

步压减是统筹财政资源的重要手段，为民生支出提

供了重要财力支持，财政资源整体配置效率得到显

著提升。

2024 年的预算资金安排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具体体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

力、提质增效。不同于 2023 年预算报告提出的“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今年的财政政策安排重

点在于“适度”，即财政支出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

度以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但也留有一

定的空间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十四五”以来，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主旋律”，2024 年将综合运用

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等多种

政策工具，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实现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2024 年赤字率拟

按 3% 安排，与去年年初的安排相比较为稳定，但

总体赤字规模比去年年初预算增加了 1800 亿元，较

为符合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的实际情况。此外，2024

年拟安排发行 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科技

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是构建

高质量发展布局的重要方面，同时建设需求较大。

在今年以及未来几年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且不

列赤字，既能满足当前扩大内需与经济发展的需

要，也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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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必然要求。此外，为确保财政实现可持续发

展，2024 年将进一步落实落细过紧日子要求。作为

各级政府预算安排需要长期贯彻的方针，过紧日子

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扎紧政府“钱

袋子”。在精细化管理预算资金的基础上，实现开源

节流，并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通过优化绩效管理

的目标编制、监控以及评价结果应用环节，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并将教育、科技与人才作为整体进行统一论述，三

者有机融合、协同发展，能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之实现提供强大动

力。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2023 年

的预算安排与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同时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

强化科技创新投入。在教育方面，2023 年多项教育

类指标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要求的目标，例如，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升至 91.1%，完成了“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提高到 90% 以上”的目标 ；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60.2%，实现了“2025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

达 60%”的目标。此外，2023 年，财政部持续加大对

义务教育的投入及补贴力度，中央财政安排 1560 亿

元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好“两免一补”等政策。同时，

从 2023 年春季学期起，小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分别由 650 元提高到 720 元、由 850 元提高到

940 元。在科技方面，创新驱动发展是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重点战略，各级财政给予了充足的支持与保障。

2023 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3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8.1%，基础研究投入达到 2212 亿元，比上年增

长 9.3%。此外，中央财政安排了 133 亿元的产业基

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着力支持集

成电路等关键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的

体系建设。

2024 年预算报告将“支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作为 2024 年主要收支政策，这既体现了党的

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要思想，也是对教育、科技、人

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支撑

地位的肯定。一方面，2024 年将进一步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坚持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与优化结构

并举。在强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基础上，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拟安排 120 亿元以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

本办学条件，从而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同时，财政也将重点投向“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方面。中央财政拟安排

相关转移支付 404 亿元，支持地方高校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高校改革发展。另一方面，2024 年将推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是所有科技创新以及

技术问题的“总开关”，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离不开对基础研究这块基石的建设与支持。因此，

2024 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将安排 980 亿元，中

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的 3708 亿元也将重点向基础研

究领域聚焦。支持基础研究与攻坚重大战略协同发

展，为建成高水平科技提供重要支撑。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

福祉

近年来，民生支出的投入逐年增加，并尽可能

确保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2023 年，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不仅大大

减轻了地方财政的“三保”压力，同时也提升了财

力相对薄弱地区的民生保障水平。总体来说，财政

支出在幼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方面持续

发力。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64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89 元，坚决守

牢“基本医疗有保障”的成果。此外，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等民生保障工程一直在不断推进，2023 年开工

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总计 5.37 万个，且在 2019 年至

2023 年的五年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已达 22 万个，惠及居民 3800 多万户、约 1 亿人。

通过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小区环境、基本设施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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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等方面均得到直接改善，进一步改进并加

强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23 年我国多地遭

遇了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

务重。中央财政在第四季度增发国债 1 万亿元，既

缓解了地方灾后重建的资金压力，提升了恢复建成

学校、医院、交通、水利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速

度，也推动了与防灾减灾有关的一系列系统工程，

从长远角度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向是历年财政工作

的重点，2024 年将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进而改善各群体的生活水平。首先，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无论是对于个

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就业都处于重要的地位，是

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达 1179 万人。面对更为庞

大的就业规模，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拟安排 667

亿元，以支持地方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落实落

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其次，医疗是民生之需，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将

进一步提升至每人每年 670 元，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将达到每人每年 94 元。同时，持

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医

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老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后，社保是民生之依，是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6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有近 3 亿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

深。针对老年人急难愁盼的问题，2024 年各地将建

立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特别是，由于九成以上老年人较为倾向

居家养老，2024 年还将支持做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老年助餐以及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

护等工作。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预算管理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现代预算制

度”的总体目标，为新时代预算体系改革指明了方

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促进预算管理“提质增效”，

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强化预算

绩效管理”是 2023 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的主要内容，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总体来

看，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发布以来，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发展迅速

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基本建成的基础上，绩效管理进

一步在信息公开、结果应用等方面取得成效。从信

息公开角度而言，2023 年随同部门预算公开项目绩

效目标有 811 个，比上年增加了 84 个。从结果应用

角度而言，《国务院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指

出，2022 年的绩效评价结果实现与 2023 年中央部门

预算安排挂钩，对绩效评价得分较低的项目，分档

压减预算。

2024 年的预算报告将“提升预算管理效能”列

为财政改革发展工作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在健全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制度体系、

预算编制、预算公开等方面完善预算管理体系。首

先，全面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支出标准体系应

成为预算编制的参考与依据，统筹兼顾基本支出以

及重点工作项目支出的标准体系建设，是提升预算

编制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的前置条件。同预算绩

效目标一样，预算支出标准的设定也需要明确制定

的依据、程序、步骤等，确保标准的应用实现制度

化。其次，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2024 年的预算

报告明确指出“结合评价结果合理调整支出政策和

预算安排”，这进一步强调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功能。预算绩效评价的结果得到应用是开展绩效管

理工作的最终目标，也是优化资金配置、强化预算

管理的重要举措。结合经济发展战略安排、项目属

性等因素，对上一年度预算绩效评价结果采取“奖

优罚劣”的措施，能够更好地激励预算资金使用部

门将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从而达到激励相容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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