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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1】
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
增加市场主体活力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
说，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短
期来看，减税降费会对各级财政带来压力，但长
远来看，将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信号2】
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增长14.9%：
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538.78亿元，增长14.9%。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高至15
万元和3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
说，实现稳就业，需要财政、人社、税务、金融等部
门共同发力，构建协调、高效的服务体系。既要落
实普惠性政策，也要重视重点群体和关键领域的
有效帮扶。

【信号3】
赤字率2.8%：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安排全国财政赤字
27600亿元，比2018年增加3800亿元，赤字率
由2.6%适度提高到2.8%。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
尚希认为，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
提效的体现，有助于通过财政手段激发经济活
力，更好引导企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信号4】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
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8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9300亿元、专项债务
21500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院长乔宝云说，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较上年大
幅增加，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可以更
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规范举债的“前门”开
好。与此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

【信号5】
中央基建投资增加400亿元：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基建投资安排
5776亿元，比2018年增加400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今年
要重点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要在支出项目、资金使用上
加强管理，避免资金不到位、不及时等问题。

【信号6】
养老金标准平均提高约5%：
提升“老有所养”保障水平

根据预算报告，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平
均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社保方面支出的增幅，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增长水平，是着力保障民生的重要体
现。

【信号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18.9%：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安排1260.95亿元，增长18.9%，增量主要用于
深度贫困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
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中央财政对脱贫攻坚加大
精准投入，对专项资金的科学分配、高效使用和
全程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信号8】
科技支出增长近10%：
进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建设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
支出安排 9134 亿元，比 2018 年执行数增长
9.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科技领域是财政支出近年来发力的重要方
向，支出规模逐年加大，进一步推进了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

【信号9】
教育支出增长8%：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支出34800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8%。中
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增长13.1%，现代
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增长26.6%。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说，今年国家财力虽然紧张，对教育的投入却继
续增加，充分表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发展有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托起未来的希望。

【信号10】
一般性支出压缩不低于5%：
政府要过“紧日子”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
理部门支出，一般性支出按照不低于5%的幅度
压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
勇认为，2019年财政支出需要扩大，并实施更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府要过“紧日子”，通过压
缩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用于保障重点
领域投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许亚南：

优化各项服务保障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本报讯（金报特派记者 樊莹）“全面两孩”政策自
2016年颁布实施至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许亚南注意到，从
国家统计局和卫健委有关监测数据及基层群众反映
的情况来看，政策设计预期的生育势能释放，在2016、
2017年迈到一个小高峰后，2018年开始快速回落。

“而在未来一段时期，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数还
将持续减少。在此背景下，落实‘全面两孩’政策，提升
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对于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
化发展趋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许亚南说。

因此，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她提交了一份关于优
化服务保障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建议。

许亚南建议，加强出生人口监测，科学分析出生
人口数据，针对性地开展人口战略研究，在顶层设计
上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推动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的配套衔接，全力解决群众在婚育养育方面的实
际困难和后顾之忧，切实增强群众生育意愿，以此应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保证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同时，增强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水平，更好地为不
孕不育、高龄孕产妇群体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并对
部分项目给予医保基金支持。保障母婴权益，加强公
共场所和用人单位的母婴设施配置。统筹支持社会各
界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切实减轻家庭育
儿负担。

她还建议，国家规定婚假时间由1-3天（原国家
劳动部 1980 年有关规定）调整为7天。适时推进学制
改革，由现行义务教育12年学制压缩至11年，其中小
学5年，以此缓解女性初婚初育年龄上升的压力，以及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张咏梅：

进一步提高
教育精准帮扶效益

本报讯（金报特派记者 樊莹）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很关注
教育精准扶贫。

作为教育工作者，她认为，目前教育扶贫还未能
充分发挥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完全
适应扶贫攻坚的任务要求。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由
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留不住优质教
师的问题较为突出，教师编制和结构配置不合理的问
题依然存在，学校环境和教学条件的改善工作还需长
期推进。

张咏梅建议，在省市区县结对帮扶的背景下，鼓
励教育发达的名校与落后地区的学校结对，形成更为
紧密的帮扶“名校+”共同体关系，并在教师派驻扶贫、
落后地区学生到名校借读、落后地区教师到名校挂职
学习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

建议进一步加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大力推
进“互联网+教育扶贫”，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名校的
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地区。

另外，建议进一步丰富教育帮扶的方式和活动、
加强对教育帮扶的科学考核。“教育帮扶不仅要有过
程，更要有结果，要追踪帮扶学校、教师、学生的发展
情况，鼓励真帮、真教、真干，还需根据帮扶的效果，对
教育精准扶贫中的帮扶责任人和目标对象设计奖惩
系统，夯实教育帮扶绩效。”张咏梅说。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在扶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
作，不仅是教育，包括医疗等多方面都是如此。去年，
宁波启动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包括实施东西部帮
扶项目，重点安排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安排财政
援助资金。

“国家账本”传递
2019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开始审查预算报告。

这份厚厚的“国家账本”传递出

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