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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国家账本：约44万亿元怎么花？

  

高分热播剧《山海情》以“苦瘠甲天下”宁夏西海固为背景，讲述的是这里的群众
摆脱贫困的故事。剧中乡村教师“蹲在地上，拿树枝来教学生识字”的场景令人动
容。

如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西海固乡村学校不仅全部结束了火炉取暖、土操
场上体育课的历史，还校校接通了宽带网、班班配备了数字化教学设备。

对于国之大计的基础教育，中央财政持续投入不遗余力。

今年是“十四五”(2021-2025)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
随之开启，政府要干的事情很多，而这离不开财政资金支撑。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小组会议将审议关于年度预算等四个决议草案。而2020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下称“预算报告”)
已经对外公开，国家账本备受关注。

根据预算报告，剔除重复计算部分，政府“四本账”财政总支出约为44万亿元。由
于实际可用财力总量增幅较低，而刚性支出增长压力不减，预算报告指出，今年财
政收支形势十分严峻，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那么，今年财政收支矛盾如何破
解？财政政策有何特点？约44万亿元财政总支出花在哪儿？

举债、动存量、过紧日子促收支平衡

政府收支预算有“四本账”，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目前财政收入主要以前两本账为主，为了保持对疫后经济必要的支持，今年财政政
策仍要保持一定的支出规模，而收入有限，为了保持收支平衡，政府采取适度举债
、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资金、削减不必要支出来解决。

由于今年中国经济将逐步恢复常态，预计经济增速在6%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也将告别去年的下滑，呈现恢复性增长。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计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8.1%。而为了保持一定支出强度，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约25万亿元，同比增长1.8%。收支缺口十分明显。

为了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政府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一定资金，并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使用结转结余资金，两者累计约1.68万亿元。剩余的资金缺口则

                                    1 / 3



智行理财网
2021国家账本：约44万亿元怎么花？

由发行3.57万亿元政府债券来弥补。

同样在政府性基金账本，通过发行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来弥补收支缺口。

因此，今年地方政府举债总规模达到7.22万亿元，比去年减少了1.2万亿元，这主要
体现在今年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而赤字规模和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比去年略有
降低。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财政政策更加强调可持续性，其中体现
在预算安排上的特点，是保持基本稳定，不急转弯，并与今后年份财政政策做好衔
接，留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疫后经济稳步恢复，因此积极财政政策
刺激力度应有所降低，向着常态化方向转变。政府举债规模下降，体现了政府不搞
“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眼长远，行稳致远。不过疫后企业仍比较艰难，财政支
持政策不能搞急转弯，这从财政支出保持一定增长中也能体现。因此今年积极财政
政策既考虑当下又兼顾长远，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务实可行。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今年赤字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下
降，立足现实需要，有利于财政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赤字、专项债仍有较大规模，
财政政策仍是积极的。今年财政政策更加务实，因时因势而动，既顺应经济形势需
要，又不搞大水漫灌，侧重高质量发展。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本级支出约3.5万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同比下降14.1%。这是中央本级支出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告诉第一财经，中央本级支出连续两年负增长为
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落实了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与此同时中央扩大对地方转移
支付规模，真正实现中央过“紧日子”，地方过“稳日子”。

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民生等领域

“四本账”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25万亿元，占比过半。多位财税专家告诉
第一财经，财政支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今年预算报告来看，财政资金依然首要
投向民生领域，这体现在教育、社保、就业等方面支出仍保持一定强度。

罗志恒表示，从预算报告财政支出的各项重点任务看，主要集中于稳定经济(扩大内
需)、科技创新、保民生、保基层财政运转、化解风险、污染防治和乡村振兴，均指
向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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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将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安排660亿元
，增长16.3%。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安排1770亿元，增长4.3%，巩固完善城乡
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在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同时
，督促地方加大教育投入，落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
不低于4%的要求。

今年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强化公共卫生投入
，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580元。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5元，达到每人每年79元。

另外，交通、市政、新基建等重大工程项目依然是今年财政资金重点投向领域。

今年财政资金也重点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比如，今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中
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重点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支持基础研究
领域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基地、科研人才等。

另外，财政资金还重点支持乡村振兴、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等领域。比如，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1561亿元，增加100
亿元，重点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乡村振兴底子差的地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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