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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提高30元

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再提高5元

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 20
元，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1.3万亿元，其中 3000亿
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补充资本

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重点用于投
资建设、土地收储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消化地方政
府拖欠企业账款等

科学技术支出
12464

教育支出
44647

外交、国防支出
18768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501

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等其他支出

1559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154

债务付息支出
13873

住房保障支出
8721

公共安全支出
1545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4091

城乡社区支出
22253

节能环保支出
5582

卫生健康支出
21372

农林水支出
27095

交通运输支出
1237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074

40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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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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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赤字率创近年来最高、大幅下调非税收

入的预算数、再次明确要兜牢“三保”底线、足

额安排“三保”支出预算……2025年“国家账

本”刚一出炉就带来多个好消息。

3 月 5 日，财政部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审查《关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3月 6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

一连用 5 个给力介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

策”，即在赤字安排上更加给力、在支出强度

上更加给力、在政府债券规模上更加给力、

在转移支付上更加给力、在重点领域保障上

更加给力。

“‘更加积极’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一个

词。”蓝佛安说，宏观调控要与经济情景相适

配，财政政策需相机抉择、因势而动。实施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充分考虑实现年度预

期目标需要，又着力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

在解释“在重点领域保障上更加给力”

时，他说，今年全国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安排均接近 4.5 万亿元，分别增长

6.1%和 5.9%；科学技术支出超 1.2万亿元，增

长 8.3%。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领域支出保

持较高增幅。

支出给力惠民生

作为近年来财政发力的“标配”，如何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备受关注。在 2024年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住房

保障支出占比为 39.7%。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上述分项支出占比则上升至40%。
许多具体数据进一步勾勒出新一年的“民

生清单”：今年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中央本级

教育支出安排 1744.43亿元、增长 5%；提高中

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以及中等职业学

校、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中央对地方学生

资助补助经费安排809.45亿元、增长11.5%。
从养老、医疗支出上看，今年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到每人

每年 99 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 30元，达到每人每年 700元。城乡居

民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20元，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这不仅是中国经

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要求，还是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要求。”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

院长罗志恒看来，我国居民的需求正从生存

型消费逐步转向发展型消费，尤其是医疗、

教育、养老需求上升，相关支出比重必然也

随之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大，韧性强，实际

上也体现在这种结构性变化上。”总是动态

看待支出结构变化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说，这种结构性

变化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会巨大，“中国仍

有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红利”。

特别国债 特别期待

实际上，受市场期待的还有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和“国家账本”的特别国债，这是发挥

逆周期调节功能的又一工具。

早在去年全国两会，2024年政府工作

报告就提出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

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即“两重”。2024 年，超

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1 万亿元，重点聚焦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

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

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任务，其

中不少领域涉及民生。

2025“国家账本”显示，今年发行超长期

特别国债 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3000亿元，

其中 8000亿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

目，5000 亿元用于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

策。同时，新增发行特别国债 5000亿元，支持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增强

稳健经营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 2025年，

发行特别国债规模达到 1.8万亿元，比 2024年
增加 8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进一步提高，不

仅力度加大，而且对‘两重’‘两新（推动新一

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支持范围扩围，除了继续形成大量的优质基

础设施优化供给结构外，还将有力地促进设

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促进消

费。”罗志恒说，超长期特别国债形成了优质

资产，更重要的是避免地方加杠杆导致的风

险，为地方财政腾出了空间。

“今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3000
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比去年翻了一

番，并将手机、平板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直接

降低消费者购物成本。”蓝

佛安在上述记者会上透露，

今年春节前，中央财政已经

预拨 810亿元的资金，补贴

资金提前到位，让广大消费

者及时享受政策红利。

“ 国 家 账 本 ”暖 民 心
——数读预算报告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