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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1 万亿元”，有何特殊深意？
� � � �财政赤字规模增加 1 万亿元、 抗疫特
别国债发行 1 万亿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一出炉，两个“1 万亿元”就迅速占领各大
媒体头条，格外打眼。

有人算了笔账：新增 1 万亿元后，今年
赤字达到 3.76 万亿元， 加上 1 万亿元抗疫
特别国债，约占中国 GDP 总量 4.1%。

国内专业人士分析，除了赤字和抗疫特
别国债的 4.76 万亿元，报告还提到拟安排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 合计下来，这
些政策总规模按小口径计算约 8.5 万亿元。

为何要举债？ 钱花到哪去？ 怎么花好？
特殊之年，这些都是打理好“国家账本”的
必答题。

（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20 年，既有决战脱贫攻坚的硬任务，

又有疫情冲击下保就业稳民生的硬需求，
还要为实体经济减负， 努力扩内需、 促创
新、补短板……每项工作都不容有失，每项
工作却都“花费不菲”。

而另一个事实是，国家“钱袋子 ”今年
也比较紧张。

-14.5%， 这是今年前 4 个月的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一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部分出现了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困难情
况。

解决“钱从哪里来 ”，是中国必须面对
的挑战， 也是全球遭受疫情冲击国家都需
解答的“难题”。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举措。
两个“1 万亿元”，正是对冲经济社会风

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体现。
一定有人疑惑， 为什么要选择扩大赤

字和债务规模这一政策工具？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认为，扩大内需、

激发市场活力， 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
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

“这些政策各有侧重、协调配合 、综合
发力， 可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
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
需。 ”他说。

（二）
有了资金来源，花到哪里非常重要。
几万亿元的资金和百姓有啥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两个“1 万亿元”

全部转给地方。
具体讲，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将建立，

让资金坐着“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
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顾名思义”———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抗疫相关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是首次， 但特别
国债并非新鲜事物 。 我国曾在 1998 年和
2007 年分别发行过 2700 亿元和 1.55 万亿
元的特别国债。

所谓“特别”，就是为特定目标发行，具
有明确的用途。

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 纳入国债
余额限额。 此次 1 万亿元的规模，发行期限
将以 10 年期为主, 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

至于 3.7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既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 , 又能支持重点
在建项目和补短板工程。以 5G 为代表的新
基建、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充电桩、新能
源汽车、新消费等都能从中受益。

这里，想到财政部部长刘昆 22 日在 “部
长通道”上算的一道加减题：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270 亿
元，支出 247850 亿元。 一收一支，多出来的 6
万多亿元就是今年增加的支出所在， 也是两
个“1 万亿元”等特殊安排的特殊用意。

（三）
2020 年，新增 1 万亿元赤字规模后，财政

赤字率拟按 3.6%以上安排，创下历史新高。
有人又担心了，今年赤字率可是突破了所

谓的 3%“国际警戒线”，安不安全？ 可不可行？
说起这事，业内一直有争议。
3%的赤字率“国际警戒线”说法，主要源

于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准入条件， 财政赤字
须低于 GDP 的 3%， 政府债务余额必须低于
GDP 的 60%。

不过，欧盟也认同，成员国面临严重经济
衰退时不受此限制，短暂超过 3%也是允许的。

事实怎样呢？
关注世界经济的人会发现， 近年来主要

发达国家的赤字率经常突破 3%，高的达到两

位数都不奇怪。 尤其今年，受疫情和世界经贸
形势影响，全球财政赤字率和公共债务水平明
显上升。

据 IMF 预测，2020 年全球平均财政赤字率
将由 2019 年的 3.7%上升至 9.9%，比国际金融
危机时的峰值还要高。 举例看，美国赤字率将
由 5.8%升至 15.4%，法国由 3%升至 9.2%。

专家指出， 每家有每家的具体情况。 在如
今的复杂变局下， 很难将 3%的赤字率视为国
际通行标准。

客观上讲， 每个国家应该有符合自己实际
的赤字率警戒线，综合考虑经济发展 、物价水
平、债务余额、政策取向等情况，以此衡量债务
水平的高低。

“我国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经济体
中一直是相对较低的 ，适当提高赤字、扩大债
务是有可行空间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恒大研
究院原院长助理罗志恒说。

“真金白银”来之不易，要坚决管好用好。
铺张浪费的钱绝不该花， 没有绩效的钱绝

不该花，花了就要依法依规问责 ，还要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一句话，节用裕民。 “钱袋子”紧了，政府就
要过“紧日子”，花钱就要精打细算 ，百姓才能
过上“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申铖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落实到造福人民的行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产生热烈反响

� � � �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 、
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
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落实到做好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

习近平总书记 22 日下午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 在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
热烈反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看到总书记讲话， 回想起这几个月战

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经历，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院长罗杰感触很
深。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位 87 岁确
诊患者的救治过程让罗杰终生难忘。 老人
入院的时候呼吸困难，又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多种基础疾病。 医院为他配备了一个多
人治疗专班，竭尽所能，全力救治。 “在湖
北，这样 80 岁以上患有新冠肺炎的老年患

者，累计成功救治了 3600 多位。 ”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就是在践行总书

记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 只要有一线希
望，就不放弃一个生命。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
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罗杰说。

全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
学院教授呼和巴特尔也深有同感： 国家动
员各方面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为了人民生
命不惜一切代价。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
段后，我们要继续拧成一股劲，巩固抗疫成
果。

疫情是危机， 也是大考。 只有依靠人
民，才能凝聚智慧力量。

山西太原，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考察
过的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车间
内机器轰响，一派忙碌景象。 技术质量部副
部长廖席正与工人们查看新下线的 “手撕
钢”产品。

今年一季度， 钢铁行业同样受到疫情

冲击，公司出口却同比增长 70%，实现了逆
势增长。 “艰难时刻，中国产业链没有‘掉链
子’。 有党中央统一领导，有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中国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廖席信心满
怀。

“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坚持走产
业结构调整的路子，向改革要效益、向创新
要效益，把疫情造成的影响补回来，争取更
大的突破，为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他说。

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 自诞生之日
起， 我们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宗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2020 年，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任务
紧迫，时不我待。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
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
杰充满干劲。

“总书记强调，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 ”赵会杰说，小庙子村去年全部
实现脱贫后，着手谋划乡村振兴。 今年将完成
建设生态经济林、 中药材交易综合市场和矿
泉水厂等一系列新计划， 让乡亲们过上更幸
福的生活。

千里之外，怒江奔腾。 沿江望去，一座座
崭新的易地搬迁安置房映入眼帘。 从世代居
住的深山老林里搬出，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
傈僳族村民像做梦一般。

“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总
书记这话真是说到了我们心里。 ”全国人大代
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说，
“现在的怒江每天都在变化， 每天都有进步，
一定要斩断千年‘穷根’，让怒江所有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

作为来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 ，江
西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用
心用情为人民谋幸福，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下一步， 我们要强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乡风文明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不
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

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5 月的内蒙古， 毛乌素沙地种植的百万亩

柠条已经扎根发芽，碧蓝的泊江海子嵌在草原
中，宛若一颗明珠，遗鸥、蓑羽鹤等鸟类在水中
嬉戏。

如今的“候鸟天堂”泊江海子曾一度干涸。
从 2015 年开始，当地采取多项措施恢复湿地生
态系统，泊江海子重现生机。

“护卫绿水青山，造福一方百姓，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鄂尔多斯遗
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邢小军说 ，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片湿地生态系统， 给子
孙后代留下蓝天绿水净土，让遗鸥和其他候鸟
年年来，再也不离开。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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