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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黄垚 魏弘毅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透出什么深意？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这一提法备受关注。

宏观政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政策
取向中强化民生导向，有何深意？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众
对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期待越来越
高。在此背景下，“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成
为政策制定的必然选择。

“今年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
生、促消费，更加适应当前发展需要、更具针对

性。”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副院长田轩说，新形势下，支持扩大就业、促进
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有利于形成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消费提振畅通
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
品以旧换新；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
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
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系列举措安排聚焦需求释放和供给提升，精

准发力。
“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权益，缩小收

入差距，让社会收入形成‘橄榄型’结构，是当
前政策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全国政协委员、南
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分析，通过提高居民收
入，进一步加强民生保障，减轻“后顾之忧”，百
姓才能放心消费，进而激活内需市场。

与此同时，通过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
型消费发展，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健全县域
商业体系等优化供给措施，可以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

精细部署，立足当下，更着眼长远。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今年报告提出“推
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金李表示，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意
味着让资金流向更有效益的投资，特别是聚焦
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民生领域短板，有助
于实现在惠民中发展、在发展中惠民。

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高品质居住需要；进一步支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试点项目，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翻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
报告，可以发现更加鲜明地体现紧扣民生需求。

更加突出民生导向的宏观政策，如何有效
落地？

“要扭转政绩观，不能一味求‘见效快’。
民生项目虽然不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短期效
果，但长期回报特别可观。”全国人大代表、辽
宁省锦州市市长王心宇表示，地方政府要聚焦
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扩大民生支出，减轻
居民刚性支付负担，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健康、有力、有效地推动经济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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