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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打出“6+4+2”万亿元组合拳

“三箭齐发”化解地方债务
新华社电（记者 申铖 王雨萧）11月

8日，地方化债“三箭齐发”：安排 6万亿元债

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从

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中安排 8000 亿元专门用于化

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 4万亿元；2029年
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
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三项政策协同

发力后，地方化债压力将大大减轻。

这是记者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当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的议案>的决议》。议案提出，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

基础上，建议增加 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安排 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

存量隐性债务，是党中央统筹考虑国际国

内发展环境、确保经济财政平稳运行，以及

地方政府化债实际等多种因素，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

头戏’。”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

除了“6万亿元”，化债政策还有“增量”。

蓝佛安介绍，从 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

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 8000
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

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 4万亿元。

“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6
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

10万亿元。”蓝佛安说。

此外，2029 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

区改造隐性债务 2 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

还。

“上述三项政策协同发力，2028 年之

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 14.3 万

亿元大幅降至 2.3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额

从 2.86万亿元减为 4600亿元，不到原来的

六分之一，化债压力大大减轻。”蓝佛安说，

总的看，推出的是一揽子、综合性、靶向准

的化债“组合拳”，作用直接、力度大。③6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达 2.97 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21.1%。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

的基本国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

的重大课题。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入

贯彻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

养老服务这件民生大事，通过深化改革进一

步健全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

发展，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晚年生活期

盼与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盾

将更为明显，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

来越来越多挑战，需要积极稳妥应对。”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失能老人照护是刚需

会议强调，要强化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

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

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失

能 老 年 人 约 3500 万 ，占 全 体 老 年 人 的

11.6%。据测算，到 2035年，我国失能老年人

将达到 4600万。失能老年人照护是失能老

年人及其家庭的刚需，也是缓解全社会养老

服务焦虑的当务之急，是养老服务工作的重

中之重。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

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均将失能老年人

照护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我国已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

度，对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作出提

供家庭养老支持服务的“国家承诺”。“下一

步，民政部将指导各地着力增加护理型床

位，加大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力度，增强居家、

社区、机构等不同形态照护服务功能。”这位

负责人说。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此次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激发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养老服务产业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朝阳产业，有效激发养老服务消费活力，不

断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需要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鼓励和引导企

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提出明确

要求。“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支持

养老服务与物业、家政、医疗、文化、旅游、

体育、教育等行业融合发展，拓展形成多业

态多形式的新型消费领域。”这位负责人

说。③6 据新华社电

学前教育法将于明年“六一”施行

学前教育有了法律规范
新华社电（记者 徐壮 齐琪）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11月 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该法共 9章 85条，自 2025
年 6月 1日起施行。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学前教育资源

投入、学前儿童入园比例、幼儿园教职工队伍整体素

质等显著提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石宏表示，当前迫切需要系统总结我国学前教育

发展经验，把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成熟做法提炼上

升为法律规定，进一步确认、巩固和引领我国学前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依法推广和拓展有益经验成果。

坚持公益普惠基调，学前教育法提出发展学前

教育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

学前教育法专设“学前儿童”一章，对学前儿童

的权益保护作出全面系统规范，明确学前儿童享有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尊重和保护照料、依法平

等接受学前教育等权利。

学前教育法强调，幼儿园应当坚持保育和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面向全体学前儿童，关注个体差异，

注重良好习惯养成，创造适宜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有

益于学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针对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学前教育法明确

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同时规定小学

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学前教育法从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科学实施保

教活动、强化幼儿园主体责任等方面作了规定，并规

定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石宏说，有关部门、单位

和个人应当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遵守法律规

定，切实将学前教育法落到实处、落到基层。③6

财政部将推出相关税收政策

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新华社电（记者 申铖 王雨萧）财政部部长蓝

佛安 11月 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财政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其中，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已按程序报批，近期即将推出。

“今年的增量政策力度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

在显现，不少政策效应明年还会持续释放。我们将

加力推进相关工作，已经出台的抓好落地实施，尚未

出台的尽快推动出台。”蓝佛安说，隐性债务置换工

作，马上启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核心一级资本等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专项债

券支持回收闲置存量土地、新增土地储备，以及收购

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方面，财政部正在配合

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细则，推动加快落地。

“另一方面，结合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

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蓝佛安说，一是积极利用可

提升的赤字空间；二是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拓宽

投向领域，提高用作资本金的比例；三是继续发行超

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

能力建设；四是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扩大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品种和规模；五是加大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规模，加强对科技创新、民生等重点领域

投入保障力度。③6

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到2035年将增至4600万

加快建设失能老人照护体系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
福不幸福。11月 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
深化新时代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有关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