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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坚持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
　　国新办 21 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近期投资、财政、
金融有关数据及政策情况。财
政部副部长廖岷在会上表示，
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财政
部门始终坚持统筹稳增长和防
风险，统筹需要与可能，科学
合理安排赤字水平、政府债务
水平，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
性。
　　会上有记者问：《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赤字率拟按 3%
安排，并就“积极财政政策要
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作出部
署。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方面具

体有哪些部署？这些举措对财
政总体债务负担影响怎样？
　　廖岷表示，这个问题实际
是如何看待财政政策支持经济
增长和保持财政运行可持续性
之间的平衡问题。宏观调控需
要多种工具有机组合、共同作
用。从财政政策看，今年就是
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全国两会提出的“适度加力、
提质增效”工作要求。适度加
力，不仅体现在赤字政策，还
包括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
税费优惠等多种政策工具。
　　廖岷指出，今年赤字率

按 3% 安排，赤字规模是 4.06
万亿元，比去年年初预算增加
1800 亿元，通过统筹各类财
政资源，安排财政支出达到了
28.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1.1
万亿元，保持了较高的支出强
度。考虑到去年四季度增发 1
万亿元国债，大多都是在今年
使用，实际上支出效果将更多
体现在今年。除此之外，今年
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 万
亿元，比去年增加1000亿元，
还有 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
债，再加上实施结构性减税降
费政策，所有这些政策，将为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
供必要和有力支撑。
　　廖岷表示，大家对中国政
府的债券发行工作十分关注，
按照整体财政计划安排，这些
国债正在陆续发行。中国政府
债券在市场上一直受到广泛欢
迎，过去几个月，海外投资者
连续多个月增持，成为亚洲表
现最好的政府债券之一。
　　廖岷提到，在支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财政部门始终坚持
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统筹需
要与可能，科学合理安排赤字
水平、政府债务水平，确保财

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过去几年，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中国的赤
字率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在主
要经济体中，这是中国比较突
出的一个特点。2018-2023 年，
财政赤字率总体控制在 3% 以
内。2024 年赤字率按 3%安排，
也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确
定的。总体看，我们认为，我
国政府负债水平是适度的，既
符合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客观
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财政
中长期可持续性。

中国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首次明确预制菜范围
　　近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
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预制菜的
定义和范围。
　　预制菜产业是近年来中国
发展迅猛的新兴食品产业，其

在促进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工
业转型、消费升级、创业就业
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但也面
临范围泛化、标准不统一、产
业政策扶持范围不一致、民众
忧虑预制菜添加防腐剂等问
题，给监管工作带来新挑战。
　　针对上述现状，《通知》
聚焦预制菜范围、标准体系建

设、食品安全监管和推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
　　其中，《通知》首次在国
家层面明确预制菜范围，对预
制菜原辅料、预加工工艺、贮
运销售要求、食用方式、产品
范围等进行了界定。如《通知》
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不
包括主食类食品等。同时，强

调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
示，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
　　在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
设上，《通知》强调研究制定
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
盖生产加工、冷藏冷冻和冷链
物流等环节，明确规范预制菜
食品安全要求。推动研制预制

菜术语、产品分类等质量标准。
　　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上，《通知》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风险管控，
严把原料质量关，严格食品添
加剂使用。要求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预制菜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等。

白皮书指中国仍为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
　　相关留学机构 17 日在北
京公布《2024 中国留学白皮
书》，白皮书综合各方数据指
出，中国仍是主要留学国家第
一大生源国，新能源、人工智
能领域就业潜力较大。
　　该白皮书由专业留学机构

启德集团发布。白皮书引用多
个留学目的地官方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内地学生就读
高等教育的人数在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德
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国际生占
比中均位列第一。

　　其中，《2023 美国门
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
2022/23 学年，中国内地赴美
留学生共计 289526 人，占比
27.39%；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HESA) 数据显示，2021/22 学
年，中国内地赴英就读人数为

151690 人，占比 22.05%；日
本学生支援机构 (JASSO) 官网
于 2023 年 3 月统计的数据则
显示，2022 年在日本学习的
国际学生中，来自中国内地的
学生人数为 103882 人，占比
44.9%。

　　白皮书指，根据该机构客
户服务数据，本科留学与硕士
留学阶段选择的三大学科分
别是商科、理工科、人文社
科；在博士留学阶段，理工科
(52.2%) 成为最热门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