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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月1日起正式施行——

快递怎么收，可以商量办
周 倩 王俊岭

3月1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4年预算报告——

翻阅“国家账本”，今年的钱这样花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今年财政支出强度总体扩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
28.5万亿元，赤字率拟按3%安排

“国家账本”反映了去年的钱花得怎么样、
财政政策效果如何。

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37
亿元，比上年增长6.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74573.81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8% ，增 长
5.4%。《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
示，2023年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保持了必要
支出力度，全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国家账本”也明确了今年的钱该怎么
花、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需要多种政策
工具有机组合、发挥整体规模效应，其中既
包括赤字，也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债、
税费优惠等其他政策工具。

按照预算报告，今年将安排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2.4万亿元，增长 3.3%；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28.5万亿元，增长4%。赤字
率按3%安排。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今年财政支出
强度总体扩大。在赤字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的同时，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加大支出强
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8.5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逾 1 万亿元，强化国家重大战略
任务财力保障，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怎样看待赤字率“3%”的安排？
“财政赤字率要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来

看。”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
室主任黄守宏解释，与去年初的安排相比，今
年赤字率同样是 3%，但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分母大了，赤字规模今年达到 4.06万亿元，比
去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

黄守宏表示，国际上有一个所谓“3%赤字
率警戒线”的说法，很多国家在一定时期远远

超过 3%，有的达到两位数。对中国而言，这些
年赤字率一直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只有在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的 2020 年、2021 年超过
了 3%，前些年都是在 3%以下。今年的赤字率
按3%安排，整体来讲是适度的。

“今年的赤字率安排既保证了政策连续
性与必要支出强度，也有利于增强财政可持
续性，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预留
政策空间。”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
红说。

“今年财政政策总体来看是适度加力的，
关键是要把这些钱花好、用好，用到最重要的
地方，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要保障好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保障好基本民生财力需
求。”黄守宏说。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政府支出”

——新增地方专项债 3.9 万亿
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

赤字规模有所增加、新增专项债额度适度
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财政政策“适
度加力”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明确，今后几年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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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先发
行1万亿元、不计入赤字。同时，今年新增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
元，支持地方加大重大领域补短板力度。此外，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7000亿元，比上年增加200
亿元。专家分析，上述政策工具有望形成合力，
为撬动有效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超
长期特别国债引发了社会关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说，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部
署既利当前、又惠长远，既可拉动当前的投资
和消费、又能打下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石英华分析，从“超长期”来看，在债
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 10 年以上的
利率债为“超长期债券”。相较于普通国债，超
长期国债能够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以时间
换空间”解决经济发展和地方债务的不平衡。

“特别”则强调资金用途，是为特定目标发行

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
发行期限较长的超长期国债有何作用？
李旭红分析，这与需要长期投入的重大项

目更加匹配，有利于缓解重大项目的资金周转
压力，保障项目可持续性。同时，超长期特别国
债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
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如科技创新、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有利于促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体现了强化逆周期和跨
周期调节的需要，有利于更好地引领带动社会
投资。债务资金在支出过程中，将对就业、民生
等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万亿元、
新增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两项加起
来达到 4.9 万亿元。此外，2023 年四季度增发
的 1 万亿元国债，大部分都在今年使用。蓝佛
安表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政府支出，能够带
动和扩大社会有效投资，更好支持重点领域锻
长板、补短板，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促进高质量
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
动摇、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一边是结构性减税降费降低了财政收入；
另一边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刚性支出
增长，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转移支付等需要保持一定力度……2024
年，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预算报告提出，做
好 2024 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必须落实党政
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蓝佛安说，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
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
集中财力办大事”。

“该花的花”，体现在基层“三保”、民生支
出等不含糊。

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2024年，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安排 102037 亿元，剔除上年和今
年一次性安排因素后同口径增长4.1%。其中，
安排均衡性转移支付 25744 亿元、增长 8.8%，
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462亿
元、增长 8.6%。根据相关安排，上述资金将有
力推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是今年财政政策的“重
头戏”。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预算667亿
元；中央财政安排教育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4085亿元；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资金765亿元……今年，财政资金将继
续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撑腰”。

“该省的省”如何体现？中央部门将在“过
紧日子”上作表率。

从 2024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来看，中央
本级支出 41520 亿元，增长 8.6%，扣除重点保
障支出后增长0.3%。据介绍，近年财政部门严
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
本，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合理安排中央部门支
出，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各级政
府要习惯过紧日子，进一步凸显了这不是一时
之需，而是长久之计。”蓝佛安说，财政部将持续
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会议
差旅、资产配置、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规定，
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强化预算约
束，推动精简不必要的节庆、论坛和展会等，及
时收回使用结余闲置的资金，把更多的“真金白
银”用于发展的紧要处、民生的急需上。

适度加力的同时，财政政策将提质增效。
蓝佛安表示，财政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放大
组合效应，统筹运用税费、专项资金、政府债券
等政策工具，加强与货币、就业、产业等其他政
策的协调配合，打好“组合拳”，避免“单打一”，
推动政策同频共振。

3月5日，受国务院委托，财
政部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审查《关于 2023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
下简称预算报告）。3月11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批准预算报告。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结
构性减税降费、保障和改善民
生、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作
为中国“国家账本”，《预算报
告》 反映了财政政策的哪些发
力点？今年的钱怎样花？有关
部门和专家进行了解读。

今年 3 月 1 日起，交通运输部新修订的《快
递市场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对快递投递行为进
行了进一步规范。比如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
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
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

连日来，“快递新规”相关话题屡次登上网
络热搜。消费者、快递员、快递企业咋看？

3月2日，快递员王小飞一早就来到北京市
朝阳区左家庄北里二小区准备投件。今天他要
派送的第一件快递是一箱大米。爬上楼，发现客
户家没人，王小飞便电话联系，得到收件人许可
后把快递放在了家门口。“我一天要派 400 多
件，多的时候 500 至 600 件。”王小飞说，自己比
较熟悉该片区情况，哪家有老人、哪家常有人
在，客户明确送货上门的快递都会一一送达。遇
到快递投放任务重的时段，希望大家相互体谅。

对于快递小哥的辛苦，用户们其实心里也
有本账。

“我家楼下没有小超市和驿站，收件地址
都填家里，快递员基本都是送货上门。”家住北
京的李女士说，相处久了，自己和快递小哥已经
熟悉并形成共识：贵的物件会打电话说一声，便
宜的日用品就放在门口，大家都尽量为彼此行
方便。“我家附近的快递驿站比较远，即便我不
在家，我也倾向于让他们放在门口。”她说。

在云南昆明工作的宋小艳介绍，自己和父

母生活在两个城市，时不时会寄东西给两位老
人。尽管地址填到具体楼栋，但有时快递员还是
会直接放在物业公司。这时，老人只能自己去拿
或者让家里年轻人下班后带回家。“新规施行
后，希望重物、生鲜等这类快递做好送货上门服
务，让老人少跑一趟是一趟。”宋小艳说。

同时，部分年轻人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更倾向于将快递地址填写到居住地附近的快递
驿站或者是快递柜。“我比较‘社恐’，不喜欢接
电话。对我来说，快递全部放在驿站或者丰巢就
挺好的”“我收货地址直接写的驿站，小区有门

禁，不好让快递员进来”……采访中，不少年轻
人都表达了对“无接触配送”的偏爱。

值得注意的是，对快递派送中存在的问
题，监管部门早已有所关注。2019年10月1日施
行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就明确提
出“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
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

此次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在此
前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
收到快件，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
情况，对涉事企业最高处罚 3 万元。有专家指

出，新规强调的是“选择权”，将新规理解为“强
制快递员必须送货上门”是片面的。

“很多时候，快递派送不及时并不是快递员
的问题。我下班回家比较晚，通过附近的菜鸟驿
站自己取快递，感觉其实挺方便的。”在湖南长
沙居民刘先生看来，新规主要是提醒快递公司
重视用户的“选择权”，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导
致提前通知派件的基本步骤都没有。

针对正式施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极
兔速递政府事务总监黄加伟说，目前极兔已经
接受了行业主管部门关于新规的培训，就具体
业务进行了认真研究比对。特别是聚焦新规所
列要求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存在的差距，提出
了优化改进方案。“极兔将积极响应并全面落实
新规要求，持续优化内部流程和制度，加大科
技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助力新规在全网范围
内高质量实施，不断提升快递服务水平，为广
大用户提供普惠、高效、安全的快递服务。”黄
加伟说。

菜鸟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菜鸟驿站正在
围绕消费者的到站取件服务，在菜鸟 APP上持
续上线新功能，优化取件服务，打造“1分钟极速
取件、24点前自助取件”的服务标准，以改善消
费者全天候、全环节的取件体验。“菜鸟驿站连
接了快递公司和用户，新规约定在包裹投递驿
站前需要先征得消费者同意，这就需要驿站更
好地服务两端，能协同
快递公司根据消费者需
求提供所需服务。针对
夜间取件，我们通过数
智化改造，让数字化设
备在线值守，让‘晚归
族’实现 24 点前自助取
件。”该负责人说。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通过项目带动、资
金扶持等措施，大力推广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
等现代化农业新技术，助推农业增收，促进乡
村振兴。图为繁昌区孙村镇乡村田园产业与民
居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鲁君元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高密市依托工业产业基础，通过
减税降费、财政奖补等支持，鼓励农机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图
为位于高密市醴泉街道的一家农机企业，工人
在生产线上忙碌。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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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3日电
（记者汪文正） 全国首个跨
省共建蓝碳生态碳账户近日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发
布，象山县一家企业认购的
422.5 吨蓝碳生态价值产品
存入象山县蓝碳生态碳账
户，实现了浙江省首单“蓝
碳+产权+司法”交易。

据了解，蓝碳是利用海
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储
存在海洋中的过程、活动和
机制。象山县蓝碳生态碳账
户由象山县联合宁波产权交
易中心、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共同设立，整合了浙江省宁
波市、福建省厦门市两地蓝
碳市场供需资源，旨在服务
蓝碳生态产品开发、登记、交
易、核销、应用的闭环管理，
进一步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象山县发改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账户还将针
对外向型企业、上市公司、工
厂园区、金融机构、大型活动
等嵌入多元化双碳应用场
景，开发碳普惠项目、海洋产
品碳足迹、蓝碳数据产品等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模式，让海洋碳汇“软资产”转化
为海洋经济“硬效益”。

在设立跨省共建蓝碳生态碳账户的
同时，象山县以保险创新产品为“蓝碳”
价值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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