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使用： 增发国债将于四季度发行 资金全部安排给地方

怎样管理： 中央预算相应调整 增发国债资金纳入直达机制

为何增发：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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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发国债之后，2023 年中央预
算也作出相应调整。据了解，2023 年
中央本级支出不变，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比年初预算增加5000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增加5000
亿元，支出增幅由5.2%提高至7.4%。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相应增

加。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38800亿
元提高至488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
31600亿元增加到41600亿元，预计财
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近年来，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其
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刘怡看来，当
前我国政府具有增发国债的空间，此

次增发后风险整体可控。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好用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充
分利用直达机制，将国债支出资金全
部纳入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实施全流
程跟踪监测，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使
用。 据新华社

透视我国增发国债1万亿元的深意
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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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
万亿元。增发2023年国债目的何在？增发的国债用于何处？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理？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
涝、台风等灾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损失较大，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
重。同时，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
多发频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
17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
这些重点工作离不开“真金白银”

的保障。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尽
管年初预算已经安排了相关常规救灾
和防灾减灾资金，但难以满足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需要。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
任刘怡看来，叠加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保障“三保”支出等因素，地方通
过自有财力大幅增加相关领域资金安

排的余地较小。
“增发2023年国债，是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强有力的
资金保障有关工作落实，集中力量支
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
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

据了解，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和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并统筹财政承
受能力，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10000亿元，并通过转移支
付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其中，今年
拟安排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
5000亿元。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但具体资金
使用全部都在地方，这有助于缓解地
方财政收支压力，进一步优化了财政
支出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了债务结
构。”石英华说。

资金使用方面，据财政部介绍，将
重点用于八大方面：灾后恢复重建、重
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灌区
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重点自
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东北
地区和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
建设。

“此次资金使用安排跨越今明两
年，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资金使用
方向兼顾了当下和长远，在支持灾后

恢复重建、保障民生的同时，还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长
期能力建设，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
展。”石英华说。

此次增发的国债将在今年四季度
发行。“我们将及时启动国债发行工
作。目前，财政部已对四季度国债发
行计划作出调整，为增发国债留出空
间。”这位负责人说。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审核把关，
尽快将资金落到具体项目。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
幸福安宁。近日，国务院公布《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
行。这部条例将如何破解未成年人网络
欺凌、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等问题？10月
24 日，司法部、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
对条例进行了解读。

我国首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综合立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越
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
网。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
规模已达10.79亿，未成年网民规模突破
1.91亿。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出台的首部
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
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未成年人在网
络空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
障。

根据条例，国务院教育部门会同国
家网信部门制定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
指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提供公益
性上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改善
未成年人上网条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应当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对未
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
和监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以及专
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应当
具有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功能。针对未成年
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
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条
例提出定期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
评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
专区、制定专门的平台规则等要求。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欺凌防治
机制

网络欺凌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社会对此广
泛关注。两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条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完善网络欺凌防治
机制。

条例明确，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
当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动
态核验机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请
求行使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的权利，拒绝请求的应当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网络服务
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
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
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保
护措施。

条例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网络保护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
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
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便利未成年
人及其监护人保存遭受网络欺凌记录、
行使通知权利的功能、渠道，提供便利未
成年人设置屏蔽陌生用户、本人发布信
息可见范围、禁止转载或者评论本人发
布信息、禁止向本人发送信息等网络欺
凌信息防护选项等，强化对遭受网络欺
凌的未成年人当事人的保护。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
未成年人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时

期，沉迷网络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和学习生活。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加强
学校、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预
防和干预，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
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加强监护

人对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
导。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建立健
全防沉迷制度，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网络
消费行为，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等不良
价值倾向。细化网络游戏实名制规定，
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建立完善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游戏规则，对游戏
产品进行分类并予以适龄提示。

针对未成年人在网络上非理性消费
的问题，条例明确，网络游戏、网络直播、
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
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
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以醒目便
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权
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网络游戏、网
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
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
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
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
的付费服务。国家新闻出版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关于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
戏服务的消费上限等管理规定。

据新华社电

如何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司法部、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10月25日发布关于
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24 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
期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元旦：1月1日放假，与周末连休。
二、春节：2 月 10 日至 17 日放假调

休，共8天。2月4日（星期日）、2月18日
（星期日）上班。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年
休假等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2月
9日）休息。

三、清明节：4 月 4 日至 6 日放假调
休，共3天。4月7日（星期日）上班。

四、劳动节：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调
休，共5天。4月28日（星期日）、5月11
日（星期六）上班。

五、端午节：6月10日放假，与周末
连休。

六、中秋节：9 月 15 日至 17 日放假
调休，共3天。9月14日（星期六）上班。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
休，共7天。9月29日（星期日）、10月12
日（星期六）上班。 据中国政府网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叶
昊鸣）记者 2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2024 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时
段起止时间为2月9日（除夕）00:00至2
月17日（正月初八）24:00。

春节放假8天
2024年节假日安排来了

2024年春节假期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时段为2月9日至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