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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
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
托育服务供给。

从产检自费项目到学区房，从早教班账单
到“天价”月嫂，育儿成本如同滚雪球般膨胀，让
不少年轻夫妻在生育门前望而却步。

育儿补贴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我
国在生育支持政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如今，在云南，生育二孩可获 2000 元一次
性补贴，三孩家庭可领取 5000 元，并叠加每年

800元的育儿津贴；宁夏则为三孩家庭提供每月
至少200元的补贴直至孩子三岁。这些真金白
银的支持，让“奶粉钱焦虑”有了纾解的可能。

在全国首推育儿补贴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
市，常住人口已经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这表
明，财政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已经初见成效。

但与此同时，一些家长反映，有的补贴金额
较低，难以有效降低育儿成本；还有一些家庭则
担忧，育儿补贴是否会受限于收入证明、社保年
限等申请条件。总之，落实育儿补贴既要有普
惠性的基础保障，也需针对不同区域、收入群体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专家点评】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

安：
低生育率的根本症结在于养育成本过高与

公共服务不足，应尽快构建起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逐步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单纯发
放现金补贴不足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配套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完善产假与育儿假制度、促
进性别平等。例如，托育服务应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以政府为主导、普惠机构为主体，缓解家
庭“无人照料孩子”的难题。

育儿补贴：

为生育减负 为家庭添暖
■ 光明日报记者 訾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
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
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
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
循环。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投资于人”
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引人关注。投资于人，把更多资金资源
用于人的发展上，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
力，培育发展新动能。人不仅是生产的
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以真金白银的
投入为老百姓增收减负，将进一步激发
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能力。投资于人，
还意味着要以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近年来，各地发布包括购房补贴、
税收减免等“福利包”的人才支持政策，
涵养“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生态；加
力扩围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让消费
者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就业、医疗、
养老、教育等方面推出多项暖民心、惠
民生的举措，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
感，都是“投资于人”的生动写照。

【专家点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
任郭冠男：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投资于
人，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旨在形成经济发
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人，意味着要把更多资金资
源放在民生支出上，加强民生保障，进
一步提高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增加养老
金，筑牢社会保障网，切实改善民生福
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要将教
育、职业技能培训作为重点投入领域，
注重人的发展、能力提升、素质培养等，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以人的
能力提升牵引经济转型升级。要为人
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平台，进一步
激发人的创造力。要通过促进居民增
收减负来激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要
统筹好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具体来看，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大
各类资金资源统筹支持力度，促进充分
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居民医保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深入
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安排超
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等内容都体现出对人的深切关
怀，都是对投资于人理念的注解。

投资于人：

“人”为支点 撬动活力
■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人民群众
高品质居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
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

当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超 40 平方米，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
经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群众住房需求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但与此同时，
住房的整体品质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尚
有差距。

近年来，“好房子”建设得到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也已成为社会共
识，人民群众希望住上好房子，改善性
住房需求潜力很大。在许多城市包括
三、四线城市，好房子不愁卖。推动“好
房子”建设，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增加
高品质住房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
居住需求、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
长、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高质
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都具有重
要意义。

【专家点评】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
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会长、研究员柴强：

建设“好房子”要以提升居民居住

品质和幸福感为导向，从功能、质量、体
验等方面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居住习
惯、不同年龄段、不同经济能力等群体
的需求，特别是适老化、儿童友好等新
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好房子”建设，既
要强化标准引领、技术赋能，把新房子
建设成好房子，也要结合城市更新，采
取多种方式，把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
既要把商品住房建成好房子，也要把保
障性住房建成好房子。

近年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
门和各地在“好房子”建设相关标准、规
划、设计、建造等方面已有许多创新探
索和实践。当前，还需要加大“好房子”
建设的经济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统
筹研究出台土地让利、金融支持、税收
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建设“好房子”
需要提高住房建设标准，例如提高绿色
节能要求、增加智慧设施等，这势必会
增加建设成本。因此，制定政策给予必
要的支持，才能使“好房子”价格适当、
人民群众可负担，才能使建设“好房子”
的企业有合理利润，调动其建设“好房
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好房子”建
设能够普遍推行、可持续发展。

好房子：

居有所安 民有所乐
■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创
新药目录，支持创新药发展。

当前，我国医药产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医
药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国家对创新药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更是为创新药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伴随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药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创新药发展
对满足健康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意义
重大。

【专家点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孙洁：
推动创新药发展应以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为

出发点，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特别是临床急需和罕见病患者
的需求。需因地制宜推进研发应用，强化政策引领与技术

赋能，促进新药创新。同时，通过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
动”，优化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药品价格管理应尊重行业特点，探索成本、价值与创
新导向相匹配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临床价值高、急需的
创新药给予合理溢价，区分专利药和仿制药支付标准。
医药企业需综合多因素制定价格，医保部门则应积极支
持创新，为企业定价提供指引。在医保支付方式上，可借
鉴国际经验，采用风险共担模式，满足患者需求。同时，
改革医保准入报销政策，根据支付能力确定报销比例，剩
余部分由商业保险或患者承担，有效减轻患者负担。

推动创新药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未来还需加大经
济政策支持，如医保支付、金融、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
以降低创新药价格，提高可及性，同时确保企业有合理收
益，激发创新活力。

创新药：

让创新成果惠及百姓健康
■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开展中央部门
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
预算改革，在支出标准、绩效评价等关
键制度上积极创新。

零基预算，指的是在预算编制时不
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以零为基点，
根据实际需求、财力状况、事项轻重缓
急等统筹核定支出预算。

当前，包括财政部在内的16个中央
部门已经率先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试点，
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也在推进中。
早在2021年，广西财政厅便积极推进零
基预算改革，在前两轮零基预算审核过
程中共盘活存量项目支出181亿元。安
徽省 2022 年 6 月开始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从编制2023年预算开始，当年仅省
级就“挤”出了80多亿元无效的财政资
金。在甘肃，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的实施方案已于2024年出台。今年，将
有更多地方将这项改革提上日程。

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正向纵深
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其中重要方

面，在优化财力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持续协同
发力，将进一步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助
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专家点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杨志勇：

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大多是在上
一年预算拨款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
这样的预算编制方法容易导致财政资
金分配的固化，资金利用效率不高，造
成财政资金的积压和浪费。

开展零基预算改革，意味着以零为
基点编制预算，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
重新评估每一项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有利于将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和重点民生项目。编制零
基预算，需要建立健全标准支出体系，
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让预算编制有据可
依。同时，需要发挥各方在提高财政资
金效率方面的共识，做好政策评估，得
到更充分的支出预算编制依据，有序进
行改革。

零基预算：

精准投放 优化支出
■ 光明日报记者 鲁元珍

编者按
日前，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会场传递出的一系列新目标、新方向、新政策，在这无限春光里，正待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作出部署，阐明了施政方略，回应了各方关切。其中，一些新词、热词首次出现，备受关注。这些新

提法展现了哪些发展新趋势？将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积极变化？本版聚焦“投资于人”“具身智能”“育儿补贴”等新词、热词，共探
未来发展新机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
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

如今，人工智能（AI）大模型正让人形机器
人变得“心灵手巧”，在多个场景中大展身手，成
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的真实写照。

具身智能即“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随着
AI大模型不断发展与支持，具身智能将成为“会
思考的机器人”。

目前，北京等地已对具身智能作出相关部

署。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部门2月底发布
的《北京具身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行动计
划（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原始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围绕具身大小脑模型、具身智能
芯片、全身运动控制等方面突破不少于100项关
键技术，产出不少于10项国际领先的软硬件产
品。

未来，具身智能充满无限可能和潜力，不仅
将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还将推动各
行各业创新发展。

【专家点评】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寇纲：
具身智能具有环境感知和执行能力。如果

说具身智能包括“大脑”“小脑”和“身体”，那么
大语言模型推动了其“大脑”发展，机器学习、强
化学习推动了其“小脑”发展，而硬件“身体”则
离不开材料科学发展。

当前我国具身智能技术和相关产业都走在
世界前列，但也存在高质量数据收集不足、硬件
标准化不够、应用场景有限等问题。建议借助
开源社区完善基础工具和数据，推动标准化建
设，打造“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的标杆场景等。

具身智能：

机器人变得“心灵手巧”
■ 光明日报记者 刘坤

2024年，我国全年现
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
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
及退税金额 26293亿元。

2024年，全国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等开工建设和筹
集 180万套（间）。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8万个，
惠及居民 966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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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8.9%，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6.3%。

服务机器人产量
1051.9 万 套 ，增 长
15.6%。

202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5209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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