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

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

益做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

算。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其

他社会保险基金等内容。

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指国家按照预定标准，向经济组

织和居民无偿地征收所取得的一种财政收入，是国家预算资

金的重要来源。我区税收收入主要有以下来源：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收入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

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

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非税收入主要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

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等。

调入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因平衡当年一般预算收支，而

从预算外资金结余、基金结余和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

下级上解收入：按现行体制规定，由国库将下级预算收

入中直接划解给上级财政的资金，以及按体制规定结算时，

由下级财政补缴给本级财政的资金和各项专项上解资金。

结余或结转：结余是指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的部分。

结转是指结余中有专项用途、需在下年继续安排使用的支出

部分。地方财政有结余或结转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财政超

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地方，因超收数额到年底才能较为准确

预计，且其使用要严格按程序审批，因此有一部分要在年底

和结算时才能下达，地方财政当年拨不出去，形成结余或结

转。二是地方财政超收中有一部分资金当年拨不出去，形成

结余或结转。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

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

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

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结余分配：反映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

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

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结算：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

现行财政体制的规定，办理跨年度清算事项。主要通过结算

来核定上下级财政之间的财政收支、确定补助和上解数额

等。

决算：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年度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

告。决算由报表和文字说明两部分构成，它通常按照我国统

一的决算体系逐级汇编而成。决算的构成和收支项目同预算

是一致的。

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和 2002 年所得税收入

分享改革后，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

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税

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指中央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财政体制和政策

规定，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

项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

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



移支付等。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

均衡性转移支付：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均

衡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不指定资金具体用途，由接受转移

支付的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

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

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主要

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科技、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

方面。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备

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

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

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单设科目，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

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支出功能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活动的不同功能和政策目

标。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活动情况及国际

通行做法，将政府支出分为类、款、项三级。包含一般公共

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

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节能保护、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商业服务业、金融、援助其他地区、国土海

洋气象、住房保障、粮油物资储备、预备费、债务付息、债



务还本、债务发行费用、其他支出、转移性支出二十七类。

支出经济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

途。支出经济分类设类、款两级，具体可分为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

贴、转移性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基本建设

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其他支出十类。

民生支出：是指包含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

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公共安全等直接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老百姓生活、生产的社会事业支出。

政府采购：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

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

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

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

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

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

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是指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

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支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国库集中支付有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

式，其中，财政直接支付的范围包括工程采购支出、物品及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99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4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4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9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9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9491.htm


服务采购支出等；财政授权支付的范围包括未实行财政直接

支付的工资支出、购买支出和零星支出等。

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指全面反映财政资金收付的各类账

户的总和，是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基础。所有财政性资金都

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

专户，财政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

应者或用款单位。

公务卡：是指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

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贷记卡。公务卡消费的资金

范围主要包括差旅费、会议费、招待费和零星购买支出等费

用。公务卡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等共同属性，

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能够将财政财务管理

的有关要求与银行卡的独特优势相结合，是一种新型的财政

财务管理工具和手段。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

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

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从而

减轻其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是利用税收调节经济的具体

手段，可以扶持某些特殊地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规定，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

理，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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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报同级人大常

委会批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债务。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

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