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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

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

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划归

地方财政的税收和非税收入。税收收入是指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力

向纳税人强制征收的收入，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 20 个税种组成。非税收入是指由各级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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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以外的财政收入。

主要有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等。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指按现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

划分，经各级人大批准，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支出。

4.上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下级政府无

偿的资金拨付。现行我国中央、省、市州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

可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可由地方

作为财力统筹安排使用，旨在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和保障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实施；二是专项转移支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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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现中央、省、市州特定政策目标，专款专用。

5.上解省财政支出。是指区级财政根据省对下财政体制应上

解省级财政的支出，主要包括体制上解支出和专项上解支出。

6.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基金、收费，以

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

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政府

公共预算安排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收支预

算。

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

本经营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利、股

息和国有产权(股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等，支出主要用于对国

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弥补一些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等。

9.预算绩效管理。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结果。预算绩

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

向的预算管理模式，是一个由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跟踪监控

管理、绩效评价实施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管理共同组

成的综合系统。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要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管理

全过程，使之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一起成为预算管

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



3

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

算绩效管理机制。

10.政府债务。政府债务主要包括政府债券（一般债券、专

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其中：一般债券指项目

没有收益、计划偿债来源主要依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债务，如

义务教育债务等；专项债券指项目有一定收益、计划偿债来源依

靠项目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实现风险内

部化的债务，如土地储备、棚改专项债券等。

11.债务限额。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

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规模纳

入限额管理，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分地

区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内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测算并报国务院批准。

12．“三保”支出。指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方

面的支出。

13．大财政体系建设。大财政体系建设是以规划为导向，以

国有“三资”为基础，以有效债务为锚定，构建财政、金融、投

资统筹联动机制，带动和调控社会投资。

14．财政资金统筹。财政部门对各类财政性资金进行统一管

理、统一安排支出，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主要包括项目资金、

重点科目资金、部门资金、政府预算体系、跨年度预算、各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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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财政存量资金、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债务资金、转移支付

资金的统筹。

15.预算管理一体化。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依据

全国统一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构建的，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决算管理等业务系统为核心、集中化部署为手段、大数据应用为

途径、财政云平台为支撑的现代财政信息化体系。通过“业务规

范+技术控制”的方式，推动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

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形成财政业务顺向衔接、逆向反馈的“闭环”，

实现财政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动态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