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词 解 释 

    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包括财政部门经费拨款、 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 有 

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指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

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 

    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如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等。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事业收入”、 “经

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 使用

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 按

国家规定提取、 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 弥补

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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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共服务（类） **（款） 行政运行（项）：指×××

部门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

构正常运行、 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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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缴上级支出：指附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预算单位对所属单位补助发生

的支出。 

    “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财政资金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其中， 因公出国（境） 费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务出国（境） 

的往返机票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是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及公务用车

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租用费、燃料费、 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



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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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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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社会征收基金、 收费， 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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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

法律法规建立、 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 

具体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指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从政府出资企业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

益， 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零基预算：指不考虑过去的预算项目和收支水平， 以



零为基点， 根据预算年度内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和支出项

目的重要性、必要性， 逐项审查各项费用内容及开支标准， 

并结合财力状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统筹编制预算的一种

科学的现代预算编制方法。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为保持财政收支预算平稳运行而

建立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 其目的是以丰补歉。 调节基

金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缺口、 重大减收

因素造成的资金缺口， 以及解决党委、 政府决定的重大事

项所需资金等。 

    “营改增”：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简称， 它是国家

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 旨在减少重复征税， 支

持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具体为， 以前缴

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 也是对于产品或者

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 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 这项改革

自 2013 年在全国范围试点以来，已扩大到交通运输业、 部

分现代服务业、 铁路运输、 邮政和电信业。 按照中央部

署， 今年将扩大到建筑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和生活服

务业等领域。财政体制： 指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

度， 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 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等要

素。 现行财政体制遵循“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安排， 中央政府仅与省级政府进行收支

划分和转移支付， 省以下财政体制由省级政府在中央指导



下，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财政存量资金：也称财政结余结转资金， 是指存放在

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的没有按照预算进度执行、未形成实物

工作量的各类财政性资金。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录， 

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

项， 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 并根据后

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

务费用。其主要方式是“市场运作、 政府承担、 定项委托、 

合同管理、 评估兑现”。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指政府财

政部门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报告制度，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收入费

用表等） 及其解释、 财政经济状况分析等。这项制度从根

本上突破了传统财政决算报告制度仅报告当年财政收入、 

支出及盈余或赤字的框架， 能够完整反映各级政府所拥有

的各类资产和承担的各类负债， 从而全面反映政府真实的

财务状况。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 以政府公共部门目

标实现程度为依据，进行预算编制、控制以及评价的一种预

算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 建

立预算绩效考评体系， 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

入的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 



    民生工程货币化改革：按照“民生服务机构管服务对象

底册、主管部门管审核、 财政部门管资金拨付、 银行管现

金支付”的改革方向， 以“一卡通”的形式， 将政府相关补贴

资金直接打入服务对象银行账户中， 为其提供“一站式”便捷

服务， 实现财政补贴资金的及时发放、 即时监管、 即时

查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 用改

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 扩大有效供

给，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要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要

素生产率， 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