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公共财政：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

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

将收入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一般公共预算：原公共财政预算，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

更名为一般公共预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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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算包括：地方本级预算收入、

转移性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和上年结余收入。地方

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设预算周转金和年末累计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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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购置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

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部门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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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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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

上年结余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支出、转移性支

出、年末累计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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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预算的重要

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建立、按规定程序审批通过、反映各

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旨在保障劳动者因年老、失业、患病、

工伤、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收入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

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部门预算：指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

单位编制，逐级上报，经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汇总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

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部门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

算等内容。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指在财政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建立健全跨年度的、

合理的平衡机制，实施依法征税，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更好地发挥财政宏观调控

作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是对现行单一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一种改进。



调入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因平衡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而从基金结余和其

他渠道调入的资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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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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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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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支付制度：是为了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

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由上级财政安排给下级财政的补

助支出。可分为：中央对自治区的转移支付制度、自治区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两个

层次。现阶段，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

移支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