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总决算公开名词解释

1.政府预算体系。具体包括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四本预算组成完整的政府

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

2.一般公共预算。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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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国家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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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入归属政府，不归属任何部门。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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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

支平衡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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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

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

生育保险基金等内容。

6.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反映本地区

当年组织的财政收入总规模。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

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地方各级财政

总收入减去上划中央、自治区收入即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税收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

标准和程序，向经济单位和个人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大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

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

9.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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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金，

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

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

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票

等其他方式筹集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各种基金、资金、

附加和专项收费收入。

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即通俗所称财政支出，指政府对上级转移性

收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12 政府性基金支出。是指政府用筹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13.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因社会保险关系从异地转入本辖区而产生的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4.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因社会保险关系从本辖区转出而产生的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

15.地方政府债券。从 2009 年起，为支持扩大内需，增加政府投资，财

政部每年代理地方政府发行一定数额的政府债券。这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财政

职能、平衡财政收支、按照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方式。

自 2015 年起，财政部通过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存量债务本金，地方财

政此后主要负担债务利息支出。

16.财政体制。是处理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包括政府间支

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基本要素。

17.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财政体制和政策规定，给予

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

统筹安排使用而设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用于办理特定事项设立的专项转

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应以

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应建立健全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

1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保持预算的稳定性，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可以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门用于

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收支缺口，安排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的监督。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结余收入以及盘活存量

资金补充。

19.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财政部门代表政府设置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所有的财政性资金均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收缴、支付、管理的制度。



20.政府采购制度。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

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1. “三公”经费。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