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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财政预算 

草案报告有关词语释义 

 

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原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包括：增

值税 50%部分、企业所得税 40%部分、个人所得税 40%部分、

契税等其他工商税收和非税收入。国务院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增值税收入划分改革，将一般增值税收入分成比例由

75:25 调整为 50:50，将原营业税和改征增值税收入 100%留地方

改为上划 50%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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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公共

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

的财政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政府以国有资本所有人身份依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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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入、安排支出的一种专门预算，是对政府在一个财政年

度内国有资本收支活动进行价值管理和分配的工具，反映了国

有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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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按险种分别编制，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

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内容。 

五、全口径预算体系 

按预算法要求，将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构建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有效衔接的预算管理体系。 

六、年度总支出预算 

年度总支出预算指在人代会批准的年初支出预算或经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调整预算的基础上，加上年结转、上级转移

支付形成的预算结果。总支出预算完成进度按年度实际支出除

以年度总支出预算计算。 

七、调整后预算 

调整后预算指在年度支出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性或

政府（部门）工作事项调整等因素，对年初支出预算进行调增

（减），并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年初支出预算变动情况。 

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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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从规定范围筹集的、用于调节和平

衡本地区预算运行的预算储备资金。其主要筹集渠道为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超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结余、结余结转清理回收

资金和经批准的其他收入。主要用于补充政府偿债准备金、弥

补收入短收缺口及政府决定的重大政策性支出事项。 

九、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简称“产业基金”，是由市政府设立并按市

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旨在改革创新政府资金扶持方式，

通过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提高项目选择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推动财政资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促进我市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围绕产业链整合优化和产业结构调

优调强，重点支持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重大研发平台、公共

服务平台等。 

十、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是指对经甄别并报省财政部门

认定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进行置换并纳入

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置换，

是规范预算管理的有效途径。根据新预算法要求，经人大常委

会批准后，地方政府债券分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

预算。 

十一、新增债券 

新增债券是指地方政府当年新增债券额度报经省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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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后，由省财政部门将债券资金转贷市（县）用于公益性等

项目建设。 

十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由

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分地区限额由国务

院批准后下达各省级财政部门。全省政府债务余额限额在国务

院核定的限额内，由省政府审定并报省人大常委会确定。市（县）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

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 

十三、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地方政府债务按偿还资金来源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对应发行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融资，主要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十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地方政府债务按偿还资金来源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对应发行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十五、预决算公开 

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是预算法的要求，是政府信息公开的

重要内容。财政预决算公开包括政府预决算公开和部门预决算

公开。财政预决算公开坚持依法公开原则，积极稳妥、有序推

进原则，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根据“谁主管、谁

公开、谁负责”的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的主体为负责编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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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的单位或部门。财政部门是本级政府预决算、汇总“三公”

经费预决算等公开的主体。各部门是本部门预决算、“三公”经

费预决算等公开的主体。 

十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

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以利益共享和风险

共担为特征，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

给效率。 

十七、预算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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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是绩效评价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