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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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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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

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

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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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等内容。

5.基本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用于为保障其机构正常

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

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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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指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

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燃料费、维

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

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8.预备费：《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

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

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

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9.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般公共预算按照《预算法》

及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置，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不

足，实现跨年度平衡的资金。按照《预算法》及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规定，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的超收收入

必须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财政结余资金应转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10.预算绩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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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强化政府预算为民服务

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

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资

金、办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有利于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增强单位支出责

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节约公共支

出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