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1、转移支付

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下级政府无偿的资金拨付。

现行我国中央、省、市州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可由地方作为财力统

筹安排使用，旨在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

保障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实施；二是专项转移支付，为了实现

中央、省、市州特定政策目标，专款专用。

2、部门预算

是指政府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其履行职

能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开始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

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

支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3、返还性收入

指下级政府收到上级政府的返还性收入，包括增值税和消

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和其他税收返还等。

4、调入资金

指不同性质之间的调入收入，本文主要是反映从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其他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



金。

5、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是指在各级政府财政之间进行资金调拨以及在

本级政府财政不同类型资金之间调剂所形成的收入，包括补助

收入、上解收入、调入资金和地区间援助收入等。其中，补助

收入是指上级政府财政按照财政体制规定或因专项需要补助给

本级政府财政的款项，包括上级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上解

收入是指按照财政体制规定由下级政府财政上交给本级政府财

政的款项。调入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平衡某类预算收支、从其

他类型预算资金及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地区间援助收入是指

受援方政府财政收到援助方政府财政转来的可统筹使用的各类

援助、捐赠等资金收入。

6、转移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是指在各级政府财政之间进行资金调拨以及在

本级政府财政不同类型资金之间调剂所形成的支出，包括补助

支出、上解支出、调出资金、地区间援助支出等。其中，补助

支出是指本级政府财政按财政体制规定或因专项需要补助给下

级政府财政的款项，包括对下级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上

解支出是指按照财政体制规定由本级政府财政上交给上级政府

财政的款项。调出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平衡预算收支、从某类

资金向其他类型预算调出的资金。地区间援助支出是指援助方



政府财政安排用于受援方政府财政统筹使用的各类援助、捐赠

等资金支出。

7、上解省财政支出

是指市级财政根据省对下财政体制应上解省级财政的支出，

主要包括体制上解支出和专项上解支出。

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是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或清理整合结余资金安排的具有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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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逆周期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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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指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等方式

取得收入，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收支预算。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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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益，并对所

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

要包括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利、股息和国有产权（股



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等，支出主要用于对国有经济和产业

结构调整以及弥补一些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等。

12、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

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转贷债务、清理甄别认定的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一般债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等有关规定，一般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13、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

指地方政府用于归还一般债务本金所发生的支出，由于地

方政府在收到一般债券的当年列入相关支出，为避免重复列支

出，债券还本资金列入线下支出科目，由上级财政部门结算上

划。

1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清理甄别认定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专项债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等有关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15、国库集中支付



国库集中支付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安全的财

政支付信息系统和银行间实时清算系统为依托，由预算单位提

出申请，经审核机构（国库集中支付执行机构或预算单位）审

核后，将财政性资金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给最终收款人

的制度。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包括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银行设立

的国库单一账户和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设立的财政零余额账户、

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和特设专户，以及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主

要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活动。

16、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财政支

出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预算执行的重要环节。我国政府采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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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预算单位是政府采购的主体，使用的

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

17、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

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一定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社

会力量或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及合同

等约定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它是一种契约化的公共服务提供

方式，具有权责清晰、结果导向、灵活高效等特点。



18、六稳六保

“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六保”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19、免申即享

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信息共享等方式，对符合政策

兑现条件的奖补资金，企业免予申报，由主管部门直接审核，

报经市政府批准后，财政部门直接兑现政策资金。

20、三保支出

三保支出指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方面的支出。

21、四不摘

四不摘是指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

22、一卡通

各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过直接汇入受益群众银行卡、

存折（统称“一卡通”）等方式发放，消除“中梗阻”，确保补贴

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取用方便。

23、放管服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放”即简政放权，

降低准入门槛。“管”即创新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

服务，营造便利环境。



24、双减

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减少校外培训负担，从

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25、两不愁三保障

“两不愁”即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

障”即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是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26、预算管理一体化

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依据全国统一的业务规范

和技术标准构建的，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管理等业务

系统为核心、集中化部署为手段、大数据应用为途径、财政云

平台为支撑的现代财政信息化体系。通过“业务规范+技术控制”
的方式，推动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

制度，形成财政业务顺向衔接、逆向反馈的“闭环”，实现财政

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动态监控。

27、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国库集中支付结余指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款项，当年

未形成实际支出，而需结转下一年度支付的款项。

28、收付实现制

收付实现制也称现金制，是指以现金收到或付出为标准，

来确认和记录本期的收入和支出。



29、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也称应计制，是指以取得收款权利和发生付款

责任作为标准来确认和记录本期的收入和费用，而不管货币资

金是否在本期收到或付出。2021 年之前，市县级预算部门的

国库集中支付结余年末按权责发生制列支，2021 年，按照财

政部统一要求，市县级各预算部门未形成实际支出的国库集中

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未实际支出款项作为年终

结余转入下年预算收支。

30、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不含上级

转移支付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等各类收入总计。

31、高效办成一件事

将企业和群众需要到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办理的事项，特别

是需到多个部门、需经多个环节办理的事项，通过环节整合、

流程优化，成为企业和群众眼中的“一件事”（如开办超市、药

店、火锅店，领取补贴等），实行“一次性告知、一套表申报、

一个窗受理、一次性办成”，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实现政务服务机构从审批“一个事

项”转变为服务企业群众“一件事”全流程办理，从企业和群众办

事到每个政务服务机构“最多跑一次”转变为“一件事最多跑一



次”。
32、留抵退税

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

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

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其中，销项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适

用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是指购进原材料等所负担的

增值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会形成留抵税额。

留抵税额主要是纳税人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在时间上不一

致造成的，如集中采购原材料和存货，尚未全部实现销售；投

资期间没有收入等。在多档税率并存的情况下，销售适用税率

低于进项适用税率，也会形成留抵税额。

国际上对于留抵税额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允许纳税

人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二是把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

给纳税人，这就是留抵退税。同时，允许退还的国家或地区，

也会相应设置较为严格的退税条件，如留抵税额必须达到一定

数额；每年或一段时期内只能申请一次退税；只允许特定行业

申请退税等。

33、国有“三资”清理盘活

“三资”，是指资金、资产、资源。国有“三资”清理是指全

面清查各级政府拥有和管控的实物、现金、债权、股权、特许



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等一切国有资产、资源、资金，分类分步

科学处置，有效盘活闲置低效国有“三资”。
34、“4321”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

“4321”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是目前省市政府着力推行的

政银担合作模式，指的是由地市级担保机构、省再担保机构、

合作银行、地方政府分别按照 40%、30%、20%、10%比例

承担信贷风险。

35、政采贷

政府采购合同线上信用融资，简称“政采贷”，是指有融资

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凭借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通知书和签订

的政府采购合同，直接向参与政府采购融资业务的银行提出申

请并获取该采购项目的融资服务。

36、两个只增不减

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

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37、“三保”支出两个优先顺序

即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坚持国家

标准的“三保”支出在“三保”支出中的优先顺序。

38、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四补”机制

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持续补充机制、代偿补偿机

制、保费补贴机制、业务奖补机制。



39、一老一小

“一老”是指养老服务；“一小”是指婴幼儿照护服务。

40、可比增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比增长是指在还原增值税留抵退

税因素后的增减变动幅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可比增长是指在剔除政府新增一般债券

安排的支出后的增减变动幅度。

政府性基金可比增长是指在剔除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安排的

支出后的增减变动幅度。

41、再融资债券

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的债券，

是财政部对于债务预算的分类管理方式。

42、增值税加计低减

加计抵减政策，是为配合增值税税率下调出台的一项全新

的优惠措施，符合条件的从事生产、生活服务业一般纳税人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用于抵减应纳税额。加计抵

减政策只适用于一般纳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