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词 解 释

1．“六稳”“六保”：2018年，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具体是指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 4月，在突

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中央又

提出“六保”任务，具体是指保居民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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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六稳”到“六保”，体现了稳中求进、危中寻机的战略定力；

彰显了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的深刻内涵。

2．“五型经济”：是指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

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

3．一般公共预算：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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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依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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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安排的

收支预算。

6．“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用包括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包括更新购置公务



用车以及公务所需车辆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包括政府部门因业务交流及开展业务所

需的会场租赁费、住宿费、交通费等支出。

7．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一般债券是指为没有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

本付息的政府债券；专项债券是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

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8．预算管理一体化：是指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

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主要载体，将统一的管理规则嵌入信

息系统，提高项目储备、预算编审、预算调整和调剂、资金支

付、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工作的标准化、自动化水平，实

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保证各级预算管

理规范高效。

9．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形成“预算决策有评估、预算编制有

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预算结果有应用”

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

10．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

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

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决算的收支缺口。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11．直达资金：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中央财政建立特殊

转移支付机制，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并通过建立全覆盖、全链条、全过程资金监控系统，在对

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动态监测，

确保直达资金数据真实、账面清晰、流向明确。

12．“园区贷”：是指由区财政局提供区内中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白名单，市担保中心实施包件批次担保，银行给予优惠费

率、快速审批的信用贷款业务。

13．“411产业倍增”计划：是指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

技金融、生命健康四大产业中的每个产业区级税收占比每年提

高一个百分点，到“十四五”末，占比合计达到 40%以上。

14．“3+5+X”产业政策体系：“3”即服务企业发展、支持科

技创新、推动“才聚普陀”3项普惠政策；“5”即支持智能软件、

研发服务、科技金融、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等重点产业发展的

5项专项政策；“X”即涉及质量提升、节能减排、贸易、商业、

法律服务业等领域的若干特色专项政策。

15．“蓝网绿脉橙圈宜居美路”城市有机更新：是指实施“蓝

线水网·岸线生境”提升计划，打造清洁通透的水系网络；实施

绿色普陀“点线面”工程，打造绿意盎然的生态脉络；实施就近

宜居生活圈（橙圈）计划，打造便捷舒适的共享空间；实施老

旧小区再提升计划，推进整体性、综合性、精品化的房屋修缮；

整体实施“美丽道路”建设，结合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打造

“线清、杆合、箱隐、景美”的道路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