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词 解 释

1．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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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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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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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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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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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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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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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是一种基于成

本、质量、效益分析与比较，将绩效与预算深度融合的预算资

金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以同等产出和

效益情况下实现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确定相对高质量、低成本

的项目效益水平，全面衡量各方投入成本，科学测算财政资金

投入规模，推进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全面提

升。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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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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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资本招商：是指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入股等方式，促进

本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加快重点培育产业发展，提升区

域经济发展能级。

12．“批次贷”：是指由区财政局提供区内中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白名单并给予担保费和利息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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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数”科创品牌：“中”即中以（上海）创新

园，“华”即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武”即武宁创新发展

轴，“数”即海纳小镇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14．“半马苏河”：苏州河（普陀段）岸线总长 21 公里，

约等于半程马拉松的路程长度。

15．六大主题消费季活动：即“迎春消费季”“暑期消费

季”“金秋购物旅游季”“拥抱进博首发季”“网络购物狂欢季”

“跨年迎新购物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