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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农业科研单位《 々市场竞争力，就新形势下科研成本对科研成果 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 中的制约问 

题，提出关于科研成本管理的某些探 讨性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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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科研工作历来算政 成科研单位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就成了实 收益的支配权 ，以充分调动管理者及其服务 

治帐多，算经济帐少 ，以致长期以来 ，大多数 现上述管理目标的核心问题。为此，科研成 对象共同参与成本管理的积极性。 

科研人员成果意识强烈，成本意识谈薄。而 本及其管理问题应作为科研单位财务管理 

农业科研更因其固有的公益性特征，其 “事 工作的重点加以关注。以下试就科研成本管 2 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业”观念更属根深蒂固，这也是许多农业科 理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 必须建立和完善包括
： 会计 、审计、考 

研单位难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形成科研成果 核
、分配、奖励职责等项管理制度，合理而严 

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科研体制的改革和 l 改革财务管理体系 
格地规范各责任层次的职责范围及其相应 

市场机制的引入，科研单位的管理目标除了 成本管理是企业财务的概念
， 科研单位 的权利和义务。财务管理部门应会同行政 、 

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和培养人才之外，还要 施行成本管理，必须在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创 科研和人事等部门编制科研成本管理实施 

尽可能地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财务状 新。科研单位改革财务管理体系
， 应借鉴现 细则 、成本管理会计核算办法、物资采购管 

况的最优化。由于农业科研单位主要经费来 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方式
， 并在新体系内部建 理实施办法、工资管理及效益工资兑现办法 

源依然是科技三项费 (科研项 目补助费 、新 立和完善适应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拨款制 等管理条文
。 

产品中间试验费和新技术示范推广费)和科 度改革的管理机制
， 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单位 

技成果转化收益等，因此，能否低成本高效 财务管理部门在财权运作中的主体作用
，

另 3 编制成本预算 

率地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而形 一方面则要在实质上保障课题组经费及其 编制成本预算是实行成本控制管理的 

首要任务是根据产 品计划的要求来控制库 出竞争对手。 ing system for flow type assembly[J]
． Intemati— 

存。过去的管理是把库存管理仅当作物料的 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1990(5) 

“出入库”，库存管理若是由不同计划管理结 ． 参 考 文 献 4 李宏健
． 现代管理会计 【M】．台湾：台湾高点 

合，就无法说明库存物料的品种、数量 、存储 1 McKaskill，Tom．TI Integrating finite scheduling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时间是否合理，也无法表明库存物料是多是 to process MRP systems【A】．Annum interna— 5 周玉清，刘伯莹，刘伯钧．MRP原理与实施 

少，是早是晚。库存管理除了保证库存信息 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American Produc— 【M】．天津7天津大学出版社，1996 

准确，能满足客户、满足市场需求外，还要控 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C】．Orlando： 6 王希贤．冶金企业生产管理【M】．沈阳：东北 

制库存量，加速库存资金周转，降低成本，其 Falls church．1995 大学出版社，1989 一 ． 

结果是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统一。评价 2 Ang，J．S．K，；Sum，C．C．；Yang。K．K．．MRP 7 陈家鼎，刘婉如，汪仁官．概车莸 -义【Mi． 
库存管理的标准是：①客户服务水准应保证 company profile and implementation problems：a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生产和销售的需求；②库存占用的资金额控 Singapore experi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0f (责任编辑 胡俊健) 

Production Economics，1994，34(1) 
制在预算范围以内；③库存资金周转次数超 3 C

opas，Cathal；Browne，Jim．Rules—based sched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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萋 嚣 6检查和审计 基础要素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I际出发，降低间接费用的开支，采用效益成I 一一⋯ 
物化劳动成本，即技术装备、试验基地、试验l本控制法，即从效益的原则出发，研究成本l 在成本管理实施 程中 鹰对课题研究 
材料等；二是活劳动成本，即课题组人员的 f应否发生，对间接成本的预算和控制可能产 I进展、完成质量、后续计划等进雪亍检查和掌 

工资、福利、奖金及其他劳动报酬等；三是课l生相当积极的作用。 l握，以保证课题的有序 行和资金运行的质 l 4加强预算监控和执行 l 譬 
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应采用不同的预算标准 l 预算一经批准，就应严格执行，任何人 }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与处理，以加强对成本核 
和控制原则。 l不得随意更改。要切实加强科研经费的使用 I算的监控和管理。 

(1)物化劳动成本。预算应由计划、物 j监管和跟踪反馈，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根据 l 以上所述，仅仅是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 
资、科研等部门共同参与制订或审核。针对 I预算加强核算分析，从核算中掌握成本控制 I降低科研成本问题所作的粗浅探讨，而应该 

大宗设备和关键技术装备，主要审查装备水 l的执行情况，及时向课题组提供相关信息。 l明确的是，财务管理工作对降低科研成本只 
平和价格水平，既要防止贪大求详，也要为 I对造成财务损失和资产流失的人和事要进 i是一种辅助手段，成功实现成本控制贝IJ必须 
防止为降低成本而取向另一种极端。试验基 l行追究，对预算执行状况良好的课题要按规 l更多地依赖于科研人员整体成本意识的提 
地的成本费用一般有较强的参照性，预算主 I定的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奖励，鼓励科研人员 l升。科研工作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技 
要审查布局的合理性，主要防止低水平重复 j开源节流，降低成本。 l术路线的选择，试验设计的优化，牵一发而 
建设和控制试验失败风险，必要时还应参考 l 一0⋯ ⋯ ～． I动全身，其对科研成本的决定意义 言而 
有关方面的专家意见。 I 5 萼算修正：及控制．- I ：‘ ： 蕃 *手1"段J~的luJ 
(2)活劳动成本预算。因涉及人事制度 l 由于农业科研具有时间周期长，地域分I同时，更要强调管理的服务保障功能 为科 

改革等问题应由人事和行政主管部门参与 I布广等特点，研究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如气I研人员和科研工作服务。在推进科研体翻改 
指导，出台相关政策帮助课题组优化人员结l象因素、环境因素 、 试验材料因素等)较多，l革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竞争 
构，根据课题任务的实际需要，实现人力资 I当发生某些不可预澌的特殊事件时，都可能I机制，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 
源的最优化配置，真正做到减员增效，人尽f改变成本或影响预算，在此情况下，应对预I推行诸如技术入股、效益优先之类的奖励政 
其才，调动全员的成本意识，充分降低活劳 I算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值也应在调查研I策，使之与科研成本和成果转化效益挂钩， 
功厩 。 l究的基础上作出客观评估 防止人为虚增成 I 以实现科研单位成本管理的战略性目标。 

(3)组织、管理、公关等间接费用预算虚 本
。 l ，I (责任编辑 董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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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trengthening Several Thinking 0￡Cost 

． ．
Management of the Agricul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R&D institution，restriction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urning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regality productivity to the scientific findings of cos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put forward some discussion suggestions about scientific research cost management． 

Key words：agriculture；scientific research cost；the cost ma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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