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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 , 我 国 科 技 投 入 持 续增 长 , 政 府 部 门 、社 会 团

体乃至普通公众均越来越关注财政投入科技经费的管理

和使用。在这种形势下 , 国家科技经费的安全性及其使用

效率就更加受到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分析成本动因合并

理论的基础上 , 重视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和理论 与实 践

的紧密结合 , 通过优化科研活动成本动因的途径来探索

与所有科研项目研发成本耗用相关的成本动因 , 为加强

科研经费的管理 , 提高科研的财务管理水平提供有力的

支持。

1 科研项目作业的特点

科研项目作业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劳动 , 是一种

长远性、连续性的脑力劳动 , 通过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 , 创

立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 , 它既与以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生

产劳动相区别 , 课题之间缺少可比性 ; 同时又与工业企业

的产品生产不同 , 科研项目作业可能成功 , 也可能失败 , 最

终的技术经济效果较难事先预计 , 在科研计划的执行过程

中 , 具有很多未知因素[1]。

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实验过程与物质生产企业的生产

过程虽然不同 , 但在科研活动中所耗费的科研费用 , 按其

经济内容划分 , 也同样包括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报

酬这样三大类的费用。科研单位的科研课题成本项目[2], 按

照《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要求 , 必须按照财政部制

定的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科目中规定的目级科目, 设置课题

成本核算的成本项目。

2 科研成本动因分析

为深刻剖析隐藏在科研项目研发成本之后的推动力 ,

我们根据科研项目成本动因在企业资源流动中所处的位

置 , 可将其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资源动因计量各作

业对资源的需要,用以将资源成本分配到各个作业上;作业

动因计量各成本对象对作业的需求,并被用来分配作业成

本。针对科研工作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 结合研发项目的风

险性 , 运用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是找出引起成本发生的作业

与资源之间的联系。为此,只有通过对科研项目的整体作

业流程进行划分,确定各作业中心相应的具体作业,再依据

成本动因基础因素,进行成本动因的分析及选择,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成本动因的数量描述。而对于作业流程,可以划

分出非常多的作业中心及繁杂的作业点 , 实际上由于有很

多作业流程的资源量是无法统计的 , 我们先选择出相对独

立的、对产品的形成影响较大的主要作业 , 然后再确定作

业中与主要的成本消耗相关性较大的成本动因来进行作

业成本核算。

作业成本计算是一个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

它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及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最

终计算出相对真实的产品成本[3]。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普兰( Kaplan )开创性地提出成本动

因理论以来 , 成本动因理论立刻成为管理会计理论界研究

的焦点。以往理论研究 , 只重视定性分析 , 忽视定量分析 ,

研究重点是成本动因的概念及如何为每个作业选择最合

理的成本动因[4]。纯粹从作业的定义出发 , 一个企业可以确

定数百乃至上千个作业。 按这些作业逐个建立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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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并为它们选择成本动因, 可以使计算结果非常精确 , 却

大大增加了收集、储存和处理信 息 的 成 本 ; 同 时 , 数 据 收

集、报告、原始资料评价错误及不同系统不同成本动因的

冲突等 , 都可能造成产品成本计算的错误 ; 另外 , 对过多的

成本动因进行计划和控制 , 产品成本的计算会变得既无效

率又无效果。

高质量成本信息的特征是及时、高精度和纯粹性的,

成本动因选择反映了精确性(含纯粹性)与实行成本之间的

权衡。为了提高精确性,对每项作业消耗的资源或产品(服

务)消耗的作业,都需精确地选择相应成本动因 , 高的精确

性必然产生高额的实行成本。但为了使实行成本最低,大

量混合成本信息又会牺牲成本信息的纯粹性和精确度,两

者都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因此依据科研项目的实际作业

流程( 如图 1 所示) , 为达到两者的协调 , 我们运用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在相对准确理念下将研发活动归集为四个作

业中心,即立项、设计、试验和结项 , 对于每一项作业的动

因,都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该项作业的作业量;其

二是影响该项作业的成本动因基础因素。立项阶段是通过

现场咨询、问卷调查等调研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经过分析

进行相关决策。该作业中心主要包括以下具体作业项目:

会议、数据采集和差旅 , 其消耗的资源是人工 ; 设计阶段是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研究 , 形成准确、完善的计算模型和方

法, 提出具体实施方案。该作业消耗的资源主要也是人工;

实验阶段分为室内实验和现场实验 , 是把研究成果形成具

体的可操作的软件、产品或实用技术 , 并进行实地测算 , 以

检验研究成果的准确性。该项作业消耗的资源是设备、人

工和材料; 结项是通过编写报告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验

收。该作业消耗的主要资源还是人工。

图 1 科研项目作业流程图

通过分析研究科研项目作业成本产生的原因 , 考虑到

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中对目级科目的分类 , 把科研成本项目

归集为人员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固定资产购建和大修理支出。为了使我们在科研项目

成本核算中对各个成本项目的核算内容在各个单位、各个

课题之间具有相对的可比性, 也便于在单位内部进行成本

考核 , 按照采用成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确定价格或收

费的标准 , 再把资源科研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过程中。

为了恰当地选择资源动因以真正反映资源耗费和科研作

业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成本信息精确性与信息加工成本之

间寻求一种平衡 ,在这里把人员支出 , 即科研课题所耗费

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 作为影响资源动因选择的本质因

素 , 并做出相关诠释 : 即核算支付给课题研究和辅助人员

的固定工资 ; 按照国家规定支付给科研及辅助人员的津

贴、补贴及各种奖金; 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金、医疗保险

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费 ; 加班费、病假工资、编外长

期聘用人员及临时工工资等。

3 科研成本动因实证研究假设及样本描述

过去学术界对成本动因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

定性分析。这种方法不能确定成本动因的最优数量 , 而且

缺乏逻辑推理和系统化的证明 , 因而说服力不强 , 也无法

揭示成本动因理论的本质。

虽有学者认为成本动因的数量对作业成本系统具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采用数量分析方法来研究成本动因的

论文却寥寥可数 , 研究方法的局限只是表面现象。因此 ,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 , 应该在不牺牲过多成本精确度的前提

下, 寻求使取得、积累、管理成本动因所需信息成本最小化

的成本动因合并理论, 使成本动因理论不但能够解释成本

发生的原因 , 而且能够确定成本动因的最优数量 , 在兼顾

成本计算的精确性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企业成本管理系统

的复杂性 , 从而推动 ABC 在企业成本管理系统中的实施。

本文拟参照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费用要素和成本项

目的理论, 结合科研课题成本核算的特点来研究科研费用

的构成要素和科研课题的成本项目。

3.1 研究依据与研究假设

将作业成本法运用于科研项目就是以作业为对象, 在

对作业进行有效性和增值性分析的基础上 , 尽可能消除

“非增值作业”, 改进“创造价值的作业”, 利用作业成本法

提供的成本信息 , 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 与企业过

程管理相结合 , 更好地发挥决策、计划、控制作用[5]。

作业成本的实质就是在资源耗费与产品耗费之间 , 借

助作业这一“桥梁”来分离、归纳、组合 , 然后形成各种产

品成本。作业成本核算是一种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

本依据 , 根据产品生产或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和形成的

产品与作业的关系 , 对成本发生的动因加以分析 , 选择

“作业”为成本计算对象[6], 归集和分配生产经营费用的一

种成本核算方式。

引起成本( 费用) 变动的因素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这

些因素都要被确定为成本动因,根据重要性原则和充分性

原则, 考虑成本动因与作业中心资源消耗的相关程度、计

量成本 , 结合科技开发具有创造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 先

选择出相对独立的、对科研项目的形成影响较大的主要作

业 , 再确定作业中与主要的成本消耗相关性较大的成本动

因来进行作业成本核算。

选择成本动因时,应合理确定成本动因的数量 [7], 由于

研发作业消耗的主要成本动因可以选择为人工 , 因此本文

中我们以成本项目中人员支出为分析对象 , 探索科研项目

成本和人工耗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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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作业成本法对科研经费支出的分析例子

序
号

作业内容 工作量
人工数

( 人·天)
费用

( 万元)

1
国内外 X80 及高钢级管线钢的研究开发和工程应用
情况调研

国外(加拿大、欧洲、日本)调研 1 次,15 天 *2 人;国内

钢厂、管厂调研 5 次,6 天 *2 人 *5 次
95 19.5

2 X80 管线钢板卷、宽厚板、螺旋埋弧焊管和直缝埋弧
焊管技术规范审核和修订;

审核、修订、报批标准文稿,2 人 *10 天 20 2

3
同内试制 X80 管线钢板卷、宽厚板、螺旋埋弧焊管和
直缝埋弧焊管质量检测和试验评价

机械性能试验 850 件 30 人·天;金相和化验 60 件 30 人·
天;无损检测 10 根 10 人·天;腐蚀试验 20 套 20 人·天

90 30

4
国内 X80 管线钢管制管厂资质审查、专家测评和鉴
定会

资质审查 2 人 *9 天

专家测评 2 人 *3 天;鉴定会 5 人 *2 天
34 6.7

5 冀宁联络线 X80 管线钢管段安全性和可行性分析; 计算分析 1 人 *10 天;报告撰写 1 人 *5 天 15 3.5

6
制订冀宁联络线 X80 焊管生产质量控制方案;现场应
用技术服务、技术支持;

制订质量控制方案 1 人 *2 天

现场技术服务 2 人 *6 天
14 3.5

7 驻厂监造
华油钢管公司 5 人 *30 天;巨龙钢管公司 5 人 *25 天

宝鸡石油钢管厂 5 人 *30 天
425 24.8

8 国内外相关资料文献全面检索、调研
加拿大 TESCO 调研 1 次,1 人 *10 天; 文献检索,2 人

*30 天
70 7.52

9 套管钻井套管柱屈曲和弯曲行为研究
临界载荷预测模型,弯曲井段套管柱应力极限分析,6
人 *150 天 900 28.12

10 套管钻井套管柱摩阻和扭矩计算研究 形成比较准确、完善的计算模型和方法,6 人 *130 天 780 21.88

11 特殊螺纹接头的设计及预防螺纹失效研究
设计出适用于套管钻井的特殊螺纹接头,并提出预防
螺纹失效的具体方法和实用措施,3 人 *140 天 420 22.85

12 套管钻井套管柱振动及减振技术研究

针对不同底部钻具组合、不同钻井方式、不同钻井参
数下套管的振动特性开展研究,在建立各自振动模型
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减振措施和方法,3 人 *120 天

360 9.49

13 套管钻井用套管的适用性评价
通用材料性能和实物试验等方法,对套管钻井所用的
套管的适用性进行分析评价,8 人 *230 天 1 840 99.83

14 完钻后,套管选用性分析研究
钻井后含有外磨损或裂纹等缺陷的套管的强度进行
分析研究 ,预测其剩余使 用 寿 命 ,确 定 其 是 否 仍 然 适
于作为完井管柱,8 人 *130 天

1 040 32.16

15 建立套管钻井参数优选模型研究和现场应用
在综合考虑钻压、转速和水力参数的基础上 ,建立套
管钻井参数优选模型,6 人 *90 天 540 16.15

16 报告程序 及时编写、上报各种进度报告,验收鉴定,1 人 *30 天 30 2.00

17
塔里木油田西气东输集输管线腐蚀环境和适用防护
措施调研和初步筛选;辽河油田茨榆坨釆油厂集输管
线的腐蚀情况调研

塔里木油田现场调研 5 次,6 天 *4 人 *5 次

茨榆坨釆油厂调研,10 天 *2 人
140 6.00

18 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查询,参加会议研讨 资料调研、查询,2 人 *15 天;参加会议研讨 2 人 *5 天 40 5.00

19
实验室实验对目前在集输管线上可能采取的防护措
施的筛选

不锈钢内衬管 3 人 *20 天;玻璃钢内衬管 3 人 *20 天

内涂层管 3 人 *20 天;镍磷镀管 3 人 *20 天

三元复合镀管 3 人 *20 天;添加缓蚀剂 3 人 *30 天
420 79.00

20
对目前在集输管线上可能使用的几种材料进行模拟
塔里木油田现场环境的腐蚀实验,预测了平均腐蚀速
率以及材料可能的腐蚀形貌

20 号钢,3 人 *15 天;45 号钢,3 人 *15 天;16Mn,3 人 *15
天;304 不锈钢,3 人 *15 天;316 不锈钢,3 人 *15 天;
1Cr18Ni9Ti,3 人 *15 天;2205 双相不锈钢,3 人 *30 天

360 72.00

21
对 国 内 可 以 生 产 西 气 东 输 集 输 管 线 用 2205 双 相 不
锈钢和复合钢管的企业进行调研,确定了国内生产大
口径 2205 双相不锈钢的企业

国内各钢厂进行调研 3 人 *15 天 45 3.00

22 协助塔里木油田制定了订货补充技术条件, 其中包括化
学成分、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等多项技术指标的确定

技术条件制定 3 人 *45 天 135 14.00

23
模拟腐蚀环境中研究了未酸洗的焊道在现场环境中
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酸洗试验 3 人 *45 天 135 40.00

李志学, 雷鸣: 科研活动成本动因实证研究

3.2 研究变量的选择与回归模型的构建

在研发项目作业中建立人工耗费 x 与成本动因 y 的

一元线性回归( 模型) , 当 x 取固定值时,y 服从正态分布。

假设 H0: β=0

如果 H0 成立 , 认为科研项目成本与人工耗费之间无

线性相关性 , 线性回归不显著; 否则认为线性回归显著。

3.3 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通过两个变量的观测数据来整理和分析科研项

目成本与人工耗费之间存在的关系, 现以 2005 年石油管

材类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的 23 个统计数据( 见表 1) 作为研

究样本, 运用偏度分析的方法剔除偏度发生显著变化的异

常样本 1 个( 即 23 号样本) , 借助计量经济软件 Eviews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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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Research on cost dr iv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st driver optimization theory into the research on cost contro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ets

up the model of cost driver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cost and the quantity of manpower activity. Meanwhile base on the samp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ems of petroleum pipe & material, it applys the way of practical research it proof- test the hypothesis of lineari-

ty correl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cost and the quantity of manpower activity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cost; cost driver; practical research

算工具经过回归分析和模型修正 , 建立以下数学模型:

lny=βlnx+c

应用最小二乘法,即不管两个变量是不是随机变量,纯

粹从观测数据来建立两者关系的一种经验方法 , 计算结果

见表 2。

表 2 应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结果

R2 值 0.7005609 D.W 值 1.6899356

调整 R2 值 0.6855889 T 统计量 6.8404346

标准差 Se 0.6855889 F 统计量 46.791546

由此可以得出回归方程:

lny*=0.657 lnx - 0.75

( 6.84)

自变量 Lnx 与应变量 lny 构成的散点图见图 2。

图 2 自变是 Lnx 与应变量 lny 构成的散点

可以看出 , 方程总体线性显著 , 样本回归线与样本观

测值拟合度的度量指标 R2=0.7005, 说明估计的样本回归

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观测值 , 即人工耗费对科研项目成

本的解释能力强,模型具有较好的统计性质。

3.4 实证研究假设的统计检验

最小二乘估计值 β是由 x 和 y 的样本观测值求出的,

为了确定它们的可靠程度,有必要进行显著性检验。这种

检验是确定 β是否显著地不同于零 , 亦即检验样本是否取

自其真实参数为零的总体。

对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用 t 检验。给出显著

水平为 α=0.05,查表得临界值 t1=2.08,由上述估计结果可知

t统计量t0>t1, 拒绝原假设 H0, 接受备择假设 , 表明解释变量

x 对 y 有显著影响 , 线性回归显著。

4 结论

以上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研项目作业成本回归模

型通过了 T 检验 , 科研项目成本与人工耗费变量线性相

关 , 验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 , 这说明该预测模型的预测精

度较高 , 对科研作业成本的预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

此 , 在进行科研经费预算时 , 我们可以通过细化人工支出

来估计科研费用 , 例如: 将人员差旅费用作为作业动因 , 把

出差人员化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其他等类别 ,

相应每一类制定有标准定额 , 以此估算科研项目的费用。

我们的研究立足于所得到的样本数据值 , 由于系统和

非系统误差 , 样本和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本文研

究样本量的局限性,对科研项目成本因素所设定的变量因

此仅仅限于层面, 建立的回归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 所

以仅仅根据两个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确定变量间的关系 ,

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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