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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壮志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杭州 310053）

【摘要】随着科研在高校的不断发展以及重要性的不断提高，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已成为高校财务管理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高校屡屡爆出的科研人员的负面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科研经费管理的担忧，加深了人们对

科研经费管理的思考。针对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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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年均增速在 20%以上，

2012年更是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国家财政科技支

出就高达 5 600.1亿元。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

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和企业的各种科学研究活动

中，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不断增加，然而

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过程中却屡屡爆出违规违纪新闻，

如超预算超标准超范围支出经费、报销个人家庭消费用

品、违纪公款吃喝玩乐、伪造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

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虚构合同转移资金等等。

针对违规违纪的问题，政府各级部门也出台了不少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贯彻

执行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

知》、科学技术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

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浙江省财政厅等 3部

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科技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

若干意见》、浙江省监察厅等4部门《浙江省科研经费使用

信息公开办法的通知》等。各项规定的出台，加强了科研

经费管理，在保障科研经费安全、合理、高效使用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应对。

一、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科研管理规定众多，缺乏统一性。高校科研经费来

源渠道较多，既有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又有来自政府各级

部门的。为了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管理，不同的部门分别出

台了不同的管理规定，比如国家层面的有：科技部出台的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863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和《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全国社科规划

办出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省

级层面的有：以浙江省为例，省科技厅出台的《浙江省省

级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省教育厅出台的《浙江

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省财政厅出台

的《浙江省省级预算单位课题研究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办

法》等。由于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众多，并且规定不完全统

一，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均无疑加大了科研经费管理的

复杂性。

2. 科研经费的预算缺乏合理性。大多数的科研人员

在填写课题申报书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项目申报能否

成功以及能够争取到多少经费。而在经费的预算方面，由

于缺少财务专业方面的知识或者不够重视，往往随意填

之。虽然目前很多科研项目任务书会要求财务部门签字，

但更多的时候只是走个形式。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事后进

行签字而不是事前，就算发现有些预算不合理，要想修改

也很困难。或者虽然是在事前，但由于高校基本上都没有

设置专门的财务人员进行课题经费的管理，也就不可能

对课题的预算进行深入的了解，仅就关键指标有没有超

出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审核。

从理论上讲，预算的申报应该是根据课题的实际需

求进行测算的，但很多课题项目，在给予经费支持额度的

时候，事先基本上已经有一个框定的额度。这样一来，课

题申请人在申报预算的过程中，就会将总额度按一定比

例或比较随意地分解到各个开支的科目。在这样的情境

下，编制的预算质量难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也就为

日后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

3. 科研经费内容与高校会计制度科目设置不一致。

科研经费开支范围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

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

费、会议费、合作协作研究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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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数据采集费

等；间接费用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题研究提供

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

用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但高校会计科目设置与

科研经费内容并不一致，仅有部分内容一样，而且有些名

字看似一模一样，内涵却有差异，并不能一一对应。比如：

科研经费中的差旅费既包括会计科目中的到外地出差的

费用，又包括市内的交通费；科研经费中的数据采集费，

在会计科目中可能体现为劳务费、材料费等等。因此在具

体核算科研项目时，不少高校通常仅针对课题经费总额

进行管理，不能对各项费用按预算额进行分类支出控制，

也就使得预算精细化控制并没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样既

影响了科研经费管理的效率，又容易造成课题经费财务

决算不合格、无法通过经费审查的被动局面。

4. 课题研究周期与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要求的期限不

一致。财政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在实行国库支付后，一般

都严格限定使用年限。如：浙江省财政规定，连续两年未

使用完形成的项目结余，财政将收回用于安排下一年度

省级部门的项目支出预算，或收归财政用于平衡总预算。

但不少课题研究周期比较长，要超过 2年、3年、5年甚至

更长，而且这些项目经费指标下达的时间比较晚，甚至在

年末才下达，实际用款时间只有 1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有效用款的难度，为了避免经费被财政收回，科研

人员一般都会想“办法”将科研经费使用完。

二、对策建议

1. 制定统一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加强宣传并落到

实处。各高校应根据上级的文件规定，制定学校统一的管

理办法。由于上级规定众多，学校应将各规定进行梳理和

整合。对于规定中不一致的地方，不同经费来源执行相应

的规定；对于规定中不明确的地方，学校应进行明确细

化；涉及“三公”及会议、差旅等经费，应同行政经费一样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加强和组织科研管理者、财

务人员、科研人员等进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学习，让多方

共同遵守规定，尤其是对科研人员，要加强对其引导和规

范，改变其固有的一些错误观念。如：有的科研人员认为

科研经费是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管理上应该比其他

经费要松一些。

2. 强化预算编制管理。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是

保障科研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强化预算编制管理就是

要求以科研项目负责人为主体，财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

共同参与编制预算。首先，项目负责人在编制预算时要明

确研究任务，紧紧围绕研究目标、技术路线、研究周期等

合理、细致地编制预算，具体到每一项可能的经费支出。

其次，编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财务人员的作用，加强对

科研项目负责人的指导，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准确

性。最后，与科研部门进行反复论证，调整数据，形成编制

结构合理的细化预算。这种方式使预算既适应研究工作

的需要，又符合财务的各项规章制度，有利于预算更为客

观、合理、准确、科学，保证预算的可操作性，有利于项目

按计划实施和通过财务验收。

3. 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预算执行的精细化、动态化

管理。由于科研经费内容与高校会计制度科目设置不一

致，部分财务软件或老版本的软件仅能进行科研项目经

费总额管理和控制。面对少则几百个，多则成千上万的课

题项目，如果依靠人工管理，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

错，显然是不现实的。要想妥善处理科研经费内容与会计

科目不一致的问题，实现项目的精细化、动态化管理，就

必须对财务软件进行升级换代。同时，搭建财务软件和科

研管理系统相对接的信息平台。财务软件可以从科研管

理系统取得预算数据，同时又可以将执行数据回传到科

研管理系统，财务人员能够高效准确地对每一项预算和

支出进行审核，科研人员也可以实时查阅科研经费的各

类指标预算、实际支出、结余等情况，从而根据项目的进

展情况、预算编制情况及时调控支出内容。

4. 经费使用周期应尽可能与课题研究周期一致。由

于经费使用时限已到，而课题研究周期还未结束，客观上

就逼迫科研人员做假，可能会报销一些与课题无关或未

到结账期限的发票等。因此，建议尽可能保障课题经费能

够及时下达，同时对研究周期较长的项目能够延长使用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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