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撷英集萃

78

制约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陈晓群

续繁琐，审批部门多，会延长采购时

间，耽误科研周期；招标遵循低价中

标原则，一旦出现恶意竞标，会造成  

流标。

（三）保障政策不利于科技成果转

化。科研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成果的转化

应用，这需要相应的保障政策，如知识

产权保护政策、科研创新激励政策等，

而现行的保障政策不够完善，特别是缺

少与研发成果转化收益直接挂钩的激励

政策，导致科技成果在向生产力转化时

动力不足。

为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科研

单位和科研人员释放创新活力，提出如

下对策建议：

（一）适度增加科研项目预算管理

弹性，给科研机构和人员留出必要空

间，保持科研活力。一是适当简化科研

项目预算编制，允许在项目预算中编列

一定额度的不可预见费；二是适当增加

预算调整的灵活性，给科研单位更大的

自主权，允许在预算额度内进行科目调

剂；三是适当放宽预算执行的细节控

制，科研项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科

研经费购置与本项目相关的计划外的材

料、设备等。

（二）调整科研专用设备政府采购

管理办法。建议在《政府采购法》的制度

框架下，适度放开科研非标专用设备的

政府采购范围，精简采购程序，并分类

对待。尝试采取“白名单自主采购”方

式，即授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

相关行业协会进行同行评议，将经行业

专家认可的、有信誉度的设备仪器供应

商纳入白名单，便于科研单位在白名单

中自主采购非标专用设备，提高采购效

率，保证产品质量。

（三）落实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

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一是抓紧出台股权

转化激励机制的实施细则，制定允许科

研成果入股或员工持股的具体办法；二

是通过财税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成

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或借助产业扶持基

金加以支持；三是在创新资源集聚地

区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人才管

理改革试验区；四是鼓励地方政府设

置专项经费，用于支持重大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五是鼓励部属的院校和科研

院所与地方协同创新，将其融入当地创

新改革试验中，享受与地方科研机构同

等的政策待遇。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辽宁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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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科技创新在经费预算编制、

政府采购、成果转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

问题，限制了科研机构的壮大和科研人

员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科研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一）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制度不利

于科研人员自主权的发挥。科研项目的

预算编制要求预算周期与项目实施周

期保持一致，并不得编入不可预见费。

但实际上，重大科研项目周期均为1年

以上，对于周期为5年的课题来说，在

预算编制初期对科研周期内发生的费

用进行准确估计是很难做到的，大型科

研课题从立项到实施直到最终完成，往

往是跨年度、多部门共同合作的结果。

同时，科技研发过程本身是一种探索性

工作，具有不确定性，对于课题所需消

耗的材料费、分析测试费等费用的预估

也具有不确定性，很难在预算编制初期

预测准确。

（二）政府采购规定不利于科研非

标设备购置。目前，科研单位所需的科

研设备要通过政府采购进行，履行固

定的招投标程序。其中，通用设备和标

准器件以政府采购方式能够满足需要，

但对于大额专用非标设备采购却存在

一些问题，如因政府采购程序复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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