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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管理会计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
韩英霞■

（一）科研经费使用存在的问题

针对经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不少项目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科

研经费监管的文件，项目承担单位在修

订制度、完善经费核算程序、加强内部

审计等监督检查方面不遗余力，但随之

又引发了新的矛盾，科研人员怨声载道，

财务部门饱受诟病，行政成本、制度成

本大幅增加的同时，还可能影响科研人

员申请项目的积极性。

从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经费管理层面

来看，通常情况下，项目承担单位在应

对经费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时，一般要求

财务部门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定制度、

完善审批程序入手加强监管，从而导致

行政色彩浓重，管理过于死板。总体来

看，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在科研经费

管理方面的缺位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

现：科研经费预算编制参与不足，财务

与业务脱节导致执行偏差；财务人员不

了解科学研究内容，对项目的个性认识

不足导致经费监管过程中产生矛盾；财

务流程化管理过于死板，容易引起科研

人员的反感等。

从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现状来看，科

研绩效评价单一、不全面，公平性、准确

性不足也导致公众理解有失偏差。比如

科研绩效只停留于发表论文、专利等形

式，对科研经费带来的隐性效益，如科

研设备的共享情况、科研项目带来的人

才培养效果、社会服务、潜在科技成果

的转移转化等反映不够。

（二）运用管理会计加强科研经费管

理的几点建议

具体来看，执行管理会计的核心主

要包括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和绩效管

理，而不同环境下所采取的具体工具又

有所侧重。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来

说，可以从预算编制、核算流程服务和

数据服务方面应用于科研经费管理。

1.编制预算突出参与性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所谓参与性

预算是指预算执行者参与预算编制和预

算执行结果评价的过程，参与性预算是

满足组织成员受尊重和自我完成需要的

手段，它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财务

人员对科研项目的开展过程缺乏了解，

当对报销票据的真实性、相关性无法做

出准确判断时，容易产生“武断”现象，

因此需要财务人员参与到科研经费预

算的编制中，按照科研项目目标—— 任

务—— 需要的经费支持—— 编制预算需

求的流程，加强财务与业务沟通。财务人

员参与预算编制，还可以发挥财务人员

对财经政策了解多、对数据敏感的特长，

适时给予科研人员指导，实现优势互补，

使得预算编制结果更为科学和有效。

2.信息系统助力核算流程控制

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展了财务信息

化建设工作，但是个别高校还存在“信息

孤岛”现象，财务、人事、科研、学生和

资产等部门各自使用独立的信息系统，

每个信息系统有独立的数据库、操作系

统和用户界面，缺乏顶层设计的信息化

导致不同部门间的数据信息不能共享，

信息交流的一致性和及时性无法保证。

对高校来说，引入财务共享理念，

构建以人为本、便捷化的财务信息系统

可以有效提高经费的使用和监管效率。

因此，笔者建议基于共享理念构建信息

平台，实现财务、科研、资产、人事等部

门必要的信息共享，辅之于电子票据管

理系统、OA系统审批，将科研人员从繁

重的财务入账、立项、报销、决算数据采

集中解脱出来。同时，建立财务分析决

策支持系统，设立预算执行分析子模块，

及时向科研人员适时推送预算执行动态

数据，协助科研预算执行。

3.为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提供数据

支持

绩效评价的方法和内容是否科学

日益受到科研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关

注，对科研项目的评价需要建立一个行

之有效的科学系统。目前对科研项目的

评价通常以项目合同中约定的量化产出

为依据，结合经费使用情况和承担单位

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而对科研经费

的外延效益未予显性化关注。科研经费

带来的隐性效益，比如科研设备的共享

情况、科研项目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社

会服务、潜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等反

映不足。

对项目承担单位来说，制定适合于

单位自身的绩效评价系统更为重要。笔

者认为，财务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

实现评价支持。如将财务与资产系统信

息交换可以有效提取科研经费产生的

设备等资产情况；与科研项目管理系

统衔接，将科研经费报销专利费数据与

科研系统的成果登记对接，提供成果信

息统计支持；财务人员参与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过程，为成果转化提供财务支

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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