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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立医院的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耿晨菲 王英斌■

（一）问题分析

1.经费渠道广，制度繁杂。目前国

内掌握科研经费的部门很多，既有科技

部、卫生部等部委机关，也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代政府管理科技工作

的事业单位，各部门又下设各类基金，

各基金都制定了独立的科研经费管理规

定。虽然公立医院科研人员取得的课题

集中在医学研究领域，但由于研发阶段

差异、目标差异等原因，经费来源非常

广泛，所涉及的经费管理制度和规定更

是数量繁多，在管理上存在困难。

2.预算脱离实际。理论上科研人员

制定出研究方向和技术路线后才能确定

研究所需的经费种类和规模，然而预算

申报要符合所申请科研基金要求的经费

科目和比例限制，就有可能与实际研究

所需存在差异。此外为了最大可能获得

经费资助，在实际申报阶段多头申报现

象频发。与此同时，很多课题负责人同

时掌握多个课题，经费支出混乱，使得

项目经费独立核算流于形式。

3.行政部门管理重叠或真空。科研

项目申请、执行、结题等流程由各部门

分别管理，如科研处着重管理项目申报、

督促科研项目执行、管理结题验收，做

好科研信息传递、科技成果统计和管理

工作；财务处主管课题经费相关事宜；

审计处负责项目监察，后勤处负责设备

购置、材料采买等事宜。在难以明晰职

责范围或各部门协调困难时，可能会出

现多头签字管理或都不负责的情况。

4.考核制度不健全，重立项轻结项。

项目立项数、经费资助规模、发表文章

数量等目前成为考核单位以及科研人员

科研能力的核心指标，立项数和经费规

模备受重视，导致科研人员重立项，轻

视项目执行和结项。

5.突击花钱与结余经费长期挂账并

存。在课题执行过程中，经费执行进度

难以与预算保持一致，项目组成员往往

在项目执行前期支出较谨慎，使得接近

结题时剩余大量经费而加速支出，购买

大量试剂或购进设备。与此同时，课题

结题但结余经费长期挂账的现象也时有

发生，由此导致结题经费挂账时间长，

支出混乱，规模庞大。

（二）改进建议

1.整合经费管理制度。笔者认为，

要想从根本上打破目前条块分割的科研

基金管理格局，从长期来看，需要减少

管理部门及相应的制度规范，从短期而

言，建议从制度整合入手，出台一套或

几套通用的明细经费使用规范，若基金

管理部门对个别科目有特殊规定，可另

行出台针对个别科目的使用规范。此举

可大幅降低管理和执行难度，有利于实

现精细化、专门化管理。

2.提高预算编制能力，整合项目申

报途径。预算体现项目实际需求、执行

阶段实质上独立才能使经费支出独立核

算不流于形式。科学研究本身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完全精确预计经费支出情

况的确存在困难。然而近年出台的多个

经费管理政策已经考虑到科学研究的不

确定性，这为合理编制预算做好了制度

铺垫。同时，为解决预算执行混乱问题，

需要从改善基金管理格局入手，做到一

个领域同一个研究方向的课题申请对应

一个科研基金资助部门，将碎片化的资

助经费整合起来。

3.行政科室加强沟通、利用信息化

手段强化管理能力。笔者建议从制度建

设着手，加强各科室领导之间的沟通，

完善权责分配，减少实际工作中的冲

突。此外，应加强各部门工作人员对新

制度的学习力度，利用信息平台共享合

同、预算、经费支出等信息，并建立完

善的科研管理系统，将会计科目与课题

预算的经费科目通过科研管理系统相

匹配。

4.调整考核制度，变被动为主动。

笔者建议可从制度建设入手，调整考核

制度，将经费完成度、经费支出合理性

合规性、成果完成度，成果转化情况等

综合指标纳入考评机制，制定合理有效

的奖惩机制，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稳定

良性的科研环境，促进科研人员和科研

事业的长期发展。

5.结余经费分类统筹管理。本着节

约科研经费的原则，除某些特殊资助项

目外，项目经费有结余应常态化，留存

下来的结余经费可投入到其他与科研相

关的工作中。对于结题经费的管理需要

系统、全面、分阶段。由于科研课题持续

时间根据制度和实际需求的不同往往表

现为半年到数年不等，因此对于课题结

题后经费的管理也可以进行年份区分，

如可以三年为管理区分点，结题后三年

内原课题负责人仍有权利继续使用结余

经费，但使用方向仍应为科学研究支出，

结题三年后若仍有结余经费，可由单位

统一收回或重新分配。

（作者单位 ：北京肿瘤医院）

责任编辑 张璐怡

财坛快语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浅谈公立医院的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