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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财政科技投入模式
叶学平  牟发兵

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

技术在各种竞争中的地位显得更加 重

要。实践表明，科学研究和开发以 及

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 商品 和现 实 生产

力，进而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有效地加 大财政科

技投入，是政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

的一个必要而且十分重要的手段 ，有

助 于加 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但是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

公 共财政，探讨促进科技发展的财政

投入问题，并不是盲目地追加 对科技

的财政投入，而是要考虑财政科技投

入的范围、方式和提高财政科技投入

的效 益。

为此，应科学设计我国财政科技

投入模式：以 “政府主导型” 作为过

渡模式，逐渐向 “企业主导型” 转变，

最终实现 “以 财政 为引导，以 企业为

主导，以 社会筹资为补充，以 政府为

督导”的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模式。具

体措施是：

1. 建立投入数量递增机制，保证

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坚决贯彻 落

实《科技进步法》和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 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的精神，稳步增加 财政科技投入的总

量，确保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必须高

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财政科技投

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的增长幅度，建立财政科技投入总量

逐年递增机制，充分发挥财政的主渠

道作用和导向作用，促进我国科技事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 建立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拓宽

科技资金来源 渠道。在大力增加 财政

科技投入总量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

建立以 政府投入为主导、企业等其他

非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多形式、多渠道

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不断拓宽科

技资金来源 渠道。充分利用财政的经

济杠杆作用和融资功能，建立多元化

投 融资体制，拓宽投融资渠道。
3.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提高

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按照公 共财政

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界定财政资金在

科技投入中的方向和范围，满足社会

公共性 支出的需要，逐步退出竞争性

和服务性领域。按照 W T O 反补贴协

议规定，财政科技投入应定位在基础

性研究、原始 性创新、世界前沿的共

性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关键技术

创新的范围。财政科技投入应逐步弱

化 对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工 程化、商

品 化 等属于企业行为的资金投入。
加 快事业单位 支出改革，合理界

定财政对事业单位 经费的供给范围和

比例。对公 益性事业单位 ，在科学界

定定额标准的基础上，根据财力的状

况，将支出增幅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

内，确保公 共支出的需要。对有收入

的半公 益性事业单位 ，要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积极引导和

鼓励 社会资金的投入。
对公 益性研究项 目 ，要加 大财政

的投入力度，并重点支持基础研究、

社会公 益和农业研究、高技术研究以

及其他影响地方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

的共性和关键性技术研究。并结合我

国的科研体制改革，把公益性科研单

位的开发部门剥 离出来，推向市场，

与财政脱钩。科技主管部门在制定科

技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基础研究

计划、应用研究与开发、产业化推进

计划之间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切

实避免各类科技资金在计划制定与项

目安排上可能出现的分割、重复以 及

“撒胡椒面”等问题；适当提高基础研

究经费的比例。
同时还应明确划分省、市、县各

级财政科技投入支持的重点，搞好财

政科技支出的衔接与协调，优化科技

资源的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更好地促进地方科技事业的进步

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4. 建立协调、统一的财政科技资

金管理体制，健全财政监督机制。在

国 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尽快建立

一个协调、统一的财政科技资金管理

体 系，统一归口 管理科技资金，提高

分配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协调性 ，

避免政 出多门 ，出现管理上的分割和

使用上的重复问题。通过统筹协调，

做到相互衔接、沟通和互补，可以 把

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集中资金办

大事，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 率。
要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明确

财政监督的内容和责任。建立立项审

批制度、完善基金制、合同制、课题

制和招投标制、专 家信 用管理和回 避

制度、项 目 网上办公 制度、追踪管理

制度及对经费实行监督检查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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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督职能，加 强科技经费管理 ，

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 用效 益。

5 . 规 范财政科技资金的预算管

理 ，提 高预 算分配的科学性 和合理

性。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全面构筑以

部门预 算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的预 算管理运行机制。将部门预

算作为预算编制的基础组织形式，将

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统一编制到

使 用这些资金的部门 ，保证部门预 算

的 完整性。同时专项资金预算也由财

政部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决定，将

预算编制到具体项目，有利于加 强项

目 资金管理 和及 时拨款。
提 高预 算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

性 ，全面提 高预算编制的公 开性 ，增

强透明度，促进财政资金分配的规 范

化 、程序化 ，优 化 财政 资金 支出 结

构。同时，要强化预算管理的监督约

束机制，提 高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对

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预 算实行综合

管理，将财政预算内拨款和预 算外拨

款统一作为单位预算收入，核定单位

支出需要，统一安排预 算内外资金，

充分发挥财政的综合效益。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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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完善

石化龙

海南农垦是解放初期为了粉碎

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橡胶上实行封锁禁运的阴谋、“建

设我们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 而成

立的具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几

十年来，累计生产橡胶产品 400 多万

吨，上缴税利 50 多亿元，投资回报

率达 1 38% ，橡胶产品替代进口为国

家节约外汇 30 多亿美元。对增强国

家自力更生能 力 ， 支援工业建设和

国防建设，改善人民生活都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自 1 990 年 7 月起，农垦

企业实行系统内养老保险统筹，所

有职工都建立了个人账户。2002 年 9

月，改变差额缴拨的做法，实行全额

征缴，并建立了农垦系统养老保险

基金财政专户，对养老保险基金实

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从 1990 年 7 月建立企业内部养

老保险统筹制度以来，海南农垦企

业在职缴费人数由统筹初期的 39 万

人降至 2003 年 9 月底的 20.95 万人，

离退休人员则由统筹初期的 8.9 万人

增至 16.44 万人，抚养比仅为 1.42∶

1，远远达不到 3∶ 1 的最低限值。在

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后，养老保险基

金仍年年有缺口。2003 年 1 — 9 月全

垦区从业人员 20.95 万人，人均月缴

费工资 366 元，年缴费工资总额 9.2

亿元，应收养老保险费 2.3 亿元，离

退休人员 16.44 万人，月人均养老金

35 1 元，年支付养老金 6.9 亿元，收

支对比缺口 4.6 亿元，中央转移支付

补助 2.7 亿元后，仍缺口 1 .9 亿元。
为筹集 资金弥补养 老保险基金缺

口，海南农垦各农场自 1990年至 2002

年底，通过银行贷款、占用生产资金

等方式累计垫发养老金 17 .2 亿元，

仅 2002 年共垫付了 1.25 亿元。另据

记者了解，截止到 2003 年 10 月，农

垦总局已累计拖欠退休人员养老金

5.23 亿元。
造成农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缺

口 大 、拖欠严重以 致出 现支付危

机，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金低等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职

工缺乏 养老金 积累而形 成历 史 欠

账，另一个原因是垦区企业经济效

益较差（前几年受市场影响，经营普

遍亏损 ），职工实际收入低（ 缴费工

资低 ），提取上缴的养老金难以支付

日益增长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养老基金的巨大缺口及大量 、长期

拖欠，一方面将危及社会保障制度

的顺利实施，另一 方面随着农垦企

业养老保险纳入全省统筹，必然冲

击海南省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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