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科 技 投 入 问 题

王丙乾

（一）

科技投 入是一种生产性投 入，因 为科学技 术是生产 力 ，而且是 第一生产 力。世界各国的经验

表明，要加速科技的发展，促 使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大效益，必 须有充分或较多的资

金投 入。对此 ，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十分重视的。早在 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

革的决定》中，就提 出要广开投 入来源，逐步增加科技投 入。在 1 988 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上，宋健同志代表国务院作的讲话 ，也 再次呼吁各级政府必须十分重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尽可能地增加对科技的投 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这几年国 家财政尽了很大努力 来增加

对科技事业的资金投 入。财政投 入主要采取 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资金投 入，即在国 家预算内安排

的科技支出，包括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国防科研经 费、其它部门科研支出和科研方面的

基建投 资等。据统计，“七五”时期国 家预算内安排的 科技支出总额 为 6 1 1.99 亿元，其中 1990 年

为 136.64 亿元，比 1985 年的 1 02.59 亿元增长 33.2% ，年均递增 5.9%。二是采取一些减税让利

的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加速技术进步和新产品 开发 ， 主要有如 下 几 项：（1）对工业企业和科研单

位研制销售的新产品 ，凡 列入国 家级 和省级 试制计划并经审批后可享受 1 —3 年减免产品 税 和增值

税的照顾；（2） 对科研单位技 术性 收 入和中间试验 产品 收 入在一定期间免征所得税 ，工业企业技

术转让收 入 30 万 元以 下的全部留给 企业，免征所得税；（3）允 许企业的技术开发费在成本中列支；

（4）企业可从留利中提取 新产品 试制基金；（5）允许企业按 销售额的一定比 例提取 新产品 新技术

开发费等十多项。初 步测算，“七五”时期这些优惠政策可使企业和科研单位提取 各种技术开发资

金达 600 亿元左右。如 果把上 述两项加起来，“七五”期间国 家用于科技事业的 资金投 入达1 200多

亿元。

由 于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以 及社会各界对科技投 入的普遍关注，“七五”期间我国科技投 入取

得的效果是显著的。按照统一的科技投入口 径 和计算方法，1990 年我国科技活 动经 费总额已达

300.5 亿元，其中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G N P）之比 为 0.7%。G N P 比 值代表一个

国 家科技创新活动投 入情况，是具有国际 可比 性的数 字。它表明目前我国在发展中国 家中属中等

水平。越 来越多的科技投 入，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发展，“七五”时期，我国科技队伍 和科研

机构不断壮大，科技活动获得全面发展，并涌现 出大批科研成果，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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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 步统计，1986— 1 990 年，我国共取 得科技成果80 000余项，是“六五”时期34 045项的 2 倍多。

这期间共有 324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 家发明奖，有 237 项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成果获得自然科学成

果奖，其中一、二、三等 奖 175 项，这些科研成果的取 得，将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

（二）

“科技投 入”不是国 家财政所能全部承担的，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各部门、各行业、各地

区、各单位要群策群力 地予以 支持。尽管 “七五”时期国 家和社会各界尽了很大努 力，科技投 入

水平超过建国以 来的任何时期，但 与发达国 家相比 ，我国的科技投 入水平还是较低的。当前我们

正 处在新的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 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

到底是综合国 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 了在这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在今后相当

一段时期内，广开门路，集中资金，进一步增加对科技事业的投 入，仍是我们的重要任 务。

增加科技投 入靠什么，从“七五”时期的情况 来看，主要还是靠国 家财政。1 990 年在全部科

技活动经费 300.5 亿元中，来自政府财政 直接拨款的就有 136.6 亿元，占 45.5%。如 果加上 国 家

财政 通过减税让利等优惠政策留给企业和科研单位 用于新技 术新产品 开发的费用，两项合计相当

于 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总额的 80% 左右。这说明政 府财政 仍然是科技投 入的主体。“八五”期间，尽

管国家财政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资金供需矛盾 突出，但 财政每年安排的科技投 入仍将保持一定

的增长速度。如 果经济形势好转，企业经济效 益改善，国 家财政在可能的情况下，再多增加一点

直接投 资也 是可能和必要的。当 然，即使如 此，科技投 入资金缺口 仍然是很大的。看来，今后单

纯依靠国 家财政 来承担全部科技投入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 力 量，逐步形成一个多渠道、

多形式、全方位的科技投 资局面。为此 ，还需要我们新闻宣传部门给 予支持，帮助 做 好 宣传教育

工作，以 唤起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当前，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高度重视和大 力 发展科学

技术》的讲话 ，以 及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科技工作的指示、文件，以 提 高思想认识；同时，要进

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 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 单位对科技投 入的积极性。总之 ，只

有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科技事业，重视科技投 入，多方面想办法，提 高资金的使 用效 果，才有可

能缓解资金不足的 矛盾，才能较好 地解决目前科技界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 三）

“科技投 入”仍有很大潜力 可挖，当前主 要是要加强资金管理，千方百计广开资金渠道。从这

几 年科技投 入的情况 看，存在的 突出问题：一是国 家给 予的各项优惠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如 按

国 家现 有的各项政策规定，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各种技术开发费一年可提取 120 亿

元左右，但 实际的提取 数额则小 于此数。如 1990 年全国 实行承包的盈利企业平均提取的技术开发

费与其销售收 入的比 例只有 0.5% 左右，没有达到 1 % 的水平。二是技术开发费用 和科技 项目拨款

挪用浪费情况比较 严重。据国 家科委的抽样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按规定提取 的新技 术

新产品 开发费，真正用于开发活动的实际 只有 17.8%。财政拨付的科技三项费用等科技项目经 费

也 不同程度地存在挪用浪费现象；三是科技体制改革后，由 于政策不配套，许多科研单位 和高等

学校把一些事业性 支出挤占 到科技三项费用 等科技项目经 费里来，造成科技 项目经费相对减少的

状况。据我们初 步调查，科技三项费用中有三分之 一以 上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员费、管理费等事业

性支出“吃掉”了，严重影响 了国 家重点科技项目的顺利进行。如 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能解决好，

现有的科技投入就 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此 ，当前要切实做好对科技投 入的管理工作，理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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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加强监督检查；健全科技立法，严肃财经纪律。要采取 一些有力措施，促使企业和科研

单位用足 用好各项优惠政策。

除了要管好 用好现有财政性科技投入外，还要千方百计广开资金渠道。今后要注意发挥信贷

的作用，科技贷款是科技投 入的重要资金渠道，1990 年除了上 述全部科技活动经 费投 入之外，全

国发放的科技贷款还有 61.2 亿元，相 当 于当期科技活动经费的 20%。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比 重是

较小 的。发达国家的科技贷款一般要达到或超过政府的拨款水平，这是金融界优化资金投向的必

然趋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发挥信贷作用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鼓励企业、科

研单位 和高等院校增加自筹资金的投 入。也要想办法吸 引民间的科技投入，如 广大农民和个体、私

营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此外，我们还欢迎民间团体及海外各界对我国科技事业的捐赠。

（四）

“八五”期间，在科技投 入方面，我们有一些设想。

（一）在财政状况逐步改善的前提下，争取能多增加一些科技拨款，今年我们在财政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预算安排科技支出 150.65 亿元，比 去年增长 19.25%。其中中央预算安排的科技三项

费用就 有 59.7 亿元，比 去年增长 17.2%。这一增长比例是近几年最高的。（二）继续执行已经 出

台的各项优惠政 策，并狠抓政策落实，同时再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已经定下来的有提高国营大中

型企业从销售收 入提取 新技术新产品 开发费的比 例；提高部分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 率等，今

后几年还将视财政状况逐步研究出台一些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政策。（三）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目前科技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仅有 25% 左右，这一比例太低 了，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推

广应用，投入再多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八五”期间我们要着重抓好这项工作。现 在设想，工作

的重点是加强对现有的各项新技术新产品 推广资金的管理，包括国 家计委、财政部与地方计经委

和财政部门共同建立的新技术、新产品 开发推广基金，国 家计委、国家科委的新技术和成果推广

计划经费以 及和各部门用于新技术新产品 推广应用的科技三项费用 等等。在财力允 许的情况下，国

家还可拿出一点钱增加对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的投入，至于怎么拿，拿多少，怎么用等问题，还

需要好好研究，总之，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四 ）加强国 家科技拨款和企业技术开发基金的管理，

制定必要的经费管理办法，保证科技经 费专款专用，提 高资金的使 用效 益。

简讯

唐山市实行经费、编制“双包干”

三年节减经费四百万

为了有效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的膨胀，

河北省唐山市财政和编制部门从 1988 年开始在市直行

政事业单位实行了经费、编制“双包干”的办法。

经费、编制“双包干”的做法是，编制包干与经费

包干相结合。编制包干基数统一由市编委核定，经费包

干由财政部门根据人员编制包干数进行核定，实行总

额包干。包干基数一次定死，增人不增经费，减人不减

经费，节编有奖，超编受罚。节编减人按月计算，年终

结算。凡年末实有人数达到或超过编制包干基数的，按

满编或超编对待。节编的单位奖励经费只能按节编人

数在节余经费的 50%额度内提取，财政不另拨款。节编

节支奖还与各单位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评比直接挂钩。

经费、编制“双包干”期为一年，年初由包干单位

分别同编委、财政部门签定编制、经费“双包干”协议

书，年终单位申报奖惩，经编委、财政部门审核后兑现。

实行经费、编制“双包干”三年来，效果显著。突

出表现在：增强了单位领导的编制意识；编制直接与单

位和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挂钩后，把节编的外在动力

变成了内在动力；调动了单位本身当家理财、精打细

算、紧缩开支、勤俭办事的积极性。据测算，全市实行

双包干以来，共节约包干经费 399. 7 万元，其中 1990

年节约包干经费 222. 3 万元，单位留用 165. 9 万元，

兑现节编奖 56. 4 万元。  （王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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