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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财务管理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核

算方法和手段，对资金运动的各环 节实

施核算、 管理、监督，从而提高科研经

费使 用效益，为科研 发展提 供 财力保

证。但目前，我国科研财务管理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影响 了财务管理水平。具

体表现如下：1 、科研经费资本化和费 用

化归集管理不 够完善，对无形资产研

发、计量、管理不够重视。2、科研经费

管理全过程没有纳入财务管理体系，科

研规 划、 计划过程在财务管理体外循

环 ，财务风险较高。3、财务对科研经费

使用情况的账面反映与实际情况不完全

一致，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力度不够，

甚至缺位。4、课题立项 与经费预算过程

中，缺乏科研 经费的预 算定额审核依

据。5、科研计划和经费计划下达不同

步，部分科研单位的经费往往在每年第

三季度末下达，造成年初挪用资金倒账

或年底突击花钱等现 象发生，给财务资

金管理造成困难。6、科研经费运作不够

规范，串花现 象严重，技术外协资及其

他费 用管理不到位，违背 了客观真实原

则。为提 高科研财务管理水平，笔者提

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拓展科研经费筹资渠道，加 强

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充分利用财政支持政 策、吸收创新

资金等方式拓展科研经费筹资渠道。同

时，通过以下方法改进预算管理：1
、采

用基于信息化和价值链的动态预算管理

机制，在获得动态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动

态预算管理。先确定预算目标，将指标分

解，编制预算草案，再加以汇总、协调、

调整，形成预算方案，审定后下达，既顾

及整体目标，又充分考虑到个体差异。2、

按季度进行预算控制，费用统一管理，逐

年过渡。预 算资金实行动态管理，多扣

少补。3、 形成 “松而不散、 紧而不死”

的半集权或分权管理模式。通过“统收

统支、收支两 条线”的办法严格控制资

金流入与流出，对各环 节进行监控，如

每项合同收入必须全部进入财务的网银

账户。4、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以“统一规

划、集中管理、应用导向”为指导思想，

财务动态反映预算的执行情况，通过完

整的预算申报、 追加 、审批和对实际执

行数据及计划数据的对比 分析，实现资

金管理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 分

析。5、研 究科研预算模型，并拓宽利用

层 面 ，及时发现、解决预 算管理中的实

际问题。

（二）加 强科研经费财务核算管理

在预算工作的基础上，依据会计工

作的真实性、客观性等原则，正确划分直

接和间接经费、日常费用和科研、生产费

用的界限；统一科研会计科目及报表格

式，完善科研报表分析、比较方法；建立、

完善科研财务项目库，加 强经费核算的

监督管理，规范科研外协、 采购监控过

程，规范和强化对科研支出的管理，完整

体现从立项、 论证入库直至终止的全过

程财务管理；发挥科研财务管理经费核

算的服务保障职能，加 强财务部门在科

研立项、预算、核算及评审工作中的决策

地位。
（三）科研经费集中管理

科研资金来源的多名 义、多渠道、多

部门，影响 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因

此，应对科研经资集中管理，经费预算管

理与经费集中监控相配合，形成上下联

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费周转效率，减少

经费的沉 淀，控制经费流出量。1
、构建

经费集中核算系统。（1）账户设置。科研单

位及各下属单位将其现有的账户确定为

用于集中核算的专用账户。（2）与银行直

联，通过网银系统自动归集各科研单位

分散在各地的经费，实现经费无地域限

制自动上划，同时监控经费余额。（3）对科

研单位进行适度分权与集权管理，通过

银行与科研单位间的无缝连接，定时获

取账户的余额和交易信息。2、通过“统

收统支、收 支两 条线”，严格控制经费流

入与流出。3、结算系统与经费预算挂

接，各下属科研单位每月编制经费使用

预算报财务部门，以便执行、监督和考

评。4、建立内部考核制度，加 大考核力

度。5、构建经费管理 系统功 能模块，实

现经费预算的上报、批 复以及经费收支

的上划、拨付和转账结算通过网络在线

操作。

（四）建立健全科研资产管理机制

科研资产管理工作既要遵循资产管

理的一般原则，同时由于科研工作的特

殊性，又要有自己的特点。对于经营性科

研资产来说，其管理目标是保值、增值，

对于非经营性科研资产来说，其管理目

标是在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并使其发

挥最大使用效益的原则上加 以 配置和使

用。由于科研资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未

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科研的无形资

产管理属于薄弱环 节，因此，要把各 类无

形资产的价值、构成、收益等进行核算并

加以 充分披露，使财务管理更加 全面、合

理，为科研决策提供更加 有用的会计信

息。
（作者单位：三门峡财经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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