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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1980年

第 9 期刊登了康述尧同志的

“谈谈科研专题核算” 一

文，主张在科研专题核算中

把专为某专题购买的仪器设

备的全部购置费列入专题经

费。过去，我们计量院也是

这样做的，每年购置数百万

元的仪器设备均记入各课题

核算账，但是发现这样计算

出来的指标，掩盖了科研成

果的真实成本，不能说明什

么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第一，不能作为匡算基

本建设投资的参考。因为新

上一个科研课题需购置多少

仪器设备，主要取决于各该

科研单位的原有条件，仪器

设备基础好的单位，新上课

题可尽量利用原有的仪器设

备，反之，就要购置较多的

仪器设备。这种数据对基本

建设单位匡算投资没有多大

参考价值。所以，我认为还

不如以课题计划任务书作为

匡算基本建设投资的依据要

好些。

第二，也不能说明经费

开支的合理与否。因为有些

仪器设备，特别是贵重的仪

器设备，是好几个课题共同

使用的，由于一张发票一个

记账凭单，也不便分割，核

算时只好列入其中某一个课

题。其实即使分割了也没多

大意义。因为，当这些课题

完成后，将来新上的 课题

也要使用，那又如何分割呢？

过去，我院每个年度都记了厚厚的两本课题 核算

账，但需要的数字却提供不出来。譬如科研成果出售或

留下本单位自己使用须转入固定资产账，都因不知 成

本，无法定价，只好由科研人员“拍脑袋”，不 是 价

格偏低了，就是太高了。又如上级规定提成奖金要以纯

收入为基数，也由于不知成本，无法计算纯收 入。因

此，课题核算工作一定要作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形势发

展的需要。
科研单位不同于工业企业，我认为，课题的成本核

算只需登记直接费用，如材料费、配套设备费、通用设

备折旧费、加工费、调研差旅费及其他零星的直接费

用。间接费用，如房屋折旧、水、电、运输、工资及其

他管理费等，可在年度结算时按比例一次摊入。或是以

直接费用为基数，加上一定的系数作为间接费用摊入，
系数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幅度不超过直 接费的

40%。
直接费用可分为：

一、材料费：根据领料单入账，定期与课题组的

“限额领料手册”对账，做到账目准确无误。待课题结

束时，进行总的清理，对报废的材料要进行分析，节约

的多少，可作为评定成果奖的依据之一。
二、配套仪器设备费：配套仪器设备是科研成果的

组成部分，它的价值将全部转移到成果的价值中去，因

此，在财务处理 上可视同材料费。
三、通用仪器设备费：通用仪器设备，是指科研工

作中作为测试手段或辅助用的仪器设备，在科研课题结

束后，可转给其他课题使用或是几个课题共同使用。为

提高此类仪器设备的利用率，节约国家投资，可采用经

济手段，由课题组向器材部门租用，收取折旧费。这样

既可以克服部分科研人员“有备无患”的思想，也解决

了成本核算的问题。

四、加工费：是指科研成果及半成品的加工费用。
五、差旅费：包括调查研究、协作加工、成果鉴定

等差旅费用。
六、其他零星直接费：如资料费、测试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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