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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科研单位的财务分析，只局限于分析上级拨

款、实际支出、银行支出及最终收支余超几个方面。随

着科研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些内容已无法适应科研

单位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需要。根据笔者的体会，我认为

科研单位财务分析的内容应当包括下列七个方面。

一、科研和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首先分析国家指

令性重点科研项目的完成情况，紧紧围绕科研财务对国

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经费配置、控制和保证，阐明财务活

动为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所做的努力。具体内容有开

题时间、经费总额、本期进度及本期经费收支等。其次

分析科研单位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面向经济建

设，积极开展横向科技开发的情况。具体内容有本期开

立横向课题的数量，所创产值、收益及向国家上缴税利

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景等。

二、本期实际发生的纵横向成本和费用。无论是指

令性重点科研项目，还是横向开发科研课题，诸如技术

咨询、技术承包、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都要以单个课

题为分析对象，区分不同的资金渠道，按照权责发生制

原则，具体分析每一课题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情

况，阐述科研财务工作如何合理安排资金，节约人力、物

力、财力，努力降低成本，改善科研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的。

三、本期发生的行政经费支出。重点分析行政经费

支出与科研业务费用支出在总支出中各占的比重，以及

行政经费支出中人员经费如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

费、离退休人员费用的支出与公用经费如公务费、设备

购置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支出各占的比重等。公用

经费中的公务费还可按各节级科目如水电费、办公费、

差旅费、修理费、燃料费等分别进行分析，以揭示各比例

形成的原因，从而发现问题达到改善管理的目的。

四、本期最终财务成果，以收付实现制为原则，分析

本期预算收支的执行结果，分析年度预算收支计划与实

际收支数额的差异，并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开发为

主的科研单位，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按照价值规律，运用

成本、价格等经济手段，为国家和集体创造经济效益的

分析上。

五、本期财产、物资的使用管理。首先要分清财产、

物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对 5万元以上的土建项目或大型

专业设备，无论其是属于上级的基建拨款，还是各科研

单位的自筹资金，必须详细说明项目总投资数额、资金

来源、该项目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对 5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零星土建及各类物料用品、专业

材料等，也要分析购置背景、资金来源及本期库存定额

的执行情况。已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科研单位，还要分析

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或固定资产使用费的提取情况。

六、本期发生的债权、债务及各种往来款项。科技

体制的改革，使科研单位的财务关系复杂起来，与上级

单位要发生纵向的经费领拨关系与系统内外要发生各

种横向的经济关系，技术商品化后与外界要发生买方、

卖方关系；与内部职工存在相互结算关系；等等。这些

复杂关系具体表现为各种暂存款、暂付款、合同预收款、

合同预付款、借入款、借出款等。对这些停留在结算过

程中的债权、债务，要一项一项地分析，查明不能进行最

终结算的原因。以便尽早清偿债务、追回债权，加速资

金周转。

七、各项定员、定额、支出标准的执行情况、设备利

用情况及科研财务收支的发展趋势等。通过将这些基

础指标与科研任务、行政经费支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从而发现基础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便加强基础管理，

挖掘内部潜力。

科研单位的财务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矛盾、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以利改善和加强科研财务管理。其方法

主要有比较法和因素替代法。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将本

期实际执行情况与各种可供比较的标准，如本期预算、

上年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实际发生数、系统内外同类型单

位本期实际发生数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差异，肯定成绩，

找出问题。因素替代法是在运用比较法找出差异的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各个因素对差

异的影响程度，从而得以抓住主要矛盾，切实解决问题，

以保证科研及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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