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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算项目支出标准构建是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文基于PDCA循环理论构建了我国预算项目支出标准，并以某科研机构野外台站基本运行费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验证了使用PDCA循环构建预算项目支出标准，能有效提高预算支出标准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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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合理分配经费资源的基础依

据，预算项目支出标准研制是我国加

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充分

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

支撑作用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推进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预算项目支出标准建

设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践中还

存在预算支出标准建设滞后、预算支

出标准与业务的指导性较弱、标准的

体系性和可持续性较低、标准研制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不强等诸多问题。本

文将 PDCA 循环方法引入到预算项目

支出标准的构建模型中，并以某科研

机构野外台站基本运行费为例进行了

实证分析，以期有效提高预算支出标

准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一、PDCA 循环模式下的预

算项目支出标准构建步骤

PDCA 循环最初由美国质量管理

专家沃特·阿曼德·休哈特（Walter 

A. Shewhart）提出，后经戴明普及，又

称“ 戴 明 环 ”（ 黄 兰 珍 等，2022），是

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

据。PDCA 循环将质量管理分为计划

（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

处理（Act）四个阶段。其中，计划环

节（P）是通过调查分析，了解问题的

现状和存在的薄弱环节，明确工作计

划和目标，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 ；执

行环节（D）是根据制定的方案具体

执行和有效开展工作，是完成工作预

期目标的核心环节 ；检查环节（C）是

对执行环节的检查检验，检验执行环

节是否按计划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目

标 ；总结与处理环节（A）是对之前环

节的总结，对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对

失败经验进行分析，目的是促进成功、

避免失败，保障下一轮工作循环有效

开展。PDCA 循环理论将四个环节有

机结合在一起，不断循环往复。同时，

PDCA 循 环 又 是 一 个 不 断 递 归 的 系

统，形成环环相扣的滚动螺旋上升体

系，使工作或活动良性循环，不断提

升目标。

结合预算项目支出的基本特征，

按照 PDCA 循环的四个阶段，预算项

目支出标准构建应遵循以下四个阶段

流程。

（一）计划阶段

基于PDCA循环的预算项目支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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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项目支出标准制定的计划

环节（P）主要是通过调查分析，了解

预算编制单位的现状和存在的薄弱

环节，有针对性地明确工作计划和目

标，制定行之有效的标准方案。该阶

段主要的工作步骤包括 ：（1）分析现

状，找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对预

算编制单位预算项目支出标准内容和

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找出预算编

制标准不够全面、不够清晰、不够准

确、不够系统等问题。（2）分析影响因

素或原因。结合预算编制单位的地域、

行业特点和单位实际，系统分析当前

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不合理的原因。（3）

找出主要影响因素，通过专家咨询、

同行对比等方式判断主要影响因素。

（4）拟订措施，制定计划。制定预算项

目支出标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制

定标准编制计划。

（二）执行阶段

预算项目支出标准的执行环节

（D）主 要 是 根 据 编 制 计 划，研 究 确

定预算项目支出标准结构，这也是

PDCA 循环中的关键环节。预算项目

支出标准结构的确定，需要从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来考虑 ：时间维度方面，

对预算编制单位历史预算项目的支出

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和提炼，为支出

结构确定提供基本的科目范围 ；空间

维度方面，对支出标准中的基础通用

要素、行业通用要素和单位个性要素

进行提取、归类，并搭建预算项目支

出结构框架。

（三）检查阶段

预算项目支出标准的检查环节

（C）主要是对执行环节的检查检验。

这个阶段，需要运用预算编制单位的

数据对预算支出结构的系统性、科学

性和合理性进行校验，并检验支出结

构是否达到了计划目标。

（四）实施阶段

预算项目支出标准的实施环节

（A）主要是在对之前环节进行总结的

基础上，将成功的经验标准化，推广

成功经验 ；对失败的教训进行分析总

结，通过实践检验支出标准并进一步

修改完善支出标准。

二、基于某科研机构野外台

站基本运行经费支出标准建设探

索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某科研机构野外台站基本

运行费支出标准研制和应用为例，基

于 2017~2019 年该机构 55 个野外台站

的基本运行费支出情况，按照 PDCA

循环构建预算项目支出标准。

（一）计划阶段

计划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系

统分析该机构野外台站基本运行费

预算支出的现状，找出共性特点和存

在问题，并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对未来

3~5 年的支出作出合理估计。主要工

作包括 ：识别对象，将该机构 55 个野

外台站作为基本运行费标准支出的

主体对象 ；确认对象，梳理、归纳该

机构 55 个野外台站的共性特征和个

性特征，共性特征包括通用共性特征

（台站共性）和行业（研究所所在行业

领域）共性特征 ；确认要求，从时间

和空间两个维度归纳台站基本运行费

支出的指标，如在时间维度方面梳理

2017~2019 年三年来的共性指标，在

空间维度方面确认通用共性、行业共

性和台站个性指标 ；确定方法，采用

PDCA 循环法。

（二）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基于计

划阶段的准备，构建基本运行费支出

结构框架，通过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的分析，从基本运行保障、观测和试

验条件保障两个层面构建四级支出

结构。

一是对野外台站运行经费来源进

行分析。根据数据梳理结果，野外台

站运行经费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运行补

贴、研究所配套、台站收入、站长自

筹 4 个方面。从统计情况来看，财政运

行补贴和研究所配套资金来源相对稳

定，但补助规模差异较大，补助金额

与考评结果挂钩，台站收入、站长自

筹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差，主要是对财

政运行补贴不足的补充，以保障野外

台站的日常基本运行。

二是对野外台站账面运行经费

进行分析。根据野外台站提供的财务

资料，本文对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

经与日常运行直接相关的支出进行

分析后得出，运行经费包括劳务费支

出、能源消耗、设备设施运行维护、

车辆运行、差旅费、其他经费（房屋

维修维护费、租赁费、办公费等）6 个

部分。

三是对基本运行经费结构进行

构建。为了客观、科学地反映野外台

站支出结构，本文结合台站运行经费

资金来源和支出情况，根据台站运转

的实际需求纳入相关支出，最终构建

野外台站运行经费结构。野外台站具

有条件艰苦、地处偏远等特点，考虑

到更好地发挥工资的补偿和导向作

用，在标准制定中将人员津贴纳入支

出结构，作为额外劳动消耗和特殊生

活费支出的科学补偿，以保持艰苦边

远地区科研队伍的稳定性。

通过对 55 个台站样本运行经费

支出事项、支出范围的梳理与调整，

野外台站的日常运行经费可确定为基

础运行保障经费与观测和试验条件保

障经费两部分。其中，基础运行保障

经费主要包括能源能耗、办公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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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常运行保障雇工费三部分 ；观

测和试验条件保障经费主要包括技术

支撑人员劳务费、观测临聘劳务费、

观测设备设施维修（护）费、测量化验

加工费、野外差旅费以及车辆运行费

六部分。

（三）检查阶段

检查阶段主要通过抽样选取台站

数据样本，对项目支出结构进行校验，

通过校验修订、确认项目支出标准指

标体系，这一阶段包含探索性分析和

分类分析两部分。

1. 探索性分析 ：多元系统聚类分

析。此部分主要是对现有支出结构完

整性、支出内容合理性、支出年份变

化规律性以及实际支出与台站规模、

台站业务类型相关性进行分析，涉及

的聚类变量包括劳务费、能源消耗、

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车辆运行、差旅

及其他经费的三年合计数。

根据分析谱系图发现，整体实际

支出结构与级别、台站类型相关性较

差，台站的真实运行成本未能从现有

运行经费账面体现，无法形成有效的

分组聚类。

通过对经费支出事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如能源能耗49个个案、

发现数据呈右偏分布，主要集中在

0~50 000，占 70% 以上，数据方差过

大，整体平均值、中位数、众数均不合

理，无法给出整体平均。因此需要将

数据按类别划分作进一步分析。一方

面，将数据按台站级别，按管理级次

划分，用箱线图描绘出数据的离散分

布情况后发现平均值 95% 的置信区间

过大，按照管理级次分类后的数据分

布无规律。另一方面，根据台站类型，

按高寒网、近海海洋网、日地空间网、

CERN 等对数据进行划分。整体来看，

按台站类型分类较按级别分类平均值

95% 的置信区间过大，方差过大，无

法得到理想的数据分析结果。分析发

现，历史数据统计结果偏差较大，数

据不良好 ；采集数据未发现相关规律，

且与实际历史数据差异过大，可信度

较差。

2. 分类分析 ：多维度梳理。由上

述分析可知，经费支出的历史数据整

体可用性不强。相较其他类型，CERN

生态站占样本量 60%，更具有统计分

析的可能性与意义。一方面，CERN

生态站数量最多，样本最大 ；另一方

面，由于 CERN 生态站在技术规范、

岗位设置、设备配备、数据汇交要求

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统一性，测算过程

中可以保证运行成本的高相似度以及

成本数量的低离散度。因此，本文主

要对 CERN 生态站进行定额。

能源消耗分项定额 ：包括野外观

测及生活所发生的电费、水费、燃料

费。因历史数据相较于采集数据更符

合实际标准，本研究参考野外台站能

源消耗历史数据，根据 95% 置信区间

下限，综合定额为 4 万元 / 年。

办公运行费定额 ：指能够保障

野外台站正常办公运转保障的费用支

出，具体包括办公费、网费、电话费、

印刷费、设施维修费、邮电费、租赁费

等。参考野外台站办公运行历史数据，

综合定额为 18 万元 / 年。

日常运行保障雇工费分项定额 ：

指能够保障野外台站正常运转的长期

稳定劳务费支出，按照司机、保洁、保

安、厨师核算人员岗位补贴标准，综

合定额为 14 万元 / 年。

观测技术支撑人员费分项定额 ：

指能够保障野外台站正常运转、日常

监测任务保质保量完成的长期稳定人

员的薪酬福利，按照水、土、气、生各

生态要素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需求

核算人员岗位补贴标准，综合定额为

18 万元 / 年。

观测临聘劳务费分项定额 ：指因

观测雇佣未有正式工资收入的社会人

员为野外台站观测提供临时劳务服务

费用。参考野外台站办公运行历史数

据（历史劳务费 22 万元），扣除 14 万

元日常运行劳务费，综合定额为 8 万

元 / 年。

观测设备设施维修（护）费 ：主

要用于观测设备设施故障排查、故障

维修产生的设备配件费、人工费和快

递费等。参考野外台站办公运行历史

数据，综合定额为 15 万元 / 年。

差旅分项定额 ：指野外台站工

作人员为保障野外台站正常运转、日

常监测任务开展而往返研究所与台

站所产生的差旅费用以及参加与野

外台站工作相关的学术会议产生的

差旅费用。结合野外台站工作人员城

市差旅费用历史数据，综合定额为 10

万元 / 年。

车辆运行维护分项定额 ：由保险

费用、维修费用、过桥费、燃油费四部

分组成。对车辆运行维护费用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数据基本呈现正态分

布，但是分布不均。基于燃油费与数

据采集相关，所以此处将其剔除。剩

余样本对保险、维修两部分进行分析。

对车辆运行维护保险费用进行分

析，由点位图、箱线图可以看出，除高

寒地区与 39 阜康荒漠生态系统研究站

为异常值，其余分布相对均匀。因此

剔除 39 异常值、高寒网样本再对保险

费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呈现

良好的正态分布，保险费用平均值为

0.8 万元。

对车辆运行维护维修费用进行分

析，由点位图、箱线图可以看出，高寒

网类型略高于其他类型，30 船舶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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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为异常值，但是维修费分布整体仍

呈现规律的正态分布，因此采取询价

的计算方式，确定 10 万公里以内、车

价 30 万元以内维修保养费 2.2 万元。

结合上述分析，野外台站车辆运

行维护费用根据历史数据及市场询

价，综合定额为 3 万元 / 年。其中，车

辆保险费用为 0.8 万元 / 年；车辆保养、

维修费用为 2.2 万元 / 年。

综合上述分项定额，以 CREN 为

测算对象，得到 CREN 台站基本运行

经费支出标准 90 万元 / 年。

前四档为基础档，依次为日地空

间网、高寒网、CERN 和近海海洋网 ；

第五档与第六档为重大成果档。以

CERN 运行成本为准，每档成本差为

20 万元 / 年，由此可以得出野外台站

分档定额标准（见表 1）。

（四）实施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运用基本运行费指

标标准体系，对某科研机构野外台站

基本运行费支出预算进行评价。通过

评价发现，依据 PDCA 循环构建野外

台站基本运行费支出标准，能够较好

地发现基本运行费支出标准涉及的综

合通用、行业通用和台站个性预算指

标，从而不断修正完善支出标准结构，

能够结合野外台站发展实际作出动态

调整。

三、结论

本文将 PDCA 循环法运用到预算

项目支出标准体系构建和标准研制过

程中，构建了预算项目 PDCA 标准体

系，通过“计划——执行——检查——

实施”流程闭环，有效解决了目前我

国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存在的实用

性不强和规范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同

时为标准体系的动态调整提供方法论

支撑。通过实证分析，测算获得按类

型、分档的野外台站基本运行保障经

费定额标准，并将此标准作为野外台

站基本运行费的分配参照。

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运

用 PDCA 循环法构建预算项目支出标

准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应

注重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设计标

准体系。在时间维度方面要注重把握

预算标准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在

空间维度方面要注重把握地域的特殊

性和项目的创新性。二是要注重从基

础通用、行业通用和台站个性指标三

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确保标准体系

能够符合预算项目通用要求、行业通

用要求和项目具体实施情况。

基于 PDCA 循环构建预算项目支

出标准体系，是经典标准化理论方法

在预算领域的成功运用。未来，要深

入探索开展标准化理论方法与预算项

目相结合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我国预

算项目标准化水平。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表1                 野外台站分档定额标准

分档 台站类型 定额标准（万元/年）

基础档

一档 日地空间网 50

二档 高寒网 70

三挡 CERN 90

四挡 近海海洋网 110

择优档
五档

重大成果档
130

六档 150

研究与探索

[1]宫磊，曹华，周欣，姬蓉

蓉 .山西省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

建设探讨[J].山西财税，2020，（8）：

22-24.

[2]程德鹏. 财政预算支出标

准指标体系的评估与重构[D].成

都：西南财经大学，2020.

[3]广西财政厅课题组，陈

铭.加快广西预算项目支出标准

体系建设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19，（6）：63-73.

[4]陈光升，李兴武.新形势下

加快地质调查定额标准体系建设

[J].经济研究导刊，2022，（17）：27-

30.

[5]陶方选，张喜乐，樊妮妮，

等.浅论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

设与实施—— 以陕西省为例[J].西

部财会，2022，（6）：4-7.

[6]何平.医疗卫生项目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以W省

为例[J].预算管理与会计，2021，

（12）：25-29.

[7]曹铂.石家庄：加快项目

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提升预算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J].中国财政，2021，

（22）：62-63.

[8]马海涛，李超，肖鹏.现代

财政制度框架下的预算项目支出标

准定额探讨—— 基于成本效益分

析的研究视角[J].财政监督，2018，

（9）：34-41.

[9]刘蓉，龚小芸，李亚杰，

等.构建我国预算支出标准体系的

理论逻辑与方法研究—— 基于“最

小颗粒度”分类方法[J].经济研究

参考，2021，（19）：29-42.

主要参考文献


	前折页
	本期导读
	山河落笔　再续华章

	综合报道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第二届“会计诚信与高质量发展论坛”综述

	应知应会
	收入准则解释——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二）

	理财案例
	中国宝武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能力建设实践
	A电力公司资本运营全过程管控体系构建与应用

	财会监督
	风险导向增值型审计在核能企业治理中的应用
	境外国有资本内部审计的挑战及其应对

	研究与探索
	基于PDCA循环的预算项目支出标准构建研究
	函证失败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基于2012~2021年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分析

	业务与技术
	同一控制下增减对子公司投资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的编制
	会计主体假设视角下的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处理探析

	纳税与筹划
	信托产品投资交易环节及管理环节增值税问题探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税解析
	土耳其EPC项目税务筹划实践——基于中冶焦耐土耳其A焦化项目

	财会信息化
	A银行财务共享服务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财务共享服务助力企业财务转型的探讨

	政府会计专栏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T高校教育经费年报研究
	公立医院预算管理问题与优化研究——基于管理现状的问卷调查分析

	分享空间
	以双主线路径推动财务理念从事务型向战略与价值创造型变革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央企业构建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思考
	基于平衡计分卡重构“双一流”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Y医院“公务之家”网上报销平台推进电子档案管理实践
	加强地方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资金管理的建议
	完善职工探亲假工资发放及路费报销的几点建议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风险及其防控策略
	进一步协同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的思考

	红色会计史料
	良法与善治——从一份财粮布告看革命根据地的法治精神

	建议·动态
	后折页
	封底页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0153534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1
         CurrentPage
         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90
     1
     1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0153534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1
         CurrentPage
         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90
     0
     1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0153534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1
         CurrentPage
         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0
     92
     90
     1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0153534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1
         CurrentPage
         3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1
     92
     91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