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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作为重要的科技财力资源，其使用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推动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

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操作中，由于适用对象范围的差异，以及为了体现科研项目的特殊性和便于科研项

目的管理，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在预算、审计和综合绩效评价与管理（核算）环节分别使用预算科目体系和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体系，导致各环节之间数据衔接不畅。文章对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之间

的异同进行分析，建立映射表，以解决科研项目预算、核算和审计、综合绩效评价之间数据衔接不畅的问题，为推动

我国科技财力资源管理和使用实践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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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use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research project fund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However, in actual oper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of applicable objects, and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particula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e central financial research projects use the budget 
subject system in the budget, audit and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use the departmental 
budget expenditure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subject system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ulting in poor 
dat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link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data conne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mapping table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entral financial 
research project budget subjects and departmental budget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subject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us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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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作为科技财力资源的

一种，其微观层面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对于减轻

科研人员负担、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提升经费

资源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前后端的预算、审计和综合绩效评价采用的

是有关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预算科目

（开支范围内容），而中间的管理过程（核算）采

用的是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以事业单位

为例），这必然导致两种依据和标准衔接不畅甚

至脱节。

有研究表明，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统一能解决预算、

核算和审计、综合绩效评价的脱节问题，能给科

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相关人员带来便捷 [1-3]。但是，

科目统一后，科研项目预算可能无法体现科研项

目的特性，不便于相关部门或机构对科研项目进

行管理，也有碍于科学评价科研项目的综合绩效。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

目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之间的异同来建

立映射表，以解决科研项目预算、管理过程（核

算）和审计、综合绩效评价之间的上述脱节问

题。

1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流程和问题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管理（核算）、审

计和综合绩效评价的流程和关系简化后如图 1 所

示。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流程是一个编

制预算、进行管理（核算）、接受审计和综合绩

效评价、将审计和绩效评价结果指导下一轮或其

他项目编制预算的循环过程。

编制预算、审计和综合绩效评价依据采用的

是有关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预算科目

（开支范围内容）。在编制预算环节，依据预算科

目和科研项目开展的实际需要编制预算；在核算

的环节即在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过程中，首先确

定支出符合项目预算的要求，然后按照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标准进行记账；在审计和综

合绩效评价环节，将按经济分类科目确认的会计

账目重新分类形成项目决算表或预算执行表。在

整个循环过程中预算环节采用项目预算科目，管

理（核算）环节采取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项

目，审计、综合绩效评价采用项目预算科目。因

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依据和标准导致各环节数据

衔接不畅甚至脱节，增加了科研人员、财务人员

和审计人员的工作难度。

1.1 预算编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50 号文”）明确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要将预算编制进行简化、把预算的

调剂权限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即简化预算编

制科目，合并差旅费、会议费和国际合作与交流

费 3 个科目，由科研人员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

编制预算，并按上述规定统筹安排使用这 3 项费

用。随后发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

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管理办法》

和《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

图 1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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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均将预算科目简化为 10 个，

即按照 50 号文要求合并会议费、差旅费、国际

合作与交流费科目，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

口）项目为 11 个，多了“基本建设费”科目。

中央财政支持的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

支出预算科目则和开支范围基本保持一致。科研

项目预算则依据上述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科目即

开支范围和科研项目的实际需要进行编制。

1.2 管理（核算）

对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而言，项目

资金的管理（核算）要按照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承担单

位，具体执行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不同，对科研项

目资金的核算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事业单位在

进行预算会计核算时，就要将支出按照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1.3 绩效评价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实施期满后，项目承担单

位要严格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

结题审计指引》及相关规范组织实施结题审计工

作，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则应当根据有关要求，严

格按照任务书（含项目或课题预算表）的约定，

考核任务完成情况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组

织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因为科研项目审计和绩效

评价均要审查或评价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是否

符合项目任务书和预算书的规定，所以这个环节

需将管理（核算）环节产生的数据按预算科目统

计的决算表或预算执行表的要求重新进行分类。

2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经济分类

科目的区别

2.1 适用对象的不同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的适用对象是中

央财政科研项目。科研项目预算科目的设置是为

了将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活动相关的费用

进行细化分类，以更清晰、简明的方式来反映科

研项目的经费需求、规范科研项目的支出范围，

以便于对科研项目进行经费审批、检查和评价等

管理。因此，科研项目的预算科目设置有直接费

用和间接费用两大类。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适用对象是所

有纳入部门预算的经济业务，各种类型机关事业

单位的各种经济活动均需要通过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来核算，反映了各单位整体支出情况和分类支

出情况。

适用对象的不同是这两类科目体系本质上

的不同。这两类科目体系适用范围的差别导致具

体科目设置的差异，但实施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

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核算的内容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包含关

系，但是为了体现科研项目的特点和便于科研项

目的管理，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只是采用了经济分

类科目的部分科目。

2.2 具体科目内容的不同

首先，两套科目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因为预

算科目和经济分类科目适用范围的差异，两套科

目在数量上存在巨大差异。目前，在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

口）三大科技计划的经费管理办法中预算科目为

9 ～ 10 个 [4-7]，而 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部

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仅“302 商品和服务支

出”和“310 资本性支出”就多达 43 个 [8]。

其次，具体科目名称和科目解释的不同。

即使是科目名称完全相同的“劳务费” “会议

费”“差旅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

法》没有分别解释会议 /差旅 /国际合作交流费中

的“会议费”和“差旅费”），在两套科目体系有

关科目的说明中也不尽相同。具体举例如表 1。

3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部门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映射分析

如上所述，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之间存在差异，但由于实施科研项目和科

研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是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核算的内容之一，因此可以在两者

之间建立映射，可以为每一个科研项目预算科目

找到对应的支出经经济分类科目。经分析其映射

关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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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套科目体系中科目名称相同、科目解释不同举例 [4-8]

科目体系 科目名称 相应的科目解释 科目解释表述的侧重点

科研

项目

预算

科目

劳务费

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研究

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课题）

聘用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强调劳务费支付的具体对象为研究生、

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课题）聘

用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

会议 /差旅 /国际合作与

交流费中的差旅费

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

（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

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

既包括外埠差旅费，又包括单位所在地

的市内交通费

会议 /差旅 /国际合作与

交流费中的会议费

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为组织开展相关

的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任务等活动而发生的

会议费用

列举会议的内容和会议目的

部门

预算

支出

经济

分类

劳务费
反映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临时聘用

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等

列举了劳务费的类别有临时聘用人员、

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等

差旅费
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国（境）内出差发生的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补助和市内交通费

仅包括外埠差旅费，列举了具体的差旅

费类别，其中的市内交通费是指在出差

地城市发生的市内交通费

会议费

反映单位在会议期间按规定开支的住宿费、伙食

费、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

费等

列举会议费的开支内容

表 2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映射表 [4-8]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序号 科目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1 设备费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30213 维修 (护 )费
30214 租赁费

2 材料费
30218 专用材料费

30201 办公费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4 燃料动力费

30205 水费

30206 电费

30225 专用燃料费

5 出版 /文献 /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30207 邮电费

30201 办公费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 会议 /差旅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30215 会议费

30211 差旅费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7 劳务费 30226 劳务费

8 专家咨询费 30203 咨询费

9 基本建设费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0 其他支出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1 间接费用

30107 绩效工资

30205 水费

30206 电费

30208 取暖费

30214 租赁费

30209 物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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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科目和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映射表将科研项目预算编制与会计

核算联系起来，同时将会计核算数据重新分类为

审计、综合绩效评价中的预算执行情况，即实际

支出是否符合预算科目的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情

况。

财务软件中的辅助核算功能可以进一步简化

表 2 在实务中的操作，即将科研项目预算科目设

置成会计核算的辅助核算项。核算时选择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后，再选择相应的具体预算科目作为

辅助核算项，在辅助余额表中即可直接查询科研

项目预算执行表即预算科目余额表，实现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向预算科目的自动转换。

因此，参照本文整理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

算科目和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映射表，通过财

务软件辅助核算项的设置和选择，实现两套科目

间的自动转换，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科研项

目预算、核算和审计、综合绩效评价之间的脱节

问题，减轻科研人员、财务人员和审计人员在科

研项目经费管理方面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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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数据共享的制度安排、机制研究、共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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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层面科学数据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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