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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加之高校与社会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交流增多，

使得高校的科研经费来源广泛，科研经费金额也出现了跨跃式的增长，科研经费管理成为高校财务管理

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高校在科研预算申报、立项、到

账认领、核算、预算调整、结题、绩效、审计等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运用PDCA循环的全

过程管理理念和方法，结合信息化手段，构建和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架构，优化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以实

现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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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uni-
versities,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have 
increased. Universities have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and the amou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has also increased. So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s 
the cor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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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use the PDCA cycle theory in the fields 
of budget declaration, project approval, accounting, budget adjustment, conclus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udit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optimiz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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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我国科研经费投入金额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投

入强度持续提升。据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从 2016~2019 年，我国

的科技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1.8%，已经远超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而高校作为我国基础科研与技术创

新的重要活动主体之一，财政拨款类科研经费投入与社会企事业单位委托高校的非财政拨款类科研经费

投入日趋增长。同时，随着国家深化项目经费管理“放管服”政策的不断推进，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 50
号)、《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127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 32 号)等文件，都明确

指出要给科研人员“松绑”，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受管理政策更

新、核算质量变高、信息透明化等因素影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科研经费管理

成为高校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2.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现状 

通过全面调研高校科研经费实际管理过程，并结合从事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实践，笔者发现目前我

国高校普遍存在部门间经费管理协作不良，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成本意识淡薄，经费执行偏离预算，

过程监督机制不完善、支出缺乏审计、结题后期管理缺失，信息化水平不足等问题。 

2.1. 部门间协作不良 

目前，我国高校一般采用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各部门有自身的工作职责范围，部门间无工作交集，

缺乏协作机制，信息传递较慢且容易失真。一般，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申报、研判项目实施

的可行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项目中固定资产的采购和日常管理；财务部门负责项目经费的报销，

审核经费使用的合规性、真实性；纪检审计部门负责项目经费的事后审计。每个部门往往只关注自己的

业务模块和业务流程是否合法合规，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协作机制，忽略上下流程衔接，将整个连贯的

活动分割成独立的几个模块，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及管理活动的有效性。 

2.2. 预算编制不科学 

在预算编制环节，高校一般由科研管理部门根据经费来源不同，指导科研人员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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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预算的编制，确定执行进度、绩效目标等基本信息。预算编制过程中，由于项目立项申报时间紧迫，

科研人员为按时提交项目预算，通常未进行认真思考及研判，便匆忙完成项目规划及预算。另外，科研

人员在编制项目预算时往往采用的是零基预算编制法，这要求编制人员应具备较高的财务专业知识水平，

但现实情况往往是科研人员的知识仅局限于其自身专业领域，经费预算等财务专业知识相对匮乏，成本

意识淡薄，对国家财务相关规章制度不了解，这就导致了项目预算不科学，缺乏合理性，无法满足科研

实际需要。 

2.3. 经费执行偏离预算 

由于科研人员前期预算申报不科学、不合理，且缺乏有效的自我监督，这就导致了科研项目经费执

行偏离预算情况的发生，高校普遍存在“重申报，轻执行”的现象。更有甚者将科研经费与自有经费混

为一谈，错误的认为科研经费等同于自有经费，用于报销个人消费性支出等费用。另外，某些科研项目

活动会深入到偏远地区，科研人员在项目经费使用过程中往往无法获得正规有效的报销凭证，为防止出

现因不符合报销要求而无法进行科研项目报销的问题，科研人员会通过虚开发票或虚发劳务费的形式套

取科研经费，这严重影响了科研经费使用的合规性。 

2.4. 过程监督机制不完善 

在科研项目开展过程中及结束后，若科研经费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对科研项目经费执行情况无相关

审计要求，高校一般不会对其进行中期或结题检查、绩效评价和审计工作；如有相关审计要求，高校通

常也只会采取事后监督的方法，事前及事中监督机制不完善，无法科学有效地防范科研项目经费在执行

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甚至在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中，科研项目经费一般也不会被纳入审计的范围。同时，

监督检查结果的运用也不到位，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规及失信问题，往往以调账、退款等形式更正，没

有将之纳入到信用管理体系中，对其日后其他科研项目的申报及立项也没有影响，使得信用管理体系不

能有效的发挥约束作用。另外项目结题后的结余资金管理也不到位，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造成科研经

费大量闲置或浪费情况的出现。 

2.5. 信息化水平低下 

目前，我国高校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各部门拥有各自符合本部门业务需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一方面，由于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不同，有些部门信息业务系统不完善，未能将全部业务涵盖；另

一方面，各部门间信息系统也未实现互联互通，缺乏数据的共享，“信息孤岛”仍然存在。受信息流不

畅通、数据共享缺乏因素影响，在项目申报立项阶段，高校科研人员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中录入项目预算、

绩效等信息，为完成到账认领，还需在财务管理系统中重复录入相同信息，部分高校目前受信息化水平

因素影响，业务系统模块不完善，还存在线下认领到账情况；在项目执行阶段，存在科研管理部门无法

实时获取项目的执行进度，财务部门无法实时获取项目的预算调整等信息的情况；在项目结题阶段，也

存在财务部门无法及时获取项目结题等信息，内部纪检审计部门无法实时、高效获取项目的预算、绩效

信息以及财务核算情况。综合以上情况，在整个科研项目经费执行过程中，科研人员需要在各部门间来

回奔波，重复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时间成本，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3. 高校项目经费管理中 PDCA 循环的引入 

PDCA 循环，也称作质量管理循环理论，是一种全过程管理理念，旨在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将质量

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即 Plan (计划)、Do (执行)、Check (检查)和 Act (处理)。在质量管理活动中，通过梳

理各项工作流程，按照制定计划、计划实施、检查实施效果，然后将成功的纳入标准，不成功的留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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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去解决[1]。通过管理的全过程依次执行且周而复始、阶梯式上升，从而推动体系的不断完善并提

高工作效率。 
PDCA 循环是全过程管理，具有非常高的目标导向性，通过不断发现、解决问题，以达到提高管理

水平的目的，现被广泛应用于企事业单位日常管理工作中，在高校财务管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研究价值。

王建林[2]通过分析高校财务资金管理的现状及运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风险问题，运用 PDCA 方法针对高

校财务风险来源，有效提出了对应的处理建议与对策。连海燕[3]通过分析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问题提出基于 PDCA 循环下企业财务管理新模式，为企业财务更好的管理提供了支持。李项辉[4]指
出 PDCA 循环作为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据，有助于财务共享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

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可以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结合当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高校必须组织做好预算申报、

日常核算、绩效评价及结题审计等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建立科学有效的实施激励或问责

机制，同时要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完善日后项目库的建设及资金分配工作中，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为实现以上目的，引入动态的、循环的全过程管理理念是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 

4. 高校科研经费全过程管理模型的构建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5] (教财(2005) 11 号)要求：

高校必须重视科研经费管理，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管理责任制，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立绩效考核制

度并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监督检查工作。基于以上要求及当前高校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笔者结合 PDCA 循环的四个环节相关要求，构建了高校科研经费全过程管理模型(如图 1 所示)，并针对

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4.1. 计划环节(P) 

在计划环节，科研管理部门应依据本年度的科研计划、或科研人员依据委托方的需求，组织进行科

研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时编制项目预算和可行性报告。为了更好的指导之后的执行、检查等环节，本

环节的指标均应具体化，且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和可衡量性。对于普通项目，科研管理部门可以直

接对项目进行论证，对于金额重大，执行复杂的科研项目，科研管理部门可委托纪检审计部门或外部第

三方审计机构对项目预算、可行性报告和绩效目标进行事前论证和审计，如有必要还应进行公示。论证

通过的项目予以立项，不通过的项目予以驳回。 
另外，应将科研管理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互联互通，通过科研管理系统将合同、

金额、预算等信息传递至财务管理系统，在财务管理系统中直接生成应收款信息。待相应的科研经费到

款后，财务核算系统自动录入收入并同步预算信息，科研项目负责人及部门领导可登陆科研管理系统查

询经费到款情况。 

4.2. 执行环节(D) 

执行环节是整个循环的重中之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科研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让信息多“跑”路，人员少跑路。科研经办人通过财务预约系统生成

预约报销单，待项目负责人签批后直接流转至财务部门进行制单、打款程序。财务部门实时将报销信息

反馈到科研管理系统中，项目负责人也能够实时查询经费使用情况。同时，通过系统控制代替人工控制，

在财务管理系统中预置管理文件、报销标准等相关文件，并针对具体项目预算，在财务核算系统中预置

预算模板，可以有效保证预算的执行符合计划，确保科研活动高效、合法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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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环节中，也明显存在着 PDCA 小循环。通过审计系统与科研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的对接，

可以将财务核算数据、绩效目标等传递到审计系统中，有效地进行科研项目的中期检查和绩效跟踪。针

对执行环节中及信息交互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进行调整并纠正错误，避免将问题代入后期检查

环节。如发现预算不合理，科研人员可以在科研管理系统中提交预算调整申请表，经负责人及归口主管

部门审批通过之后，交由财务管理部门进行审核，通过后进行预算调整。整个审批流程结束后，科研信

息系统自动对预算做相应调整，并同步至财务核算及预算系统。 
 

 
Figure 1. Model of whole-process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PDCA cycle 
图 1. 基于 PDCA 循环的高校科研经费全过程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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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检查环节(C) 

科研项目结束后，项目负责人或执行部门应提交结题报告，通过各部门间信息系统传递，科研管理

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会同时收到结题申请。管理部门结合预期绩效目标分别对其进行科研成果、科研成

本等绩效考核，从而实现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同步结题。对于特别重大的科研项目，可以引入第三方

审计机制，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经费审计和绩效考评。高校应将科研项目的绩效考评和独立

审计日常化，并应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的监督体系。 

4.4. 处理环节(A) 

针对中期检查和项目结题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绩效评价的结果，高校应秉着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路，总结经验、巩固方法，不断优化改进管理思路和管理流程。科研管理部门及财务部门应

协同构建科研经费绩效指标体系，推动管理从重科研数量到重科研质量转变。同时，应将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于职工日常考核中，作为职位晋升和薪酬增加、以及以后年度项目的立项和批复的重要评价指

标之一。 

5. 建立高校科研经费全过程管理保障机制 

整个 PDCA 循环，应建立在高校拥有完善经费管理体制机制的基础上，突破部门间的壁垒，打通数

据信息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全过程的控制及管理。各个环节循环上升，将各个目标和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重视过程中的内控和监督，将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以及内外部审计相结合，加强质量控制，

让科研经费能够更好服务高校科研事业发展。为了更好的利用此理论，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当前应进行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5.1. 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 

高校应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的配套制度建设，制定更加科学的管理办法及财务报销手册等相关

文件，确保提供细致、可操作的指导。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经费管理中的任务分工，建立部门间协同机

制，实现部门间的无缝对接，避免出现问题时部门间互相推诿，努力为 PDCA 循环的有效实行提供制度

保障和组织支持。 

5.2. 提升人员素质，提高综合能力 

管理离不开人。高校科研属于前沿科技，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对人员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这不仅

要求科研人员拥有强大的专业知识储备，还需要拥有财务、管理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同样，也要求管理

人员有科研项目专业知识储备。针对以上问题，高校可以定期召开科研经费管理座谈会，加强科研人员

与管理者的沟通交流。财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等管理机构也可以召开专业知识讲座，将最新的财务、

管理方面的知识传递给科研业务人员。可以建立部门间定期轮岗或者实习制度，多渠道、多形式优化和

完善人员的知识储备，增强人员的综合能力。 

5.3. 建立健全科研信用管理制度 

高校应建立涵盖项目全过程的科研信用记录管理制度，可以委托专业人员或机构对科研人员进行定

期考评，形成信用评级报告，评级信息实现各部门间共享。并且建立科研人员信用手册，完善科研项目

人员“黑名单”制度，将有严重不良记录的人员纳入“黑名单”，依据失信程度阶段性或永久取消其项

目申报或参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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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高校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信息公开机制。除涉密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高校应当在单位内部

公开科研项目立项、研究人员、资金的使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以及项目研究成果等相关信息，接受内

部监督。对于资金巨大或者影响重大的项目，如有必要还应在公网上进行科研项目的立项信息、验收结

果和资金安排情况等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5.5. 加强信息化建设 

随着社会步入大数据信息化时代，单纯依靠人进行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科研经费管理也

同样需要信息化的支持，建立跨职能、跨部门、全方位、全过程的集成科研项目管理信息平台。跨职能、

跨部门主要指实现财务部门、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和各业务部门信息系统的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全方位、

全流程主要指信息化要贯穿经费管理的预算、执行、监督等环节。内置项目预算数据、重要指标和时间

节点以及绩效目标等数据，可以通过项目库与财务核算软件、绩效评价系统等实现互联互通，将各项数

据传递至相应系统，作为核算、管理的重要依据，减少线下人工传递数据，避免管理的滞后或流程的中

断情况的发生。 

6. 总结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高校应建立一套申报有论证、立项有评审、预算编制

有原则、执行有监督、结果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体系[6]，实现管理制度化，制

度流程化。并且借助信息化手段，充分有效运用 PDCA 循环质量管理方法，将管理工作涵盖到业务的全

过程中。各业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纪检审计部门和财务部门应摒弃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建

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突破部门壁垒，积极合作，加强监督，完善内控，这样才能有效

推进科研经费管理水平的提升，使资金得到有效、科学使用，从而促进高校科研事业健康、有序、高质

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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