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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政府对科研工作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强，不论是科研院所还是企业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科研经费支持。就上市
公司而言，只有具备了长久的创新能力以及科研能力，才能不断激发公司的潜力与活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政府科研经费的管理与使用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故论文就上市公司对政府科研经费的管理进行分析与探讨。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bo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enterprises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suppor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As far as listed companies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long-term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can we constantly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and vitality 
of the company, and remain invincible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all sectors of societ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s, so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s by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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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

飞跃。从实践来看，积极进行自主研发、不断进行科技创新，

是上市公司实现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科技体系改革

和创新驱动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并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中国各领域上市公司均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开拓创新、设立新的科研项目、申请科研经费，不仅有

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科研实力，也为中国高科技人才营造了良

好的科研氛围。但现实中也有不少上市公司，在政府科研经

费的应用与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将科研经费用到实

处，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科研经费的效益，导致投入产出

比不理想。而且，中国近些年来的科研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所以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对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进行相

应的改革与应用，成为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也是我们必

须长久思考的课题 [1]。

2 中国上市公司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中存在
的问题

2.1 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越来越

大，科研经费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并且专门颁发了科研经费

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这些对上市公司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

们应当注意到，科研经费的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跟随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脚步，不断地进行调整，去适应社

会发展的脚步。

在科研经费的发放当中，中国政府对于上市公司的援助

主要分为几大模块，如自然科学领域、杰出青年领域、科技

创新领域和教育发展等领域。对于政府拨付给上市公司的科

研经费，我们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使用。但是部分公司人员

缺乏重视程度及相应的科学理论知识，多渠道多方式地使

用科研经费，导致资金分散、科研经费没有得到统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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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存在交叉和重复，这不仅不利于良好科研氛围的形

成，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为了能够使科研经费得到统筹的

规划资源，上市公司应当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统一安排，

合理分配科研经费。

2.2 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偏差较大
科研项目组在项目预算编报时，可能由于编制时间紧张

或缺少财务专业人员参与等原因，项目预算编制较为粗糙、

随意性较大，最终造成项目实际支出和初始预算偏差较大，

亦可能存在超预算列支未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科研项目主

管部门核批等现象。

2.3 后续管理标准模糊
科研经费的使用分为发放、使用以及后续管理跟踪等。

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不仅需要在发放时严格审核，在使用

过程中严格要求和监督、合理支出，坚决杜绝科研经费胡乱

使用，还需关注和跟进结题之后项目资金结算的情况，不得

将未做结算处理的资金私自挪作其用。因为这些行为，不仅

影响了科研项目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而且有损上市公司良

好形象，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违背了国家的相关政

策，造成了资金的严重浪费。为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上市

公司对政府科研资金的管理使用，制定更为全面、规范和统

一的标准，并做到公开透明 [2]。

3 如何处理政府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基于目前上市公司科研经费使用的各种乱象，我们需要

找到问题的关键，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这样才能够

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对科研经

费进行积极管理。

3.1 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管理政策
发达国家上市公司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有其一定的积极

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取长补短，进行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吸收。

美国多数上市公司涉猎的领域很广，许多资金来源有赖于政

府的资金支持。他们一般实行项目制管理模式，在科研项目

申请费用之初就将具体的人员费用、交通费用以及对外交流

费用等进行具体的计划和拟定，然后呈报给上级部门。政府

需要对活动经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估，并且对经费的使用

进行全过程监督，一旦发现申报的费用不合理，则不予批复。

而且，上市公司需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的监督和举报，做到

资金使用公开透明，进行科学理性地分析。

3.2 加强统筹规划
科研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项目，所

以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够对科研经费

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切实提升上市公司科研经费的

投入产出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适当的改革创新，制定科研

经费的管理机制，积极引导相关科研人员合理使用科研经

费，并且实现资金筹措的多元化。

上市公司的发展不仅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

要通过与其他方积极地沟通、合作，汲取社会多方的资金、

知识和力量，进一步壮大科研实力。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一体

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科研经费投入，

不能够仅投资于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个领域，而是要进行风

险评估。因此，科研经费的筹集与使用，需要统筹各方，实

现政府经费与公司资金相结合，推动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可

持续发展 [3]。

3.3 合理安排资金使用

科研经费无论多少，都需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绝不能铺

张浪费，造成资金浪费，因为政府的科研经费都是有限的，

必须基于科研需求，有计划地进行开支。严禁虚假列示测试

加工及采购业务，或将资金支付给任务书以外的其他单位，

同时需加强承担单位对合作单位的监管力度，严格要求其对

科研项目进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上市公司还需对科研项

目建立内部审计管理要求，为科研经费的规范使用保驾护航。

4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 2020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244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整体投

入排名世界第二。根据中国科协统计的数据，目前中国科技

工作者总人数超过 9100 万，位居世界第一。

“钱有了，人多了，但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却和每年科

研投入不相匹配，被‘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仍然很多，基础

研究中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偏少。”中国科学院一位老院

士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多”与“少”，矛盾、冲突的根

源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除了客观原因外，科研经费在申请、

管理、使用方面存在不少“难点”“堵点”“痛点”也是其

中的重要选项。

在当今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加强对科研人员的业

务培训，端正他们的思想态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综合素质，进而实现对于科研经费的有效申请，合理使用，

制定完善的使用制度，对科研项目的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监

督与规范。同时也要积极地进行资金多方筹措，满足科研人

员的资金使用需求，为上市公司的科研项目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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