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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划预算的有效管控是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论文从结构设计、指标选取、统计分析及结果应用四方

面构建了计划预算管控模式，为项目预算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有助于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提高项目预算管理质

量及效率。

Abstract: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planned budget is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planned budget control mode from four aspects: structural design, index selec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sult 
applic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budget and helps enterpri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roject budg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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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来说，预算管控对于项目的

顺利推进有重要意义。在预算管控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项

目的业务管理与预算管理脱节、归口管理部门不明确、管理

部门与项目组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等，从而导致经费未能合理

使用及执行率低下等问题。论文以纵向科研项目为例，从预

算计划下达、预算管控方法设计及应用、预算管控结果在考

核中的应用几方面探讨预算管控模式实践与应用，为项目预

算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有助于企业、科研院所及

高校提高预算管理质量及效率。

2 预算的下达及管理组织模式
对于科研型企业来说，企业根据本年的规划、计划类文

件制定详细的科研计划、经营计划及各项专项计划。其中，

在科研计划中又细分为任务、预算、成果等分项计划内容。

纵向项目的科研预算体现在预算计划中。所以，针对项目的

预算管理需采取“强矩阵式”的管理模式，原则上由计划管

理归口部门牵头主责，财务管理、科研管理部门协作配合，

与各个项目组充分沟通反馈，才能有效地对科研项目预算进

行有效管控。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控模式示意图如图 1所示。

3 计划预算管控模式的设计与建立
论文的计划预算管控的对象选取为纵向项目，首先需要

明确概念。纵向项目主要指由国家、各部委、省级主管部门

及地市财政支持的项目。例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国家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

市级科研项目等。由于纵向项目对于经费的合规使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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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完成有明确的管理办法及要求，所以此类项目的计划预

算管理需采取“刚性 + 精细化”的原则进行管控 [1]。

图 1 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控模式示意图

3.1 管控结构设计及指标选取
纵向项目的计划预算管控的结构设计由项目基本信息、

经费总体构成、年度预算、项目支出、经费到位情况、自筹

经费配套情况等部分组成。管控模式的搭建是计划预算管控

的重中之重，为企业考核指标的达成及项目的有效管控奠定

重要基础。其中，项目基本信息部分应包括承担单位、项目

名称及编号、委托单位、课题实施周期及年度关键节点目标

等。由于项目来源不同，各个财政主体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

及要求不尽相同，需要根据项目来源渠道对预算的使用进行

相应跟踪。同时可根据实施周期及关键节点目标，对经费使

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基本信息部分如表 1 所示。

由于纵向项目对于经费使用及执行率有明确的办法及要

求，所以需要对项目经费执行率、到位率、自筹配套率进行

全周期的管控。以上提到的经费总体构成、年度预算、项目

支出、经费到位情况、自筹配套情况五个部分的统计指标选

取如表 2 所示。

①纵向科研项目的全周期经费一般由中央（地方）财政、

地方配套及企业自筹经费构成，即指标A的数据逻辑关系为：

A=B+C+D。当然，不同渠道项目的经费构成及项目补助形

式不完全相同。例如，国家能源局渠道的重大专项项目的补

助形式分为前补助、后补助两种形式，其中后补助又分两种

形式，一种是先拨款 30%，验收后再拨付剩余经费，另一

种形式是完全后补助。论文仅聚焦在通用模式（即按期拨付）

的项目形式下进行研究。

②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是企业年度综合计划及考核的重要

依据，也是计划预算管控的核心。纵向项目的年度预算总额

由中央（地方）财政、地方配套、企业自筹等经费构成，即

指标 E 的数据逻辑关系为：E=F+G+H+I。年度预算的概念

是本年度该项目拟支出的经费合计，应包括财政及配套自筹

预算。其中“指标 I- 其他”包括企业的上级单位配套拨款

及其他渠道的拨款等。另外，在编制项目预算的过程中需要

计划预算管理、科研管理及项目组人员充分沟通，避免出现

预算填报错误、与实际任务进度不自洽等问题。

③项目支出情况的统计是计划预算管控及经费执行率统

计的关键环节。指标的数据逻辑为：项目总支出数 =J（本

年前财政支出）+K（本年度累计财政支出），根据企业的

管控模式设置统计时间间隔，本企业采取科研项目月度计划

预算管控模式，表 2 中的 K1~K12 即是项目 1~12 月份的财

政经费支出数据，即 K=Σ（K1…K12）。

表 1 基本信息部分示意图

表 2 计划预算管控指标选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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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资金到位、自筹配套情况也是计划预算管控的关键一

环。经费到位影响着项目的任务进度、企业需按照项目预算

书中的具体科目进行自筹经费配套，同时企业自筹配套也是

纵向项目验收考核指标，对项目的结题验收具有一定影响。

3.2 统计分析及结果应用
在纵向项目计划预算管控模式建立后，需定期对指标数

据进行收集统计分析。企业可根据自身的需要选取统计指

标，通常来讲，对于纵向项目的计划预算管控可选取预算执

行率、经费到位率及自筹配套率三个指标。

①预算执行率在纵向项目的预算管控中是重中之重。以

国家能源局的重大专项为例，此类项目的结题验收标准为：

经费执行率达到 85% 以上达到经费验收的条件。其他渠道

的项目对于经费执行率均有相应要求。同时，为了对项目

的计划预算进行精细化管控，可进一步细分为月度预算执行

率、年度预算执行率及总预算执行率三个管控指标。

A. 月度预算执行率 = 月度支出数 / 年度财政经费、即

Kn/F（n 为任意月份数）。该指标可适度监控，由于项目的

进度、物资采购、合同款项支付都会影响月度预算执行率，

一般月度预算执行率在 4%~12% 均可视为在合理范围内，

如有执行率偏高或偏低的情况，都需要及时预警并了解情况

并加以分析。

B.年度预算执行率=本年累计财政支出 /年度财政经费，

即 K/F。年度预算执行率需要重点关注，因为年度预算是计

划考核指标的重要依据，也能反映出项目的实际进展状况。

C. 总预算执行率 =（本年度之前财政支出 + 本年累计财

政支出）/ 总财政经费，即（J+K）/B。总预算执行率是反

映纵向项目财政经费执行全貌的指标。如项目是在本年度结

题需要重点关注总预算执行率，如执行率未达标，需要与科

研管理部门、项目组及时沟通预警，并根据赶工计划实施。

②经费到位率、自筹配套率在纵向项目计划预算管控中

也有重要的意义。资金是否及时到位影响着项目能否顺利启

动并开展，所以在纵向项目管控的过程中需要对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跟踪把控，一般情况下纵向项目中财政经费占比大，

所以需要设置财政经费的到位率指标，财政经费到位率 =

财政经费累计到位 / 总财政资金，即 L/B。另外，如该项目

由地方配套资金，也可设置地方配套经费到位率指标。地方

配套到位率 = 地方配套累计到位 / 地方配套资金，即 M/C。

③部分纵向项目需要企业配套自筹经费，所以在管控指

标中可设置自筹配套率。目前，在纵向项目预算的管控现状

是注重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及管控。与此同时，企业自筹经

费的配套及使用也是考核及验收的重点。需要在项目申报初

期对自筹经费的配套和使用进行统筹规划，并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进行配套及跟踪。部分纵向项目自筹经费的配套是分年

度的，所以可设置年度自筹配套率、总自筹配套率两个指标。

其中，年度自筹配套率 = 年度自筹配套累计 / 年度自筹配套

预算，即 =O/H；总自筹配套率 = 自筹配套累计 / 企业自筹

经费，即 =N/D。具体的管控指标及计算方式如表 3 所示。

表 3 预算管控指标及计算方法

4 计划预算管控指标的分析及预警措施
关键指标统计完成后，需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查找问题，

利用有效的管控预警措施跟踪督促项目计划预算的执行 [2]。

可选择合适的时点对项目计划预算、资金配套进行评估，论

文以半年评估为例，若半年评估时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率过

低，需采取更加精密、强力的管控措施，即将剩余年度预算

再分配至剩余月份，对月度计划执行率进行把控分析，月度

计划执行率 = 实际执行数 / 计划执行数，来跟踪项目预算的

执行情况（见图 2）。

图 2 预算管控措施 - 预算再分配示意图

管控人员针对月度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对执行率低的项

目开展预算计划偏差原因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进行预警及

赶工措施制定。具体分析过程如表 4 所示。

针对纵向项目，计划预算执行率低下的原因一般来讲有

以下几方面：合同款项的支付、采购、联合转拨款的支付以

及其他。

①由于合同进度延后、发票开具、合同管理等问题都可

造成合同款项的支付滞后，进而导致合同应付未付款项的增

加。由于在计划预算数据统计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实际支出的

经费，所以合同应付未付款是造成经费执行率低下的主要原

因之一。

②物项、技术服务与咨询、施工和改造、软件等采购流

程较长也是造成经费执行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额采购

一般需要招标流程，一般的步骤为：招标立项申请—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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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网公告—开标—审议—合同签订。如果没有提前安排好各

项采购流程，则会导致经费执行率低下等问题的发生。

③部分纵向项目的款项拨付形式为统一划拨至牵头单

位，再由牵头单位划拨至各联合参研单位。如果款项未及时

拨付也会影响经费的执行。另外，各预算科目的合理使用也

制约着经费的有效执行，如设备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国际

合作交流费及间接经费等的合理规划等。

在分析出制约经费执行的基础上，应针对具体的问题进

行专项讨论，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赶工计划，在合理使用经费

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经费执行效率。

5 计划预算管控结果在考核中的应用
在计划预算执行收口时，需对项目计划预算的年度执行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上，需要保证企业年度考核目标的达

成；纵向项目的年度计划预算数主要体现在上级单位的“科

技投入”这一指标中，所以对项目的计划预算的有效把控为

对上考核指标的完成及项目顺利地推进奠定了基础。对下，

并作为各部门 / 项目组的绩效考核依据，纵向项目的经费执

行偏差率在 ±20% 的范围内被视为执行情况正常，经费执

行率、资金到位率、自筹经费配套率均视情况纳入考核指标，

并通过具体的考核方式将结果应用在绩效考核兑现中，实现

奖惩有依。同时根据年度管控情况，运用 P-D-C-A 循环管

理方式对下一年度的计划预算管控工作进行复盘分析、总结

提升并应用 [3]。

6 结语
①论文从结构设计、指标选取、统计分析及结果应用四

方面建立了“精细化”计划预算管控模式，按月对项目的预

算执行、经费到位、自筹配套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查找

原因，针对问题进行沟通预警，跟踪督促经费合理执行。

②计划预算管控模式的运用一方面为企业的年度考核及

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计划预算管控结

果可作为各部门 / 项目组的绩效考核依据，应用在绩效考核

兑现中，实现奖惩可依。

③目前该计划预算管控模式已在企业内部有序实施，管

控效果良好。对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提供预算管理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后续可探讨是否能将此管控模式应用到其

他项目类型及业务领域的管控中，并根据其业务特点、项目

类型做进一步的调整、改进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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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计划预算偏差原因分析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