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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配网专业管控目标完成度（配电自动化 FA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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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配网专业单位投入专业提升

5.2.4 2024 年计划投入关联分析
2023 年新型运检管理模式实际成效与 2024 年计划投入

金额关联分析，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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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配网专业成本投入与计划投入

由图 7 可知，根据 2023 年新型设备精益管理模式的

实际成效，在新模式的应用下，配网不停电作业次数的管

控目标完成度最低为 85.59%，单位投入专业提升最高为 

0.4451 次 / 万元，需要加大对配网不停电作业次数的计划投

入，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管控目标完成度，促进产出效益最大

化。相应地，24 年计划投入增加金额为 313.51 万元。

配网故障停运率、配网故障报修率和配电自动化 FA 成

功率的管控目标均较高，其单位投入专业提升也均较低，

需要适当调减对专业指标的计划投入，优化资源分配，提

升投入产出效益。相应地，24 年计划投入减少金额分别为

156.13 万元、353.59 万元、170 万元。

6 研究结论

通过深入研究设备运检方面的数据分析结果，构建并

应用新型运检管理模式，再经过对新模式应用情况的统计性

分析、关联分析，研究分析新型运检管理模式对设备成本投

入的影响情况，得出结论如下。

6.1 成本投入分析结果
根据 2023 年新型运检管理模式应用效果实现对 2024

年优化投入分配达 680 万元。其中，2024 年配网故障停运

率方面减少投入 156.13 万元、配网故障报修率方面减少投

入 353.59 万元、配电自动化 FA 成功率方面减少投入 170 万

元，而在配网不停电作业次数方面增加投入 313.51 万元。

6.2 新型设备运检管理成效
通过新型运检管理模式创新应用：一是优化资源配置。

参考各重点投向投入、事后评价结果，适度倾斜实施效果更

好的专业方向、区域，适度减少实施效果较差的专业方向、

区域。二是深化设备精益管理。通过新运检管理模式，全过

程、多维度展现分析设备成本投入状况，驱动资源向供电质

量和设备性能提升领域优化配置。三是助力投入项目管理。

基于评价分析结果，剖析设备成本投入效益较差的项目、专

业、区域，明确成因，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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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national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rnal control i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so a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u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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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eld of current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fin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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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management; supervis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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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在科研经费管理工作中应提升内部控
制的水平，这样才能确保科研经费使用的合理性。高校科研活动的开展，为中国科技产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此，高校
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工作是当前高校管理与财务领域的重要课题。论文针对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工作的策略进行
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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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始终处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

技自立自强离不开高校这一科研创新工作的主阵地，高校也

是科技人才培养的沃土，肩负着为推进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不断输送科技人才的重任。随着对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不

断增多，这就对高校提升科研经费管理的内部控制水平提出

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仍然存在部分科研经费政策规定落实不

到位、科研人员活力调动不起来的窘境。在科技领域“放管

服”的背景下，平衡好“放”与“管”之间的关系，激发科

研人员创新活力，需要根据最新国家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

加快完善地方及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科研人

员获得感，促进科技创新主体潜能的释放，进而推动高质量

科技成果的产出。

2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意识淡薄
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主要采取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

责人多为技术领域的专家，对项目经费预算编制、执行、审

计等方面了解不足，且缺乏专业人员指导。同时，在高校科

研经费管理过程中也缺乏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预算执行随意

性大，管理意识淡薄，导致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的不到位、不

规范，容易出现经费使用不透明、审批流程混乱等问题。

2.2 管理手段较为单一
结合当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体

现出科研经费内部控制组织架构设计不合理的情况，部分高

校未构建完善的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制度，在组织架构层次不

明确，内部控制联动机制不完善，导致高校科研经费没有实

现有效地组织管理。部分高校领导和科研人员过分强调形式

化管理程序，而忽视了实际情况和科研项目的特点，采取的

部分管理手段脱离实际，导致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的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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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下，无法真正解决科研经费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有效地提高经费利用效率。

2.3 科研经费预算编制欠缺合理性
以前的预算制度不再能满足学校及高校工作人员开展

研究活动的需要，预算制定过程中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和细

致的市场调研，导致预算金额与实际需求脱节，难以准确反

映科研项目的真实成本。部分科研项目在预算编制时，过于

乐观地估计了项目进展和成果产出，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因素

和必要的应急储备，使得预算在执行过程中频繁出现超支或

资金短缺。此外，一些预算编制还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可追

溯性，使得科研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益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和

评估。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科研成果

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创新活动的持续健康发

展。因此，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提高预算管理

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对于促进科研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3 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与监督的重要性

科研经费是指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所需

的费用，其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拨款和单位自筹资金。在

经费管理过程中，财务部门是科研项目的直接管理者，对项

目的顺利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科研经费管理需要财务

部门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对经费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和

控制，以确保高校科研项目预算及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

规性。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科研经

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在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研经费管

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同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

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因此，加强高校科研经费

管理与监督不仅是提升科研质量、维护科研诚信的关键，更

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首先，科研经费的有效管理能够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

刀刃上，支持真正有价值、有前景的科研项目。通过精细化

预算制定、严格审批流程、透明化执行监督，可以避免资源

浪费与挪用现象，让科研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激发科研

人员的创新活力与积极性。这不仅有助于产出更多高质量的

科研成果，还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

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其次，强化科研经费管理对于维护科研诚信体系至关

重要。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科研生

态的健康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监管机制，实施全过

程跟踪审计，可以有效遏制科研领域的腐败现象，提升科研

活动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同时，加强对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

教育与法制培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是保障科研事

业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

最后，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

能力、维护科研诚信、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必然要求。只

有不断优化管理机制，实现科研经费的高效配置与合理使

用，才能为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保驾护航，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 对策建议

4.1 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管理体系
细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高校需根据科研活动的特点，

制定详细且操作性强的科研经费管理细则，明确经费的申

请、审批、使用、报销、审计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确保

每一笔经费的使用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建立科研项目分

类管理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科研项目，实施差

异化的经费管理策略，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等，确保经费配置与项目需求相匹配，提高经费使

用效率。

4.2 优化管理流程，提升执行效率
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通过信息化手段，如

建立科研经费管理系统，实现线上审批，减少纸质材料流转，

缩短审批周期，提升管理效率。实施经费使用全过程监控，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发现并纠正问题，确保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整合

现有资源，建立集科研经费申请、审批、使用、报销、审计

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高

效利用，通过构建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信息平台，提升管理水

平。同时，为了保障科研经费的高效管理，需要建立健全科

研项目评估与监督机制。一方面，建立健全项目立项评估机

制，对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可行性

分析，从而避免盲目立项和重复立项；另一方面，建立健全

经费使用评估机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检查监

督，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要完善科研

经费管理信息系统，推进信息共享，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全过

程跟踪、监督和管理。

4.3 强化部门沟通协作，提高管理效能
高校财务部门与国家税务部门的紧密沟通，是确保科

研经费税务处理合规性的基础。高校和税务机关之间既是监

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也是合作关系。财务部门需密切关注

国家税务政策的最新动态，及时获取并准确理解相关政策信

息，以便为科研经费的税务筹划、申报及缴纳提供精准指导。

因此，要强化高校和税务机关的协作力度，促使高校更全面

地理解国家相关政策，依据政策订立相应对策，增强风险防

范能力，通过对政策的深入理解，规避由于理解不精准而产

生的各种风险问题。高校财务部门与科研管理部门之间的协

同合作，是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高校财务部门应深入了解科研项目的实际需求，与科研团队

紧密配合，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在预算编制过程

中，双方需充分沟通，确保预算既符合科研项目的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