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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重大专项”）是党中央

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十一五”全面

启动实施、“十二五”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整体推进的基

础上，如何在“十三五”实现战略性跨越发展，是党中央、

国务院非常关注的一项重点工作。作为重大专项核心之

一的预算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重大专项能否顺利实施。

重大专项高、精、尖的技术内涵诠释了其预算管理是

一个涉及面广、庞大、繁杂的工作，要求科研机构的技术

研发部门与各职能部门都必须共同参与。基于重大专项

预算管理的高要求，我院作为承研重大专项的科研机构

之一，在中科院ARP预算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制
定具体措施，探索重大专项预算管理应用实践方案，以研

究该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规范管理重大专项资

金，确保资金的合理、合规使用，发挥财政专项资金“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重大效益。

二、重大专项预算管理系统应用实践探讨

做好预算管理必须集中体现“统一领导、分工合作”

的战略思维。简而言之，只有统一领导重大专项预算管理

工作，实行以职能管理为主，科研配合为辅，分工明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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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③选定D列和E列辅助数据，右击选择“隐藏”，当我
们单击滚动条的时候，每单击一下，行业基准折现率就会

增加或减少1%，而净现值会相应的变化。如图6所示。
三、总结

Excel的数据处理功能非常强大，三种方法均简单正
确地计算出了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尤其是第三种方法，通

过利用窗体控件，非常形象地诠释了某个投资项目的净

现值大小会随着设定的行业基准折现率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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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明确科研、财务、技术在重大专项预

算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才能切实加强重大专项预算管

理，提高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预算管理水平。

基于此，重大专项ARP预算管理系统关联了财务核
算、网上报销、科研项目等多个模块，业务流程涵盖项目

立项、项目经费管理和项目结题报告等多个环节，业务范

围涉及财务处、科研处和技术研发等多个部门。在业务流

程方面，实现了预算录入、审批、查询、控制一体化的预算

管理流程，见图1。

通过预算输入、将支出的会计科目映射关系定义，为

负责人提供实时的预算执行信息查询服务与预算支出控

制服务。

在业务范围方面，财务处、科技处、系统管理员、科研

人员共同参与，其中，财务处负责定义预算模板及科目映

射关系、维护预算系统、分析预算执行、提出预算预警；科

技处负责督促技术人员及时录入预算信息，并对录入的

预算信息进行审核并保证其准确性；系统管理员负责为

重大专项负责人及经费专职管理人员、科技处、财务处添

加预算管理模块并分配相应权限；技术人员负责预算分

解、预算录入、预算执行、预算分析及报表查询。

1. 预算定义。做好预算定义是重大专项ARP预算管
理系统的基础，而预算科目则是预算定义的根本所在。在

预算定义工作中，应针对重大专项预算科目设置的特点

和预算执行中的重要关注点，编制相应的预算模板，并准

确定义预算科目与会计科目的映射关系，将财务日常核

算收支明细的ARP会计科目映射为重大专项相应的预算
科目（见图2）。

2. 预算录入。预算录入是开展重大专项ARP预算管
理工作的第一步。在重大专项立项批复后，技术人员根据

预算书中设备费、材料费等各预算科目相应的经费信息

录入ARP系统中（见图3）。

在预算录入中需要特别注意两点，其一，ARP预算系
统中允许进行预算调整，在系统中录入调整后的预算，会

增加一个版本，新版本会自动替代旧版本，并且之后的预

算分析、预算控制、预算预警均会以新的版本为准；其二，

目前预算系统中只能显示最末级的预算执行情况，无法

按照课题层面或者项目层面显示，因此如果又进一步切

块分解为子课题，并在ARP系统中开设课题编号单独核
算的，都要求在分配经费的同时将预算也一并分解，并将

分解后的子课题预算录入预算系统中。

3. 预算审批。预算录入完之后，必须提交科技处预算
审批人员进行审批，只有审批通过才可以对其进行预算

分析和预算控制。预算审批有两个要点，其一，如果重大

专项是由本单位及外单位共同申请，那么经费预算中各

预算科目应该仅包含留在本单位的部分，转拨给外单位

的经费不应包含在预算中；其二，对于单位内部重大专项

又切块分解为子课题的，应核对各子课题各项预算科目

金额汇总后与总预算科目金额是否相等。

4. 预算分析。预算管理系统不仅可以分析日常预算
执行情况，还可以查询季度、年度财务执行情况等财务报

图 2 会计科目与预算科目映射关系定义

图 1 预算管理流程

图 3 重大专项预算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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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日常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时，选中需要分析重大专项

课题的课题编号，可以分别对其“收入总额”、“支出总额”

等进行汇总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支出明细（见图4）。

同时，在需要分析季度、年度财务执行情况报表时，

该预算管理系统也可根据明细账和录入的批复预算自动

生成年度财务支出报表（见图5）。

此外，通过预算分析的不断钻探功能可以追溯到原

始明细，据以分析超支原因，及时做出账务调整。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由于预算科目口径与会计科目处理口径不

一致，因此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对预算分析做进一步详

细考虑。如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时，将“激光器”放入“材

料费”中，但按照资产管理规定，会计业务处理时将其计

入“设备购置费”中。事实上由于该激光器在重大专项研

发工作中并不具备独立使用的功能，而是通过其搭建相

应的平台方可使用，就其使用性质而言，应归入“材料费”

中。因此，预算分析时需要导出EXCEL，根据“报销事由”
和“会计科目名称”分析找出需要调整的明细，然后将“预

算科目”栏手工更改，最后再汇总进行比较。

5. 预算预警与控制。过程控制是预算管理工作的重
要一环，主要是对重大专项预算管理进行实时监控，当科

目预算结余低于设定的预警值时，系统会自动向负责人

或者经费专职管理人员发送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措

施。在预算管理系统中通过对预算科目设置预警金额来

实现预算控制，预算控制分为“总额控制和明细控制”，控

制类型有“控制提醒、强制控制、不控制”，如图6所示。

通过ARP预算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对重大专项项目预
算总额的“提醒控制”和预算明细的“控制提醒”。同时，随

着预算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逐步实现对“专家咨询

费”等绝对不能调整和超支的明细科目实行“强制控制”。

三、结束语

随着重大专项研发工作的逐步推进，对重大专项预

算管理实行实时动态查询、统计、分析和管理显得尤为重

要，科研机构更应基于单位实际，加强重大专项预算管理

应用实践，实现重大专项预算管理全过程的有效控制和

监督，将预算管理由结果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由被动管

理转变为主动管理，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实时的

预算支出控制、预算预警分析与预算执行查询综合信息

服务，提高重大专项预算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专项

经费的效益，有力促进国家科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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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预算明细分析

图 5 自动生成年度财务支出报表

图 6 预算预警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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