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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购专项是国家 “十一五”新设立财政专项，主要用于改善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科研基础条件，

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自 ２００６年修购专项投入以来，有力地改善了农业科研院所科研基础条件，对促进

农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文主要结合该单位对修购专项预算执行控制采取的措施进行讨

论，与同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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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刘俐为副所长、研究员　王义明为处长、研究员
　　该文根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０９年财政专项管理培训班”交流材料整理

１　基本情况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是全国农业
信息收集、储藏、分析、传播中心，肩负着农业信

息科技创新和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各专业研究所与全

国农业科技机构提供文献信息公益服务的重任。现

有编制人员３１９人，离退休人员１８４人。
自２００６年实施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

财政专项 （以下简称修购专项）以来，有力地改

善了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基础条件，营造了良好的

科研环境和人才培养环境，增强了农业科研院所自

主创新能力，对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共获得修购专项项目 １６个，其中，仪器设备
购置项目１０个，占项目总量的 ６２５％，是该所获
得修购专项中数量最多，资金量最大的一类项目；

其次是仪器设备升级改造项目４个，占项目总量的
２５％；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改造类项目该所获得数
量和金额均较小，分别占项目总量的 ６２５％和
１２５％。

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该所获得的修购专
项的预算执行进度情况分别是：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均
为 １００％；２００８年为 ９８７８％，未执行内容是项目

验收；２００９年为５５３３％。

２　具体做法

修购专项管理大致分为规划编制、项目申请、

实施方案、项目实施和项目验收５个阶段［１］
。该专

项具有５个特点：一是与基本建设项目的业务流程
类似，特别是房屋修缮、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二是

会计核算执行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三是年

度项目，执行期与基本建设项目相比偏短。四是项

目执行中多数情况下要执行政府采购，结束后大部

分资金要形成固定资产。五是信息所修购专项以仪

器设备购置为主要内容。根据修购专项的业务流程

及特点，该所在具体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２１　加强领导
该所专门成立了修购专项资金领导小组，由所

领导、学科领域专家、财务主管组成，负责项目的

全面管理与决策，从人、财、物等各方面保障项目

的顺利实施。实行所长负责制与项目主持人负责制

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由所长挂帅，分管所领导负责

项目的总体推进，相关研究室负责人、技术专家、

技术人员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财务人员负责专项

资金执行管理。

２２　建章守制
该所依据财政部、农业部有关修购专项资金管

理文件，结合我所实际，细化制定了 “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通过日常管理、会议、培

训交流等方式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确保

项目从申报、实施到验收、绩效评价的全过程管

理。

２３　源头控制
由研究所统一组织申报修缮购置专项资金项

目，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式，先由各业务

处室根据科技创新和公益服务需要提出需求，再由

研究所按照共享原则进行筛选，确定申报类型和申

报规模，同时确定项目申报的责任人，负责申报书

的撰写和项目预算、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为项目

获批立项后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４　过程控制
分为编制实施方案、做好启动项目准备和组织

实施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项目立项一经批

复，即由研究所组织项目负责人编制项目实施方

案，对申报的建设方案、内容、预算进一步细化，

要求修缮改造项目和仪器设备升级改造项目逐月安

排实施进度计划，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初步确定拟购

设备的品牌型号；财务处组织各项目编制用款计

划，配合提前请款。在第二阶段，一边等待实施方

案的批复，一边启动实施项目的各项准备工作，包

括上政府采购网进行拟购设备的询价、比选，邀

标、竞争性谈判的前期调查，升级改造的规划设计

等；实施方案一经批复立即启动项目实施。第三个

阶段由项目负责人对任务进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

直接掌握和控制；由财务处监控各项目预算执行进

度，按月上报执行进度表，对预算执行中的问题进

行咨询和解答；所分管领导总体掌握各项目执行进

度，重点对执行偏慢的项目进行跟踪，采取提醒、

询问、分析原因、探讨解决办法等方式积极推进预

算加快执行。

２５　系统控制
为适应财政预算支出制度改革的需要，建立财

务集成管理环境，使财务管理流程中科研业务 、

会计和管理３个流程处于协调和高效的状态［２］
。自

２００５年以来，该所发挥信息技术与财务管理双重
优势，采取 “财务人员 ＋信息技术人员”的模式，
自行研发了一系列管理信息系统。

２５１　利用 “项目预算执行动态管理系统”对修
购专项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进行控制。该系统将分散

在会计核算系统中的信息，转化成科技人员和管理

者所关心的规范化、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使一

个个 “信息孤岛”有效集成，使项目预算编制与

预算执行有效衔接，预算科目与会计科目有效对

接，使科技人员和管理者在科学研究与管理过程中

能够做出快速反映，为加快预算执行提供了技术支

撑。具体体现在：一是对预算批复和预算执行情况

进行控制，严格按编制的预算执行，系统对不按预

算执行 （超预算或无预算）情况给予报警 （红色

显示）；二是实行全方位预算执行控制，系统把专

业的财务信息 “翻译”成科研人员容易理解的预

算管理信息，充分满足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我所

的管理者 （所领导）、科研人员、财务人员都可以

通过系统了解预算执行总进度、各科目预算执行进

度以及与批复预算的差异情况等，使研究所能够从

不同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共同把好预算执行关；

三是实时动态进行预算执行控制，系统每日更新数

据，使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预算执行情况，推进预

算执行进度。

２５２　利用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对修购专项实

施形成的固定资产实施全过程管理。该系统实现了

固定资产从新增申请、入库登记、财务报销、正常

使用、调入调出、到期报废和处置等全过程的动态

管理，满足了国家提出的建立资产管理与财务管

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解

决了固定资产管理与业务脱节的问题，提高了固定

资产的使用效率，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该所获得的修购专项总额中 ９０％以上形成
了固定资产，仅有 １０％为费用支出 （主要是部分

升级改造费用和其他费用
［３］
）。因此，修购专项的

执行不仅体现在资金方面，还体现在实物方面。购

置的设备是否到货？已验收的房屋修缮项目、基础

设施改造项目是否新增了固定资产？这些内容都通

过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控制。例如，２００８年该
所通过修购专项购置固 定资产 ２１４件，价 值
６７９７５万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总额的 ８０％。具体
明细情况通过系统可以清晰地看到。

２５３　利用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对修购专项实

施方式—政府采购进行控制。修购专项实施以政府

采购方式为主。因此，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也是修购

专项执行中需要重点控制的内容之一。通过固定资

产管理系统，可以及时掌握修购专项执行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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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在入库登记时需要在系统中输入是否政

府采购信息，通过查询统计可以看出修购项目执行

政府采购的总体情况，例如，通过系统查询出截止

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该所修购专项通过政府采购购
置设备１８７件，价值３２４９２万元。
２５４　利用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对修购专项执
行其他方面的控制。修购专项的预算执行情况实质

反映了该专项的全程管理。要使预算执行工作顺利

开展，达到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采取上

述措施之外，还与修购规划、项目立项、预算编制

各环节紧密相关。该所通过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查

询统计功能，可以全面、实时、动态的掌握单位现

有设备的分布、结构、种类、新旧等情况，为科

学、合理配置资源、编制修购规划、项目预算提供

了依据，为做好预算执行奠定了基础。例如，通过

系统可以查询到目前我所在用电子产品的购入时

间、设备价格、存放地点、品牌型号等分布情况。

３　改进措施

以上是该所对修购专项预算执行采取的控制措

施，与上级部门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相比，还存在着

不足，预算执行任务依然十分严峻。将以这次会议

为动力，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座

谈会精神，学习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结合该所实

际，采取以下四项改进措施，确保到 ２００９年底修
购专项预算执行进度达到９７４％。
３１　进一步组织学习 《农业部部门预算执行进度

管理暂行办法》

继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在所务会传达上海会议精

神后，该所于１０月１６日举办了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培训班，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室主任和项目／课
题负责人、财务人员共计 ６０人参加培训，专题学
习财政部新精神和农业部预算执行管理暂行办法；

财务处结合实际工作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政府

采购有关规定作了系统讲解。

３２　逐个项目落实执行进度，分析执行慢的原因，
提出整改措施

把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努力推

进，从上到下分解任务，从下到上作出承诺，落实

责任。结合 “下一阶段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工作

方案”的制定，把任务分解到各个项目／课题，由
项目／课题负责人提出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具体目
标和计划步骤，并负责组织落实；研究所层面由所

长挂帅、分管财务的副所长组织财务处、科技管理

处对全所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３３　实行预算执行进度旬查通报制度
自１０月份起，对所有财政项目按旬进行检查，

对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对执行又好又快的项目／课
题负责人进行表扬，对执行未达到计划进度的项目

／课题负责人，由主管财务副所长约谈，了解情况，
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必要时由所长亲自约

谈。

３４　建立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与年度考核挂钩机制
该所从２００９年起探索实行加强预算管理与年

度考核挂钩机制，年底达不到进度要求、或在预算

执行中出现违规的单位和项目／课题主持人不能评
优，以保证将预算又好又快执行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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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杂交水稻》征订启事

欢迎订阅　　并欢迎投稿　　刊登广告

　　《杂交水稻》是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办的、对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专业技术刊物，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
来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

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全

文收录期刊、湖南省一级期刊、湖南省优秀科技期刊、湖南省十佳科技期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中国期刊方

阵双效期刊。

主要宣传报道我国及国外杂交水稻研究、应用中的最新成果、进展、动态、技术经验和信息等。辟有专题

与综述、选育选配、栽培技术、繁殖制种、新组合、基础理论、国外动态和简讯等栏目。双月刊，大 １６开本，９６
页，逢单月出版，每册定价８．０元，年价４８元。订阅办法：（１）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４２－２９７。（２）
直接向本刊杂志社订阅，需另加挂号费每个订户全年１８元整。

请将款邮至长沙市马坡岭远大二路７３６号《杂交水稻》杂志社或信汇长沙市农行马坡岭支行
账户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账号０３５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３４１（务请注明为杂交水稻２０１０年杂志款），邮编４１０１２５
电话０７３１－８２８７２９５５，８２８７２９５４
Ｅ－ｍａｉｌ：ｊｈｙｂｒｉｃｅ＠２１１８．ｃｎ，ｚｊｓｄ＠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ｈｔｔｐ：／／ｚｊｓｄ．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４１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２０１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