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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科学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类科目的定义和核算内容

由财政部、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于1997年联合制定。随着科

学事业单位预算形式、资金支付方式、业务内容以及科研项目

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改革，根据原科目的定义对收入、支出进行

核算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部门预算、内部核算及单位考核的要

求。据此本文着重对科学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类等科目进行了

思考，对主要收支类科目定义和核算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增设

有关收支类科目。

一、现行科学事业单位主要收支类科目定义及核算内容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

“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支出”和“财政补助结存”

科目作了如下规定：

1援 财政补助收入即单位从财政部门取得的事业经费，包

括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由财政部门

通过财务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转拨的科学事业费，以及由财

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的科学事业

费，均属于财政补助收入。

2援 事业收入即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包括科研收入、技术收入、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

入及试制产品收入。其中：科研收入是单位承担科研课题（项

目）和接受委托研制样品样机取得的收入。技术收入是单位对

外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和技术承包

取得的收入。学术活动收入是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座和

科技展览等活动取得的收入。试制产品收入是单位从事中间

试验产品的试制取得的收入。

3援 事业支出是单位开展专业业务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

支出，按用途分为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

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

和其他费用。

4援 财政补助结存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财政补

助收入中具有专门用途的专项资金，需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而

在期末形成的结存。

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类科目调整的建议

缪启新

渊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 210014冤

【摘要】随着科学事业单位预算形式、资金支付方式、业务内容以及科研项目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改革，原有规章制度已

不能满足部门预算、内部核算及单位考核的需求，本文对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类科目进行调整，以适应科学事业单位对收入、

支出核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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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发现，A方案的相关数据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且最高点和最低点离差很大；而 B方案的相关数据是一条上

升的曲线，且最高点和最低点离差较小。因此，B方案的风险

较小，这说明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时风险更小，更为可

靠，因而我们认为净现值法优于内部收益率法。

基于以上分析，作为内部收益率来说，它是净现值等于零

时的收益率，也是最高收益率，而 A方案的最高收益率根本

不能说明 A方案的一般水平，所以我们认为当内部收益率指

标和净现值指标作出相反的指示时，应该以净现值法为首选

决策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净现值法比内部收益率法更加科学

合理。就本文案例而言，在 A方案和 B方案两个备选方案中，

我们应该选择 B方案。在项目投资决策中，有很多投资方法，

在资料充足有效的情况下应该首选净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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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事业单位主要收支类科目核算存在的问题

1援“财政补助收入”科目核算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上级

财政部门为保障科学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下拨的经常性经费；二是上级财政部门为保证科学事业单位

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下拨的专项经费；

三是上级财政部门通过其他渠道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

的科学事业费。将以上三部分内容全部纳入财政补助收入，一

是不能明晰反映上级财政部门对科学事业单位维持日常运转

的基本支出供给水平和对科学事业单位事业发展的项目支出

支持力度。二是由于科学事业单位每年事业发展的侧重点不

同，用于事业发展的专项经费多少不一，造成科学事业单位财

政补助收入波动大。三是其中的科研课题经费与“事业收入”

中的“科研收入”实质相同，只是因来源不同而未单独核算，因

此不能完整反映科学事业单位的科研业务量。

2援“事业收入”科目。首先从收入分类上看，其与“财政补

助收入”科目平级，但又没有单独设定为会计科目，具体收入

是通过“科研收入”、“技术收入”、“学术活动收入”、“试制产品

收入”、“科普活动收入”等科目来核算，造成分类上的混乱，并

且期末也未将以上收入归集到“事业收入”科目。其次，将单位

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和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一并纳

入事业收入，不能有效核算科学事业单位主要业务活动收入

和辅助活动收入，未反映科学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的

能力。再者，科学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如

科研收入，都是要依据科研合同、完成特定任务的项目经费，

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单位发展或作为日常运转的基

本支出经费的补充。对科研收入和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未分

别核算，就很难准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收入的组成、创收水平

以及可用于自身发展的财力。

3援“事业支出”科目作为一级科目，既可以由“科研成

本”、“技术成本”、“学术成本”、“试制成本”、“科普成本”、“管

理费用”、“研究室（车间）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费用科目

结转而来，也可以单独核算支出，造成大概念与小概念的混

淆。另外由于支出未按经费来源进行核算，一方面不能区分不

同经费来源形成的支出，尤其是“科研成本”科目，既包括了上

级财政部门通过其他渠道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的科学

事业费形成的支出，也包括了科学事业单位接受其他事业单

位、企业等委托取得的横向科研经费形成的支出。另一方面期

末不能准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维持日常运转的基本支出经费

与开展专业活动的专项支出经费、纵向科研经费与横向科研

经费、主要业务经费与辅助业务经费的使用和结存情况，不利

于各类项目的绩效考核。

4援“财政补助结存”科目只核算财政补助收入中具有专

门用途的专项资金在期末形成的结存，不包括经常性经费结

存。经常性经费结存期末结转到“事业结余”科目，参与期末结

余分配。科学事业单位实行部门预算和财政集中支付后，经常

性经费结存不再允许参与期末结余分配，但又无明确的会计

科目对其进行核算。

5援“经费自给率”科目。财务分析指标中的经费自给率是

衡量科学事业单位自行组织收入的能力和收入用于经常性支

出程度的指标，是综合反映科学事业单位财务收入状况的最

重要的分析评价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经费自给率=（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事业支

出+经营支出）伊100%。

科学事业单位其他各项收入中主要的是事业收入，而事

业收入中最主要的是科研收入，即科研项目经费形成的收入，

这就导致科学事业单位自行组织的收入人为扩大，由上述公

式计算出的经费自给率严重失真，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上级财

政部门，造成科学事业单位有能力承担相当比重基本支出的

假象，影响了部门预算的编制质量。

三、科学事业单位主要收支类科目的调整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本人认为科学事业单位原主要收入、

支出类等科目，不适应核算要求的应作相应调整，现有科目不

能满足核算需求的应作适当增设，具体调整如下：

1援 财政性资金收支类科目的调整。

（1）财政性资金收入类科目的调整。原“财政补助收入”科

目核算内容调整为，只核算上级财政部门为保障科学事业单

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下拨的经常性经费。增设“财

政专项收入”科目，用于核算原“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中上级财

政部门为保证科学事业单位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而下拨的专项经费，包括上级财政部门通过其他渠道

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的科学事业费。

（2）财政性资金支出类科目的调整。科学事业单位增设

“财政补助支出”科目，用于核算上级财政部门为保障科学事

业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下拨的经常性经费形成

的支出。同时增设“财政专项支出”科目，用于核算上级财政部

门为保证科学事业单位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而下拨的专项经费形成的专项支出，包括上级财政部门通

过其他渠道以科研课题和项目形式下达的科学事业费形成的

科研项目支出。

（3）财政性资金结存类科目的调整。原“财政补助结存”科

目核算内容调整为，只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财政拨款中

经常性经费在期末形成的结存，并按规定上缴上级财政部门，

于下年度部门预算时统筹安排。增设“财政专项结存”科目，核

算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财政拨款中的专

项资金，因项目未完成，需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而在期末形成的

结存；二是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财政拨款中的专项资金，项目

完成后在期末形成的结存。

通过以上科目的增设和调整，将财政拨款中经常性经费

与专项经费分别核算：一是有利于上级财政部门有效地掌握

科学事业单位维持其基本运转的经常性支出所需的财政资

金，便于统筹安排；二是避免因年度间科学事业单位承担政府

专项任务和科研项目的变化，引起当年财政补助收入的较大

波动；三是单独核算财政专项收入后，其收入水平既反映出上

级财政部门对科学事业单位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反映出科学

事业单位承担政府科研课题等专项任务的能力、科学研究事

业发展水平以及在当地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四是财政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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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的基本支出经费结存和专项支出经费结存分别核算，有

利于上级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监管，防止两类资金间的相

互挪用。

2援 其他资金收支类科目的调整。

（1）其他资金收入类科目的调整。增设“其他专项收入”科

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上级财政拨款专项收入以外的

其他专项收入，包括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农业部、卫

生部等国家部委和省、市等有关部门申请、签订科技合同的各

类科研项目经费，也包括科学事业单位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

从事特定技术的科研、科普等项目研究经费。原“科研收入”、

“技术收入”、“学术活动收入”、“试制产品收入”、“科普活动收

入”等科目，由一级科目调整为“其他专项收入”科目的二级明

细科目，分别核算科研、技术、学术活动、试制产品、科普活动

等专项收入。原“事业收入”科目调整为一级科目，核算科学事

业单位开展专项业务之外的辅助业务取得的收入，包括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取消原“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

他收入”科目。

（2）其他资金支出类科目的调整。增设“其他专项支出”科

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为完成取得的其他专项项目而发生的

支出。原“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学术活动成本”、“试制产

品成本”、“科普活动成本”等科目，在核算过程中作用不大，予

以取消。同时，再增设“科研支出”、“技术支出”、“学术活动支

出”、“试制产品支出”、“科普活动支出”等科目，作为“其他专

项支出”科目的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科研、技术、学术活

动、试制产品、科普活动等专项支出。原“事业支出”科目调整

为只是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开展专项业务之外的辅助业务发生

的支出。

（3）其他资金结存类科目的调整。增设“其他专项结存”科

目，核算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其他专项资

金，因项目未完成，需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而在期末形成的结

存；二是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其他专项资金，项目完成后在期

末形成的结存。

对于科学事业单位取得的其他专项资金形成的结存，要

根据专项项目签订部门对项目结存经费的管理规定分别进

行处理：其一需上缴原下达部门的则上缴；其二经批准可用

于与原项目相关工作的，支出范围执行原合同，并在“其他专

项支出”科目中核算；其三原下达部门对结存经费没有明确规

定的，转入“事业结余”科目参与期末分配。增设“科研专项结

存”、“技术专项结存”、“学术活动专项结存”、“试制产品专项

结存”、“科普活动专项结存”科目，并作为“其他专项结存”科

目的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科研、技术、学术活动、试制产

品、科普活动等专项结存。

原“事业结余”科目保留，核算内容调整为两方面：一是期

末“其他专项结存”科目中可参与分配的结存转入；二是辅助

业务收入与辅助业务支出相抵后的余额。

（4）经营性资金收入、支出等科目的调整。2002年一批与

市场结合度高的应用型科学事业单位已改制为企业，随着科

学事业单位改制的进一步推进，现存的科学事业单位大多数

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型事业单位，应取消“经营收入”、

“经营支出”和“经营结余”科目。

通过以上科目的增设和调整，将科学事业单位具有特定

任务的科研项目经费从事业收入中剥离，避免了科学事业单

位年度申报科研项目的多少对科学事业单位事业收入产生较

大波动，更能准确地反映科学事业单位的创收能力和经费自

给能力，使得基层单位编制部门预算有了明确的收入分类标

准，上级财政部门审核单位部门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也有了明

确的依据。

四、调整后的科学事业单位主要收支类科目对应关系及

相关指标

1援 科目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期末：“财政补助收入”和“财政补助支出”科目期末余额

结转到“财政补助结存”科目，得出科学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基

本运转经费结余情况。“财政专项收入”和“财政专项支出”科

目期末余额结转到“财政补助结存”科目，得出科学事业单位

财政拨款专项项目经费结存情况。“其他专项收入”和“其他专

项支出”科目期末余额结转到“其他专项结存”科目，得出科学

事业单位其他渠道专项项目经费结存情况。“事业收入”和“事

业支出”科目期末余额结转到“事业结余”科目，得出科学事业

单位开展辅助业务结余情况。

2援 相关经济指标。淤经费自给率=事业收入/（财政补助

支出+事业支出）伊100%。经费自给率表示科学事业单位创收

收入用于基本支出的比重，比重越大，说明经费自给能力越

强。于经常性经费率=财政补助收入/（财政补助收入+财政专

项收入）伊100%。经常性经费率表示上级财政部门拨付的财政

资金中用于科学事业单位日常运转的基本支出经费的比重。

比重大，说明科学事业单位财政支出水平低，上级财政对科学

事业单位支持的力度小。盂财政专项率=财政专项收入/（财

政专项收入+其他专项收入）伊100%。财政专项率表示科学事

业单位承担的科研项目中承担地方政府科研项目的比重。比

重越大，说明承担地方政府的任务能力越强，对地方经济建设

贡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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