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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

科学基金财政预算与资助计划的关系模式分析

陈 钟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

北京 100 08 5)

金的财政投入 )
。

所有项 目的执行期都是 3 年
。

1 资助计划等于财政预算额度的关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

每年财政预算和资助计划的总

额度都是 20 亿元
,

假定资助计划都按时完成
,

即批

准资助额度也是 20 亿元
。

由于实行分年度拨款
,

第

1 年的预算资金有 60 % 不能拨出
,

成为待拨资金
,

第

2 年预算资金又有 60 % 成 为待拨资金
,

合计达到 24

亿元
,

到第 3 年待拨资金合计将达到 30 亿元
,

此后

保持平稳
。

待拨资金是 已批项 目未拨款的 100 %
,

是每年财政预算投入 的 1
.

5 倍
。

随着国家预算改革

的不断深入
,

这种模式对于争取财政预算的进一步

增长十分不利
。

这种模式是不可取的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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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国家财政预算与拨付制度改革逐步深入
,

要求科学基金对财政预算与资助计划的关系模式作

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

在科学基金三个层次
、

多种专项相结合的资助

格局中
,

绝大多数项 目是按照一次批准
、

分年度拨款

的方式运作
,

即对于执 行期 为 3一 5 年的 申请项 目
,

在批准资助的同时
,

也批准了整个执行期 间的全部

资助额度
,

但资助经费不是一次全额拨出
,

而是按一

定的比例分年度拨 出
。

例如
:

执行期三年的面上项

目是按 4 : 3 : 3 的 比例
,

分 3 次
,

跨 4 个年度拨出
。

这种运作方式基本上是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科学基

金运行规律的
。

在实际操作中
,

每类项 目的可批准资助总额 由

年度资助计划方案的指标所控制
,

因此
,

科学基金的

年度计划指标是按照项 目整个执行期的资助总额制

定的
,

是今后 3一 5 个年度可实 际支出的总和
,

执行

结果确定了新批项 目当年及今后 3一 5 年的应拨款

额度
,

其作用是面向
“

未来
”

的
。

与此相反
,

科学基金的财政预算指标是国家财

政当年投入的经费总额
,

用于支付新
、

旧项 目在当年

的拨款
,

执行 的结果 是完 成 了当年新项 目和过 去

3一 5 年旧项 目累积的
、

在 当年 的应拨款
,

其作用是

面向
“

过去
”

的
。

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在执行结果方面的
“

未来
”

与
“

过去
”

的差异
,

决定了科学基 金资助计划与财政

预算是相互关联 又 有所区别 的二 种不 同的指标体

系
。

科学基金的年度资助计划可以完全不同于它的

财政预算
,

但必然受到当年及 未来几年财政预算的

制约
。

我们必须深人分析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

采

用积极而稳妥的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关系模式
。

以下是对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几种关系模式的

分析
。

为叙述方便
,

假定每年财政预算的额度保持

不变
,

都是 20 亿元 (约等于 2 0 02 年的国家对科学基

八川 2 别 ) U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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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财政预算全部支出的关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

科学基金每年的资助计划都按

照当年最大支付能力确定
,

即在支付了旧 项 目在当

年的应拨款后
,

按 照预算余额的 2 50 % (预 算余额 /

40 % )制定资助计划
,

确定批准资助总额
。

这种模式

虽然消除了待拨资金
,

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经费的

作用
,

但科学基金每年的计划资助总额起伏极大
,

到

第 4 年如果国家财政不能大幅增 加经费
,

财政预算

的经费不但不能支撑新批项 目的资助计划
,

还将发

生旧项 目的支付危机
。

如图 2 所示
,

第 1年
、

第 2 年因为没有旧项 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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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拨款
,

年度 资助计划可达到 50 亿元
,

是财政预

算的 2 50 %
。

第 3 年因为需要支付第 1 年批准资助

额度的 30 %
,

用掉了 巧 亿元 ( 50 亿元 X 30 % )
,

按预

算余额 5 亿元乘 2 50 %
,

资助计划仅 12
.

5 亿元
。

前 3

年待拨资金为零
。

第 4 年因为需要支付第 1年及第

2 年批准资助的各 30 %
,

共需经费 30 亿元 ( 50 亿元

又 3 0 % + 50 亿元 x 30 % )
,

已超过财政预算 20 亿元

的支付能力
,

不但不能批准新的项 目
,

还必须要求财

政增加 10 亿元预算 (待拨 资金为
一 10 亿元 )

,

即增

长 50 %
,

否则将有 10 亿元的已批旧项 目不能得到拨

款
,

资金缺 口 的比例达到 33 %
。

多 4 亿元
,

一个五年计划就可多出 20 亿元
,

比起前

二种关系模式
,

这种模式在保证支付能力的基础上
,

使财政投入的资金得到 了相对充分的使用
,

加大了

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支持
。

详 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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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每年预算全部支 出
,

关系模式图

如果不希望资助计划 的规模下降
,

而一直保持

每年 50 亿元
,

则需要国家财政预算在第 3 年增加投

入 巧 亿元
,

增长 75 %
,

在第 4 年再增加 15 亿元
,

增

长约 4 3 %
,

在第 4 年达到财政预算 50 亿元
。

这期间

待拨资金均为零
,

财政预算正好满足资助拨款的需

要
,

是标准的支出预算模式
。

3 控制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固定比例的关

系模式

上述第一种模式 中
,

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之比

是 100 %
,

第二种 模式 是 2 50 %
。

第一 模式过 于保

守
,

第二种模式风险过大
。

因此可以推断
,

在最佳的

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关系模式中
,

二者之 比应是介

于 100 % 到 2 5 0% 之间
。

目前
,

我委按照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之 比不大

于 12 0 % 的比例制定资助计划
。

在同样的假设条件

下
,

这种模式在前三年仍会增加待拨资金
,

最高达到

24 亿元
。

从第四年起
,

待拨资金将逐 步减少
,

在财

政预算不增加的情况下
,

到第 9 年待拨资金为零
。

在此期间
,

我委每年的资助计划可 比财政预算

图 3 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之 比为 1
.

2 的关系模式图

应该说 120 % 的 比例仍 是相当谨慎 的
,

消减待

拨资 金 的过 程 较 为缓 慢
。

当财政预算每年增 长

巧%
,

资助计划与财政预算之 比保持 120 % 时
,

待拨

资金就永远不会降到零
。

经测算
,

当将 比例提高到

13 0 % 时
,

我们可在进一步增加对科研事业支持的情

况下
,

保证 6 年的支付能力
,

当财政预算不能有较大

的增长时
,

可在第 5 年或第 6 年调整资助计划
,

以保

证支付能力的安全
。

以上是基 于许多假设条件下的简单化模式分

析
。

实际运行中
,

财政预算与资助计划的关 系模式

涉及因素很多
,

关系十分复杂
,

需在掌握详尽准确的

动态数据基础上
,

进一步做专 门的研究
。

下面是财

政预算与资助计划的大致现状及初步的建议
。

从
“

九五
”

起
,

我委 已采取资助计划大于财政预

算的模式
。

目前应明确政策
,

采取灵活的运行模式
。

总体原则是
:

根据财政预算情况
,

在保证已批项 目适

度支付能力和紧急情况处理能力 的基础上
,

制定较

长期年度间基本平稳的
、

最大额度的资助计划
,

为基

础研究提供最大限度的资助 ; 在试行阶段
,

以待拨资

金与已批项 目未拨款的比例约等于 40 % 作为支付

能力的安全标准 ( 40 % 是支付 旧项 目在下一年的应

拨款额度 )
。

具体措施方案为
:

根据 目前财政预算的预 期
,

“

十五
”

后三年
,

扩大科学基金年度资助计划
,

并根据

财政预算情况和 资助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进行调

整
。

预计到 2 0 05 年
,

待拨资金与 已批项 目未拨款的

比例降到约为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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