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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一批诸如广州科技和信

息化局系统科研单位频发贪腐，引发

各方对科技经费投入方式的广泛关

注。而事实上，过去数年间，全国科研

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

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

全国各级政府对科研的财政投入

都是不小的。而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为

主体的格局尚未形成。至于科研经费

如何使用效率才高、如何使用才能拉

动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

是急需改革的方面。科研经费的使用

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科研机构：
监管乏力乱象丛生

在过去的数年间，科研经费使用

所暴露出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2014 年，教育部通报 4 起科研经

费使用违规违纪典型案件，5 名大学

老师骗取科研经费1600多万元。

此次通报的4起案件均为私吞科

研经费的“典型”，浙江大学水环境研

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将科研经费划入自

己控制的公司，其利用职务便利，采用

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

假账目等手段，将科研经费 900 余万

元据为己有；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原院长宋茂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借

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存折冒名领取

劳务费，致使68万元国家科研经费落

入其腰包；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

澎涛、王新月夫妇以虚假采购的方式

向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支付上百万，涉

嫌贪污 264 万余元；山东大学刘兆平

通过开虚假发票骗取科研经费 341.8

万元。

“虚列劳务费用冒名领取、借壳套

现、虚开发票是科研经费贪腐案中常

遇到的手段。”北京中煌洛辉律师事务

所李平律师认为，但从犯罪方法来看，

并不高明。

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旅游规划”

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

差旅费名义分 37 次报销各地到佳木

斯的单程火车票 1505 张，金额 28.36

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

经费57万元的49.75%。

“这样密集的单程火车票报销手

段被课题组乐此不疲在近4年的时间

里连续使用，且毫不加以掩饰。”李平

说，可见利用发票套取科研经费已成

为过去科研部门的手段之一。但一个

问题是，看似低劣的把戏却能屡屡得

手，这实在让人质疑。

问题不仅于此。广州科技和信息

化局系统频发贪腐，同样引发各方对

科技经费权利寻租的诟病。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谢

学宁、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副

厅长王可炜、党组副书记张明等科技

系统官员接连落马，数十人因此连坐。

“国内科研项目的审批存在多头

管理，各个部门均有科研立项和投资

管理的职能，缺乏必要的制衡。”山西

科技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说。事实上，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阶

段，就存在个人意志的取向，这似乎可

以解释为何利用发票就能套取科研经

费的原因。

现实是，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

数十人案发后，科研项目格式化带给

科研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权力设置过于

集中，监管自然乏力，就连广州市科信

局现任局长马正勇亦对媒体坦言：

“4000 多个项目申报，可能相当大一

部分符合申报的要求，给谁不给谁，容

易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

企业科研：
动力不足输血困难

让从事科研的孙华感到无奈的

是，一家拥有低灰分的煤化工企业直

到现在仍无力改变科研经费短缺的现

状。

而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

年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情况，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经费投入已达到151.5亿元。

孙华对记者说，近些年，围绕大学

以获得科研企业资格的目标并未实

现，他觉得，2016年，或许国家日益加

大科技投资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起死

回生。

但让孙华不安的是，过去，科技资

金的使用分配以及信息工程的立项发

包等环节普遍存在信息不公开、申报

手续不规范等问题。

“过去，项目申报审批基本不公

开，科技经费的投入大部分有明显的

取向性，也就是说，给谁不给谁，全凭

部门领导拍板。再加上有的项目公布

的申报手续、申报材料等具体事项不

够明确，企业几乎处处碰壁，很难顺利

获得科技经费。”孙华说，因此，一些名

为科研实为“掮客”的中介机构势必提

高抽成比例，这样做的后果是，尽管企

业得到低于预期和实际需求的科研经

费，但这点资金还能在新技术发挥多

大作用？

他还说，很多企业由于科研经费

紧张，使得市场竞争力不足，相当于一

个人的造血机能出现障碍，亟待输血，

但是你让他在缺血的情况下还在奔走

于血源之间，这怎么能行？

与孙华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陈

平。

陈平是第几次来到科技局连他自

己都记不清了。作为地级市电商协会

的负责人数次登门拜访科技局相关领

导，试图说服领导在电商下乡的关键

技术予以经费支持。“电商我们不懂，

也没有经费。”科技局的答复让他难以

理解。

在陈平眼里，国家对于科技经费

的投入却是在年年增加。2014年，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

亿元，比2013年增长12.4%，与国内生

产总值之比为 2.09%，其中基础研究

经费626亿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 1098 家。2014 年国家新兴产业创

投累计支持设立 213 家创业投资企

业，资金总规模574亿元，投资创业企

业739家。2014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

请236.1万。

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

政部 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显示，北方各省在 R&D 的经费

支出和强度上各有亮点。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支出最多的 6 个省

（市）为江苏（占 12.7%）、广东（占

12.3%）、山 东（占 10%）、北 京（占

9.7%）、浙 江（占 7%）和 上 海（占

6.6%）。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

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

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

8个省市。

但陈平需要面对的是，其所在地

区科技经费支出依然乏善可陈，至少

在 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中依然靠后。

万亿元科研经费怎么用？

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

政部 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显示，2014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

而早在 2012 年科技部调研室主

任胥和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5

年全国科技研发投入经费不会低于

1.5万亿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

2015 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和美国

相当。

在浙江温州，一个可喜的现象是，

2014年全市有944家企业设置了研发

机构，较2113年增长21.2%，增幅居全

省第 3 位；企业 R&D 活动人员（研发

人员）为3.99万人，同比增长8.9%，增

幅和总量均居全省第3位。2014年全

市有 1287 家企业开展 R&D 活动，同

比增长26.6%，增幅居全省第3位；全

市企业R&D经费支出相当于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为1.36%，全省第3位。全

市工业新产品产值达1029.99亿元，同

比增长39.9%，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在近千家企业研发机构中，有 3

家在 2015 年成功荣升为省级重点企

业研究院，其中，力邦合信年投入科研

经费占年收入的比重超过了美国苹果

公司。

然而，科技创新在中国推行数年

后，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却大多还停

留在初级规模。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

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认为，尽管浙江企

业 R&D 形势乐观，但从中国北方来

看，除北京、陕西和山东外，大部分省

市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还需加强。

“企业科研经费如何提高使用效

率？”郭志勇称，面对国家每年20%的

增长率，万亿元科研经费该如何使用

才能拉动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与进

步？这的确需要认真考虑。他还认

为，要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的到位和

使用，需要加快与之相应的立法工作。

一个好的消息是，大学和科研主

管部门贪腐频发之后，全国科研经费

40%是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

会、出差、接待等的现象正逐年减少。

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管理亦越来越规

范。近日，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

合修订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

金管理办法》）。

“这意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

将出现历史性转折。”山西财经大学刘

海鸿说。

《资金管理办法》对项目间接成本

补偿机制进行延伸，扩大了劳务费的

开支范围，并取消了比例限制；结余资

金的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下放了预

算调整权限，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在不突破三项支出预算总

额的前提下可调剂使用；设备费、专家

咨询费、劳务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

需调减由依托单位审批。

值得一提的是，《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了财政部门、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目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资金

管理和使用中的职责，强调了依托单

位是项目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对于

部分资金支出提出了实行“公务卡”结

算的要求，减少现金支出，实现“痕迹”

管理；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资金使用中

不得开支的内容；对于成本补偿方式

资助的项目，增加财务中期检查。

“毫无疑问，这些规定将进一步加

强科研经费的使用率。”刘海鸿说，按

照科研经费投入20%年增长率，今后

每年万亿元科研经费将为中国科研带

来十足动力。

60%用于开会出差
万亿科研经费去向何处？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上接第二版）

“现在的创新理念趋同于过去，需要把创新理念落地，需

要与时俱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才能够吸引科技成果，转化成为

先进的生产力，能够支撑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辛小光说道。

“高手”还是在大企大院大所

“高手在民间”的说法广为流行，但是在中关村兰德科教

评价研究院军民技术转移研究所所长朱森元看来，“科研高手

还是在大企业，关键看大企业如何发挥大企业的作用。”

一项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再到发展成为畅销产品，其

过程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想一

口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而大院大所以及大企业恰恰具有

先天优势，能够较好地实现配套完成对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科技成果，这就不得不提技术成

熟度。辛小光认为，一般来讲科技成果和创新，需要经历4

个阶段，技术萌芽阶段、新兴成长阶段、快速成长期、主流市

场，“恰恰很多我们自己认为是科技成果，而其实很多是在技

术萌芽期，想转化落地生产，可能还欠火候、欠时间。因为所

有的科技成果都需要一个时间和历练，才能真正发挥出其成

果的潜能，如果科技成果从萌芽阶段就拿出去转让，肯定是

转让不成的，因此需要经过它初步的小试也好，中试也罢，完

成实验室程序，这样才能算得上是转化成果。”

按照辛小光的说法，现在一些成果之所以难以转化，可

能只是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实验，这只能算得上是一

个萌芽阶段，还没有完善成一个成果，把这样的成果拿出去

转化，那无疑将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精准地把握住节奏，如

果还没有到下一步，但却提前进入，那之前的成果可能就白

费了。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魏东芝经过20多年研究，从小小细

胞里研发出全细胞生物催化技术，并通过成果转化，已经释

放出15亿元的生物制造产能。

据介绍，生物催化技术广泛用于制药、食品领域。如今，

据此技术生产的国产糖尿病药物及相关保健品均已上市，价

格较之进口药物更低，生产工艺也更加高效环保。

这一成果之所以被企业认可，实现转化，“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研究积累、市场应用和技术孵化等方面下了扎实的功

夫。”魏东芝如是说。

技术萌芽期的时间会比较漫长，“很多科技项目就是在

试验中不停地在改进，最新的成果可能对其最初的设想都是

一种否定，第一个想法出来就想发扬光大的，几乎没有。”辛

小光打趣道，就像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试验了190次

都失败了，第191次成功了，这就是科学。

如何转化，资金的投入是迈不过去的坎，毫无疑问，这其

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个人和小企业则很难维系，而没

有资方科技成果难以落地。

朱森元表示，“要充分发挥大院大所的能量，我们国家投

入那么多的经费用在大院大所之上，就是要他们在科研上发

挥应有的作用，但是需要给他们相应的激励奖励。”

在朱森元看来，目前民营企业尚缺乏创新体系，因此需

要“大企业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发现民间高手，然后充分发

挥其优势，民间发明大多数不够完整，大企业可以帮其将这

些发明完善然后将其做大。”

专家建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部部长万钢此前指出，我们的研发人员总量达到了

世界第二，企业占比77%，科技创新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稳中

求进，升级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一般和人员成正比，中国2000—2013年从30多位爬升到19

位，经过2014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创新能力在人均GDP600美

元的阶段当中接近了发达国家，国家创新能力得到了发展。

但是如果与世界上创新强国美国相比，使我们明白我们还是

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投入的强度上和积累上我们有很大差距，

而且要求我们抓住现代的机遇，更加好的来推动科技体制的

改革，向改革努力，聚焦于人民需要，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来

进行投入，还能够取得创新的竞争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将

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

贾康看来，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核心内涵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

来解放生产力的命题上。我们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

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

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

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

发展的新动力。

在2015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论坛暨MGCoin摩

根数字全国启动仪式上，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速率从2010年开始下降，其实是最终消

费和资本积累分配严重扭曲的结果，“导致内需起不来，资源

用过了头，环境受到破坏，人口红利也没有了，关键是扭转扭

曲的分配方式，在供给侧改革，把各类发展要素合理引导到

需要的地方去。”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怎样的

宏观政策和法律保障，将我们的生产要素引向需要发展的地

方去，使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从现代的眼光来看，

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内容。这些内容要合理

流通，就必须有法律保障。

贾康表示，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

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

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认为，研发的目的在

于用，唯有将产学研用结合，改进完善体制机制，抓好国家、

行业、企业3个层面的科技攻关，将研发成果从论文评奖中

解放出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才能让科技创新更

好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

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
我们浪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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