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管理办法》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以下简称重大专

项）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近日，财政部、科技部、发

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管理办法》

（财科教〔2017〕74号，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为更好

地贯彻和执行《资金管理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资金管理办法》修订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优

化科技资源配置，增强了科研人员获得感，有效激发了科技创新

活力。 

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实行科研项

目分类管理，改进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和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推动

建立了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的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机制。2014年12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强化顶层设计，

打破条块分割，系统重构科技计划体系，搭建了公开统一的国家

科技管理平台，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组织管理机制。2016年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出了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政策措施，

改革和创新科研资金管理和使用方式，促进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

管理和运行机制。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组织实施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进一



步优化完善了重大专项管理流程，明晰了管理职责。与此同时，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对加强财政科技资金管理和使用不断提

出了新要求。 

重大专项是新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的重点之一。为贯彻落实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

理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的精神和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有关要求，结合重大专项定位和组织实施管理特点，

以及《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9〕218

号，以下简称218号文）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认真研究、广

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发展改革委修订出台

了《资金管理办法》。 

二、《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一）总体思路 

坚持集中财力，聚焦重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的精神，实现放管

结合、权责对等，构建全过程资金管理机制，着力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同时力求遵循科研活动规律，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推

动重大专项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二）主要原则 

遵循这一思路，《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把握的主要原则有以

下四条： 

一是坚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发挥举

国体制优势，支持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以及企业竞争前的共性技术和重大关

键技术研究开发等公共科技活动，并对重大装备或产品进入市场

的产业化前期工作予以适当支持。二是坚持遵循科研活动规律。

调整完善组织管理架构，厘清各管理层级职责，优化管理流程，



改进管理方式，建立有利于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

策链”四链融合的资金管理模式。三是简政放权，进一步转变政

府职能，同时坚持做好“放管服”，充分发挥相关管理机构的作

用，明确职责，强化担当，落实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法人责任。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加大激励力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三、《资金管理办法》主要修订内容 

《资金管理办法》共8章59条，主要包括重大专项管理机构

与职责、重大专项概算管理、资金核定方式及开支范围，预算编

制与审批、预算执行与调剂、监督检查等具体内容和流程，并明

确了各管理层级的管理职责。与218号文相比，《资金管理办法》

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分级管理、权责对等，改革完善重大专项组织管理架

构和职责。一是简政放权，调整管理架构。按照《工作规则》精

神，取消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增设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以下简称

专业机构）层级，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框架下，组织管理体系调整为“科技部、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以下简称三部门）、各重大专项牵头组织单位（以

下简称牵头组织单位）、专业机构、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以

下简称承担单位）”。二是权责对等，厘清管理职责。原领导小

组相关职责分别调整至三部门、牵头组织单位。三部门、牵头组

织单位不再管理具体项目（课题），专业机构承担项目（课题）

管理具体职责。 

（二）建立了符合重大专项特点的概预算管理模式。重大专

项实行概算管理和预算管理相结合。在重大专项实施方案编制阶

段由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论证重大专项的总概算和阶段概

算，财政部牵头组织评估审核后，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在批准



的阶段概算范围内，牵头组织单位会同专业机构编制分年度概

算，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组织开展分年度概算评审，财政部根据财

力可能，审核批复分年度概算。在批复的分年度概算控制数内，

专业机构组织编制、评审年度预算，牵头组织单位审核后将年度

计划建议（含年度预算建议）报三部门综合平衡。财政部根据综

合平衡意见核定年度预算，并按程序批复。 

（三）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落实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

管理改革要求。简政放权，提高相关各方管理自主权：给予专业

机构预算评审权，放宽牵头组织单位、专业机构和承担单位预算

调剂权。实行决算报告制度，取消财政部结题财务决算审批。提

高间接费用比例（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费后的比

例，由原来统一的13%调整为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为20%，超过500

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5%，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13%），

取消了绩效支出比例限制，扩大会议差旅等部分费用管理自主

权，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

度等。同时，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发展改革委通过监督评估、专

项检查、年度报告分析、举报核查、绩效评价等方式加强监督和

管理。 

（四）取消特设账户。基于落实和强化专业机构监管责任、

方便承担单位用款、强化承担单位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等考虑，采纳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取消特设账户。

自2018年1月1日起，重大专项资金不再通过特设账户拨付，资金

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取消特设账户有关事

项另行规定。 

（五）其它修改内容。增加保密规定与审批责任追究条款，

以及失信惩戒条款等。 

四、落实《资金管理办法》的具体举措 



为推动《资金管理办法》尽快得到准确理解和全面落实，三

部门、牵头组织单位、专业机构、承担单位需要共同做好以下工

作： 

一是强化责任、狠抓落实。《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各管理

层级职责。三部门结合部门职能，分别履行不同职责;牵头组织

单位负责重大专项具体实施工作；专业机构负责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的具体管理工作；承担单位是项目（课题）资金使用和

管理的责任主体。各管理层级应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提高重视程度，强化责任意识，齐心协力，共同抓好重大专项资

金的规范管理。 

二是组织培训、抓好宣传。三部门将在《资金管理办法》发

布后组织开展宣传培训，深入解读《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

提高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资金管理办法》的认识和理解，为政

策执行到位提供保障。其他管理层级应结合实际，认真履行各自

职责，如制定实施细则，加强宣传和培训等，确保科研人员、科

研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科研财务助理等相关人员对《资金管理

办法》理解到位。 

三是分级监管、加强指导。各管理层级应当根据职责和分工，

建立覆盖资金管理使用全过程的资金监督检查机制。一是三部门

通过监督评估、专项检查、年度报告分析、举报核查、绩效评价

等方式对专业机构内部管理、重大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性和有

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对承担单位法人责任落实情况、财务验收情

况等进行抽查；二是牵头组织单位指导专业机构做好重大专项资

金管理工作，对重大专项的实施进展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按规定组织开展专项项目（课题）绩效评价；三

是专业机构组织开展重大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并配合有关部

门监督检查，对有问题的承担单位，督促整改、追踪问责；四是



承担单位应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

纠机制，保证项目（课题）资金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