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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概述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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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定义
预算管理是指企业或组织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通过预算编制、执行、监控、调

整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对财务资源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

预算管理作用
预算管理有助于企业或组织明确经营目标，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预算管理定义及作用



非营利性

科研事业单位以追求科学真理和

社会公益为目标，不以营利为目

的。

知识密集性

科研事业单位聚集了大量高素质、

专业化的科技人才，是知识创新

的重要源泉。

经费来源多样性

科研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包括政

府拨款、社会捐赠、企业合作等

多种渠道。

科研事业单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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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算管理，科研事业单位可以明
确研究方向和目标，确保科研活动的
有序进行。

明确科研目标 优化资源配置

加强内部控制 提升绩效评价水平

预算管理有助于科研事业单位合理配
置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

预算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
有助于科研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和
风险防范。

预算管理为科研事业单位的绩效评价
提供了依据和标准，有助于提高绩效
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预算管理在科研事业单位中意义



科研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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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事业单位主要采用增量预算法，

即在历史数据基础上进行增减调整，

较少采用零基预算法等更为科学的方

法。

预算编制通常包括预算申请、预算审

批、预算下达等环节，但在实际操作

中，流程不够规范，存在较大的随意

性。

预算编制方法及流程

预算编制流程

预算编制方法



预算执行
科研事业单位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支出进度与项目进度不匹配、支出结

构不合理等问题。

预算监控

目前科研事业单位的预算监控机制相对薄弱，缺乏有效的实时监控和预警机制，

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执行中的问题。

预算执行与监控机制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项目变更等原因需要进行预算调整，

但科研事业单位在预算调整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和程序。

预算调整

预算审批程序不够透明和公开，审批标准不够明确，容易导

致审批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预算审批

预算调整与审批程序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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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方法落后01

很多科研事业单位仍采用传统的增量预算编制方法，即在上一年度预算

基础上进行简单调整，这种方法忽略了实际业务需求和成本变化，导致

预算与实际支出存在较大差异。

预算编制缺乏全局性02

预算编制往往只关注单个项目或部门的需求，缺乏对整个单位或行业发

展趋势的考虑，使得预算分配不合理，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预算编制透明度不足03

预算编制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导致各方对预算分配

存在不满和争议，影响预算执行的顺利进行。

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合理



    

预算执行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监控

预算执行意识不强

一些科研事业单位对预算执行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缺乏严格的预算执行计

划和措施，导致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

较大偏差。

预算执行监控不力

缺乏有效的预算执行监控机制，无法

及时发现和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问

题，使得预算超支或结余现象时有发

生。

预算执行结果考核缺失

缺乏对预算执行结果的考核和奖惩机

制，使得预算执行好坏一个样，难以

调动各方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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