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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放管服”背景下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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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军工行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其科研经费的合理使

用和绩效管理对于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放管服”政策的推行，

旨在通过简政放权、强化监管和服务优化，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政府治理效能[1]。本文

将以“放管服”背景下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实施路径为题，探讨在这一政策环境下，如何科学合理地

进行科研经费绩效审计，确保科研资金的高效利用和科研成果的高质量产出。 
【关键词】放管服；军工；科研经费；绩效审计 
【收稿日期】2025 年 3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DOI】10.12208/j.jmba.20250012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erformance auditing for military industry research funds under China's 

deregulation-management-servi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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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ilitary industry, as a crucial 
pillar of 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country'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and advancing defense-rel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 rational use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its research fund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regul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DMS) reform aims to invigorate market vitality,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by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optimizing services [1].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erformance auditing for military 
industry research funds under the DMS reform, exploring how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performance audits 
in this policy environment. The goal is to ensur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earch funds and high-quality output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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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管理现状 
军工行业作为国家国防安全和技术创新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上承担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科研经费的合理分配、高效使用以及透明管理

对于推动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前，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管理呈现出以下特点： 
资金来源多元化。军工行业科研经费主要来源

于政府拨款、企业投资以及国际合作项目。政府作为

主要出资方，通过国防预算为科研活动提供稳定资

金支持。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参与到军工科研项目中，提供资金和技术

支持，形成军民融合的科研经费来源模式。 
审批流程严格。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技术，

军工行业的科研项目审批流程通常比其他行业更为

严格。这包括项目立项前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审查、

安全保密审查等多个环节，确保科研活动在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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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前提下进行。 
资金使用监管。为确保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军

工行业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这包括项

目预算编制、执行情况报告、审计检查等环节。项目

负责人需要定期提交经费使用报告，接受财政部门

和审计机关的监督，以保证资金使用符合预算和规

定用途。 
项目周期长。军工科研项目的周期普遍较长，从

立项、研发、测试到最终应用，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

长时间。这一特点对科研经费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提

出了较高要求，同时也考验了科研机构的资金管理

能力。 
研发投入大。由于涉及高精尖技术的研发，军工

行业的科研项目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有效控制成

本，成为科研经费管理的关键挑战。 
创新能力与效率提升。近年来，为了适应快速变

化的技术环境和国际竞争格局，军工行业加大了对

创新体系的建设力度，包括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优化科研评价机制等。这些措施旨在提

升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创新产出。 
未来趋势与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

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管理将面

临更多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如何在确保国家

安全的同时，有效利用新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将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放管服”政策对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的影响 
“放管服”政策是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项重要

改革措施，其核心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旨在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行政干预、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军工行业而言，

这一政策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影响深远[2]。 
一是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政策减少了

军工行业科研项目经费申请中不必要的审批环节，

科研人员可以更快地申请和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

集中精力开展科技创新，从而提高了科研经费使用

的率。 
二是释放科研经费潜力。“放管服”政策放松了

对科研经费使用的某些限制，例如对科研项目类型、

资金用途或科研机构的管理要求的限制，为军工行

业提供更多自由度，使科研经费能够更好地服务于

科技创新，支持跨学科研究、国际合作项目或技术转

化，从而提升科研经费的整体效益。 
三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军工行业往往注

重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放管服”政策为科研

机构投入前沿技术的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优化政策

环境，科研经费可以更高效地支持技术成果转化，加

速军工技术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移。 
四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放管服”政策更注重

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确保科研经费能够集中用于

最需要的地方，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科研团

队可以更加专注于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科技创新。 
3 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 
“放管服”政策下，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管理的效

率和透明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仍面临着挑战。“放

管服”政策的推行，使得军工行业科研机构在资金使

用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如何在放权的同时，确保

科研经费的规范使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放

管服”政策对科研效率的要求较高，但部分军工行业

科研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效率低下问

题，如何平衡科研效率与政策要求之间的关系是一

个重要课题。“放管服”政策鼓励科研机构追求高质

量的科研成果，但部分科研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如何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与社会影响力，是一个需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3]。 
3.1 “放管服”政策对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

计的新要求 
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需

要更加注重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和资源的合理性。

指标体系可以包括科研项目效益指标（如技术突破

率、成果转化率等）、资金使用效率指标（如经费使

用率、成本效益比等）、研究人员能力指标（如团队

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等）等[4]。 
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的管理需要更加动态化和透

明化，通过军工单位的财务系统获取科研项目预算、

实际支出、成果报告等数据，通过第三方审计机构或

科研平台获取实时数据，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评估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 
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流程需要更加灵活

和高效，分阶段梳理流程任务目标：准备阶段应明确

审计目的、范围和标准，制定审计方案；执行阶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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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项目管理、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收集

相关数据；分析阶段应通过数据分析和专家访谈，识

别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结论阶段应形成审计报告，

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根据审计结果，还需要制定

切实可行的绩效改进措施，如：优化科研项目分配机

制，根据科研项目的实际需求和经济效益，动态调整

科研经费的分配；加强科研人员能力培养，通过培训

和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引入先进的绩效评价工具和技术，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 
在“放管服”政策背景下，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

效审计不仅可以提升科研效率，还可以推动科研透

明化和创新。通过科研项目绩效审计，军工单位能够

更好地识别和利用科研经费，提高项目的效益和资

源的使用效率。其次，科研项目绩效审计增强了科研

经费使用的透明度，确保资金的合理流动和使用。同

时，科研项目绩效审计让军工单位能够更好地把握

科研项目的效益，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国家

安全提供有力支持。最后，科研项目绩效审计为军工

行业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推动行业规范

化和现代化发展。 
3.2 “放管服”政策背景下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

效审计具体路径 
一是建立适应性审计框架与动态调整审计重点。

为了确保科研项目的审计工作既具有针对性又保持

有效性，需要建立一个灵活的审计框架，并根据科研

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审计的重点和

频率。这要求审计团队能够及时捕捉到科研活动的

新趋势、新需求，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从而优化

审计策略和资源分配。具体实施步骤如下：定期评估

与反馈。通过收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反馈信息，以及

对行业发展趋势的预判，定期评估当前审计重点是

否符合实际需求；形成多维度审计指标。除了关注科

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外，还应综合考虑科研成果的质

量、技术创新性、市场价值等因素，形成全面的审计

指标体系；灵活调整审计计划。根据科研项目的特点

和审计发现的问题，适时调整审计的深度、广度和频

率，确保审计活动能够有效覆盖关键风险点。 
二是强化绩效指标体系。为了更全面地评估科

研项目的绩效，应构建一个包含财务、技术、效益三

大维度的绩效指标体系，以实现全方位的评价[5]。财

务指标包括科研经费使用效率、资金流转速度、科研

成果产出率等，旨在衡量经费使用的经济性和产出

的效率。技术指标涉及科研项目完成情况、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技术水平进步等，旨在评估科研活动的技

术贡献和创新能力。效益指标重点关注科研成果的

市场转化率、经济效益（如投资回报率、知识产权收

益等）、社会影响（如政策制定、公共福利等），旨

在衡量科研活动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三是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审计效率。在数据整合

与管理方面，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集成科研项目信

息、经费使用记录、成果产出数据等，实现数据的一

站式管理；构建实时监控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7]，实时监测科研经费的流向、使用效率及科研成果

的产出情况，提高审计的即时性和准确性。利用智能

分析工具，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自动化审计软

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异常行为、预测潜在风

险，为审计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四是推动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促进部门间

协同，建立跨部门的沟通机制，促进科研管理部门、

财务部门、项目执行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

享，确保审计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搭建信息共享

平台，开发专门的信息共享平台或系统，实现各部门

间数据的实时同步与访问权限控制[6]，提高工作效

率和透明度。 
五是加强审计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定期组织审

计人员参加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培训，确保他们了

解最新的“放管服”政策，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

通过案例分析、实战模拟、专业研讨会等形式，提升

审计人员的业务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鼓励审计人

员参与科研、财务、法律等不同领域的培训或研讨

会，拓宽知识视野，增强跨学科分析和判断能力。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可以构建一个高效、灵活、

全面的科研项目经费绩效审计体系，为军工行业科

研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 结语 
“放管服”政策的推行，为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的

管理与使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军工行

业科研经费管理现状、“放管服”政策对军工行业科

研经费的影响、以及绩效审计实施路径三个方面进

行了探讨。未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技术的持续

进步，军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将更加注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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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精准性，为提升科研效率和科研成果质量提供

有力支持。通过建立适应性审计框架、强化绩效指标

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效率、推动跨部门协作与共

享信息、加强审计人员专业化能力，可以有效推动军

工行业科研经费绩效审计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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