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推进“放管服”改革经验材料：

释放活力、提高效益，人本财务为创新护航

根据国家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统

一部署，按照《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 号）等文件的具

体要求，我校于 2017 年 11 月出台了《厦门大学贯彻落实<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办法》，在完善学科专业建

设机制、完善高层次人才工作机制、优化编制和岗位管理制

度、持续改善进人用人环境、改进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健全

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机制、完善财

务资产管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完善监管优化服务等十个

方面全面、深入开展改革。

其中，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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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发〔2016〕50 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

通知》（财科教〔2017〕6 号），结合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实

际，学校于 2016 年起，先后通过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

项目绩效管理、优化提升服务效果和打造财务信息服务系统

升级版等方式，不断推进相关文件精神落地落实，使众多在

校师生受益，也使“放管服”改革在全校师生中留下良好印

象，得到不断好评。现就主要改进经验报告如下：



一、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学校根据不同学科科研工作的特点和管理需要，修订或

重新制定了《厦门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厦门

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厦

门大学科技项目间接经费使用管理规定》、《厦门大学科研项

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厦门大学科研财务助理

管理办法》、《厦门大学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管理办

法》、《厦门大学科研项目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等七项涉及科

研经费管理和服务的制度，同时也完善了《厦门大学会议费

管理办法》、《厦门大学出国（境）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

《厦门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等其他财务管理

制度（见附件 1-10）。完善后的差旅费和会议费管理办法在

严守精简高效、厉行节约的原则下，根据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实际需要，改进了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赋予经费负责人更多自主权限，并强调内部公示等内部

控制制度，强化了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基本完成了教育部有

关落实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要求，并初见成

效。

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不断提升科研人员获得感

在新修订的《厦门大学科技项目间接经费使用管理规

定》中，将间接费用分配向学院和项目组倾斜，其中理工科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按预算全额计提后，在学校、学院和项目

组之间原则上按学校 30%、学院 14%、项目组 56%进行分配；

文科科研项目中间接费用在学校和项目组之间原则上按学



校 20%、项目组 80%进行分配。同时，制度中原则取消了项

目组间接费的绩效支出比例限制，加大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力度，让广大科研人员能在这次改革中更有成就感和获得

感。

三、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服务，切实为科研人员减负

建立起由项目组自聘财务助理、学院专职科研秘书和学

院二级报账财务人员相结合的基层配备，会同两个科研管理

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建科研经费管理科，形成统筹协调的四

维服务模式，全方位地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在财务处网站实时发布最新的经费管理办法和相关政

策解读；定期组织开展学院科研秘书和项目组科研财务助理

的培训，解读最新经费管理的政策和总体要求，指导预算编

制,将政策要求分解到具体的业务环节，并介绍每个业务环

节的操作流程和要求，重点突出该业务难点和审计检查关注

事项；学校汇编了《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汇编及预算编制指南》

（见附件 11），使人手一册,作为业务资料供学院的科研秘书

和项目组科研财务助理查阅使用；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微信

群，实时解答疑惑；通过举办宣讲会和培训会，让师生了解

“放管服”在最新管理办法及服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突出

“放”的内容、强调“管”的意识、提高“服”的质量。

四、利用“互联网+”，打造财务信息服务升级版

学校按照“互联网+”财务服务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开

发和完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促进了财务工作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的创新，项目负责人从项目立项，经费认领，项目预



算录入或调整，经费日常报销，报销款结算电子化支付、接

收即时报销短信这一系列过程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同时使

财务自身工作流程变得更为规范、标准，更好地为全校师生

提供财务业务服务，具体包括：

1. 完善科研预算管理系统，实现了科研经费从立项、

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结题全过程的预算管理，通过软件功

能权限划分和业务流程使项目责任人、学院、学校管理部门

在科研经费管理中能够高效能的各司其职。

2. 建立专项经费预算管理系统，实现了各类专项经费

的自预算编制、下拔、直至执行与控制的全过程监控，增加

了专项经费管理的可控性和透明度，提高了专项经费使用效

益和执行进度。

3. 建立银校互联系统，实现了银行转账、电汇、个人

结算的电子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4. 建立网上综合查询系统，提高了财务信息查询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便于经费使用人依据预算和项目进展把握经

费开支进度，督促经费使用人按预算合理使用经费。

5. 建立网上薪酬申报系统，实现了全校教职工和学生

等各类人员经费发放的电子化，理顺了经费发放的业务流

程，提高了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6. 建立网上报账系统，在传统的校、院二级现场报销

的基础上，为师生员工另外提供了网上报账服务，方便报账

人员灵活合理地安排工作，节约办理报账事务的时间，让科

研人员潜心从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