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六 

中国农科院：加强顶层设计，依靠制度确保新政落地  

 

 

 

  为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文件精神，中国农科院充分考虑农业科研工作

的特点，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搭建制度桥梁，谋划制度

体系。研究并确定了包括差旅费、会议费、横向经费等管理办法在内的 22项

制度建设清单，按时间节点要求出台了 13项内部管理制度。 

  对于一直困扰科研单位的院士、教授等正高级职称人员和相应管理人员

乘坐交通工具等级和住宿费标准问题，以及到科研基地进行科研活动的报销

等事项，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基础

上，制订了该院差旅费管理办法。  

  1.解决了各类科研人员差旅费报销执行标准的问题  

  制度明确：院士按照部级人员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和报销住宿费；研究员

等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三级四级管理人员和副所局级人员按照司局级人员

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和报销住宿费；博士后研究人员、邀请国内外专家、外聘

及返聘人员，按照其专业技术职务情况参照执行；研究生因公出差所发生的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其余人员级别报销。  

  2.明确了自驾车或者租车报销的规定  

  制度规定：对于在偏远、边境地区开展考察、调研、试验和检测监测等

工作，受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必须自驾或者租车前往的，经单位领导



和财务主管批准，租车费可以据实报销，发生的汽油费和过桥费凭据报销，

并且报销金额原则上控制在城市间交通费最低标准内。  

  3.重申了难以取得住宿费发票的差旅费报销问题  

  制度明确要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并按规定

标准发放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  

  为了有效地解决科研业务会议行政化管理带来的诸多问题。该院结合科

研单位的特点，按照会议内容将会议分为行政会议和业务会议。规定院常务

会议仅审批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会议；其他会议审批权限授权给各

研究所所务会以及机关各部门局务会。  

  同时，为了与差旅费管理办法进行有效衔接，制度对参加会议的院士及

国内外知名专家（二级或相当二级以上研究员技术职务专家）达到参会人数

三分之一及以上的业务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规定了其综合定额标准

可提高 20%。对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

通费、国际旅费、咨询费、讲课费、评审费，明确规定可由主办单位在会议

费等费用中报销。  

  为加强财务与科研工作的有效衔接，保障资金使用安全和科研工作有序

开展，让科研人员潜心从事科学研究，促进该院科研项目顺利实施，该办法

要求院属研究所坚持遵循规律、灵活多样和协调建设的原则，建立健全科研

财务助理管理制度。在岗位职责方面，要求科研财务助理在科研团队中兼具

科研管理与财务管理双重职能，既要协助团队负责人加强团队预算管理（包

括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审计和项目验收等），又要做好科研服务（即协助

撰写科研项目申请书或结题报告等材料，负责团队档案管理及相关信息收集、



传播等）工作，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在人员配备方

面，要求规模大、任务多的团队，可以项目组为单元设置科研财务助理，规

模小的团队也可以采取联合的方式设置科研财务助理；在薪酬管理方面，要

求院属单位对在编兼职履行科研财务助理职责的人员进行绩效考核时，充分

体现其承担的兼职工作，对编制外聘用人员充分考虑其岗位的特殊性，合理

确定其薪资标准；在资金解决渠道方面，明确科研财务助理所需费用可根据

情况通过科研项目资金等渠道解决。（转载于锐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