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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文件 
 

 

震质科发〔2020〕72 号 

 

 

关于印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规范我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野外站”）

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野外站建设发展，经所务会

研究决定，现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并于即日起执行。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2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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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根据《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18〕

71号）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发展方案（2019—2025）》

（国科办基〔2019〕55 号），为规范我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以下简称“野外站”）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

野外站建设发展，结合地质所、共建单位和野外站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一、总  则 

依托地质所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科技部批准的地

球物理类台站，分别与相关单位共同建立。共建双方将基于互利

共赢的原则，促进野外站建设和数据产出，力求不断提升野外站

的科学观测和研究水平。 

野外站经费主要用于野外站实际工作需求和年度工作任务，

由地质所牵头管理，共建单位协助管理。野外站经费共分为运行

维护与设备费（30%）、研究课题费（45%）和基础运维费（25%）

三个部分，各部分经费额度可根据年度计划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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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行维护与设备费 

运行维护与设备费由地质所拨付野外站共建单位，并由野外

站共建单位负责管理，主要用于野外站的日常运行、维修维护和

小型设备的补充购置，共约占年度总经费的 30%。 

（一）日常运行费，主要包括日常运行产生的雇工费、水电

费、材料费和短途旅费。雇工指雇佣未有正式工资收入的社会人

员为野外台站提供临时或固定的劳务服务。野外站、依托单位和

共建单位人员不可列支雇工费。 

（二）维修维护费，主要用于基础设施、设备故障排查产生

的车费与油费；基础设施维修、设备故障维修产生的设施设备配

件费、人工费和快递费等。 

（三）小型设备费，为提高野外台站和实验室的运行效率和

保障观测数据和研究工作具有连续性，添置或更换的必要通用与

专用仪器设备。单台设备金额大于 5 万，须野外站正副站长共同

协商同意采购。 

（四）每年度末，由野外站制定下一年度的运行维护与设备

费使用计划，并报各野外站管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后按合同拨付

运行维护与设备费。 

（五）运行维护与设备费执行期间，按国家相关财务政策执

行，所涉及招标采购等项目，严格按流程执行，并保留相关凭证。 

（六）每年度末，野外站向地质所提交年度执行与进展报告

等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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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课题费 

为促进野外站各项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推动野外站与

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设立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研究课题（以下简称“研究课题”），由地质所负责管理，

经费约占年度总经费的 45%。 

（一）研究课题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课题负责人依据批

准的课题预算全权负责课题经费的使用。 

（二）研究课题的开支范围包括: 

1.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原材料、辅助

材料的消耗费用。 

2.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检验、测

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3.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

展科学研究（实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

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为了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

及协调项目研究工作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以及项目研究人

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工作的费

用。 

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

过程中发生的论文论著出版、文献资料检索与购置、专用软件购

置、专利申请与保护的费用。 

5.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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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专家进行学术指导所发生的费用。 

6.劳务费：是指课题执行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7.设备费：是指在课题执行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购置小型设备

所需的费用。设备费费用总额不超五万元。 

课题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在

申请时单独列示。 

（三）研究课题各项费用的开支标准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科技经费管理的规定执行。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

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不得购置大型仪器设备,不得分摊院所

公共管理和运行费用(含科研房屋占用费),不得开支罚款、捐赠、

赞助、投资等,严禁以任何方式谋取私利。 

（四）研究课题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小额材料费和测

试化验加工费等，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关于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

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尽可能实行公务卡结算。劳

务费、专家咨询费等支出，原则上应当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从严控制现金支付。 

（五）课题单位和协作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财政财务制度

和财经纪律，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和拨款协议执行，自觉接受财政、

审计、监察及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如研究课题因故中断或无法继续进行时，地质所有权

中断课题经费的使用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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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计确认的违规课题支出，须退回地质所；财务验收

后，课题结余资金也须退回地质所。 

 

四、基础运维费 

基础运维费由地质所负责管理，主要用于依托单位的日常管

理、野外站开展的学术研讨、专题培训和科普教育等，共约占年

度总经费的 25%。 

（一）为促进野外站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野外站将每年召

开两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相关专题

培训和科普工作。 

（二）野外站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学术研讨会按财政部制定的

标准执行。 

（三）科普教育活动或会议按照实际支出报销材料费、印刷

费和场地费等，对邀请的相关专家支付讲学费，原则上不支付邀

请专家的旅费和生活费，讲学费标准参考财政部等制定的标准

（税后）。 

（四）应邀专程来野外站讲学培训的国内、外专家可由野外

站按照实际讲学培训时间支付来往旅费，住宿费，差旅补助和讲

学费等，讲学费标准参照财政部等制定的标准（税后）。 

（五）野外站会议组织与协调人员的来往旅费，住宿费，差

旅补助等按标准支付报销。 

（六）依托单位的日常管理与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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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  他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如与国家科技

部野外站管理办法不符时，则按国家科技部野外站管理办法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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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山西局、吉林局、西藏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