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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第七框架项目申请过程中!欧

方要求将每项支出具体列支!由于我方财

务核算体系与欧方体系有很大区别!再加

上其项目审查程序繁琐!导致我方科研人

员在申请欧盟项目时经常 遇 到 诸 如 如 何

设定我方的科研经费管理费用模式"如何

计算我方人员的人员费等问题!使得我方

人员对申请欧盟项目望而却步# 实际上!
只要我们弄清楚其财务要求的具体含义!
了解其规章制度就可做到游刃有余$
" 明确合作内容及类型

欧 盟 第 七 框 架 项 目 分 为 合 作 项 目

%!"&"优秀网络%#$%&"协调与支持行动

%!&’&"科研人员培训和职业发展行动支

持项目!以及针对中小企业的前沿研究支

持项目%()*&等$不同类型的项目资助力

度是不同的$ 一般情况下!我方研究人员

关注的都是合作项目!其资助金额以及方

式通过欧盟官方网站发布!每项招标的申

请指南会明确具体要求$
# 预算包含内容

根据欧盟的财务要求!在准备预算时

要考虑科研中的合理成本及非合理成本$
欧盟将包括研发活动"为证明新技术而进

行的示范活动" 管理项目产生的费用"推

广成本以及保护知识产权 而 产 生 的 费 用

记做合理成本! 也就是与 项 目 相 关 的 费

用$ 非合理成本包括税费"由于汇率变动

造成的资金损失等非科研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产生与项目无关$
合理成本又可分成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 直接成本包含耗材费"人员费"设备费"
交通费"分包合同以及审计费用$ 在实际支

出中! 欧方对某些项目的支持只占直接成

本的 +,-!剩余的 .,-需要项目执行单位

配套补齐$ 我方可将研究人员的工资以及

设备的折旧费作为这 .,-的配套经费$ 间

接成本指的是与直接成本相关但并非直接

计算到执行项目之中的费用! 其中包括管

理费"水电气费以及空间占用费用等$
综上!欧方提供的经费主要分为科研

经费以及管理费%即合理成本&!而欧方给

我方汇经费时因汇率变动 产 生 的 经 费 损

失为非合理成本$欧盟项目中对于经费支

出是否是合理成本有其判定标准’ ! 项

目执行期间真实发生的费用( " 我方作

为项目执行方必须与协调 该 项 目 机 构 的

财务系统沟通并应符合相应的管理规定(
# 所有经费支出必须在所在机构财务系

统中做账( $ 必须是为了实现项目目标

而支付的经费$只要我方明确上述概念的

内涵!其经费组成还是非常明晰的$
$ 明确经费计算方法

由 于 我 方 研 究 人 员 大 多 对 欧 盟 项 目

财务管理系统不熟悉!导致有时我们能拿

到的经费远小于付出的劳动$有两种方法

可以计算我方是否在欧盟项目中做义工$
一 是 可 以 计 算 我 们 获 得 的 人 员 费 比

例是否与人月数相符$即参与欧盟项目所

获得的总经费可以用 人 月 数 乘 以 单 位 人

月费衡量!如果我们获得的项目经费占总

经费的 /0-! 而我方总人月数占全部人

月数的 10-或小于 10-! 即说明我们的

付出与回报是等额的$
二 是 可 通 过 每 人 每 年 获 得 的 经 费 收

入来计算$欧盟将其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分

成低收入"中低收入以及中高收入 2 个级

别!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被列为中低收入

国家!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每 人 每 年 的 收

入应在 3400 欧元左右$ 如果我方的平均

人员费少于此限额则说明我们吃亏$
% 资金发放

由 于 申 请 的 资 助 类 型 及 资 助 金 额 不

同!其付款方式及额度也不尽相同$ 一般

情况下!欧盟都会将其资助分批支付$ 如

果项目在两个汇报周期内!首次支付是在

项目执行的 5, 天内! 按照 607840-费

用支付( 如果是多年度多次汇报的项目!
首次获得经费可以是年度支持的 160-$
另外欧盟项目都会有一个滞后支付经费!
即 项 目 总 经 费 的 10-会 作 为 滞 留 金!在

研究者递交最终研究报告后才会拨付$
对 于 大 多 数 欧 盟 第 七 框 架 资 助 项

目! 其提供的资助 经 费 只 占 合 理 成 本 的

一个百分比而非全 部$ 其 比 例 也 因 项 目

类型 %9$%"*&: 等&" 受资助者的 类 型

%中小企业"高等教育机构 以 及 大 型 企 业

等&"活 动 类 型 %研 发"展 示"管 理 及 培 训

等&及特殊规定等而有所区别$我方高校

作为项目参与者可 从 欧 盟 获 得 研 发 类 经

费 的 +,-"展 示 经 费 的 ,0-以 及 宣 讲 会

等培训经费的 100-$
& 间接成本

欧盟将其非直接费用分成! 实际间接

成本"简单方法"标准比率以及特殊过渡期

比率%;<=>?@A BC@D;?B?$D@A EA@B C@B=&5 种计

算方式$ 以我方高校系统为例!由于目前我

方高校都不能直接确定真实的间接成本!
所以一般采用)特殊过渡期比率*作为计算

间接成本的方式$ 具体比例为’间接成本占

总经费的 2F4!直接成本占 ,G4(间接成本占

直接成本的 60!$ 这样的设定一方面是考

虑到我方的财务系统运行情况! 另一方面

也利于我方争取经费补偿$ 要注意的是!我

方要将间接成本充分使用以达其限额$
’ 财务审计

执 行 欧 盟 项 目 的 一 个 难 点 就 是 财 务

审计!而审计则需要专业的会计事务所执

行并提交正式的审计报告$ 当然并非所有

的项目都要进行项目资金审计$如果项目

经费通过整块费用%AHI< ;HI!欧盟项目

资助的一种形式&的形式获得且总经费少

于 2+J, 万欧元!则不需要进行审计$ 如果

项目是多年执行周期!且在该执行申报周

期 获 得 经 费 累 加 超 过 2+J, 万 欧 元 %包

含&!便需要审计$审计报告应当与项目进

展报告一同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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