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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地方高校固定资产管理
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A高校为例

陈小媚1　唐金湘2

1.广西财经学院，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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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本科高校历经多年发展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但在资产管理上存在“重支出轻管理、重购置轻调

剂、重需求轻共享”等问题，导致同类资产重复采购、资产利用率低下及闲置等现象，制约了资产高效利用与学校资源优

化配置。本文基于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视角，以A高校为例，全面梳理其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并提出优化对策，旨在提升A高

校固定资产管理水平。

【关键词】固定资产管理；全生命周期；A高校；优化

1  引言

在各级政府过紧日子的背景下，有效管理固定资产、

盘活高校存量国有资产，形成存量资产与新增资产投资的

良性循环，对提升高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水平至关重

要。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依赖中央生均拨款和学费收入难以

满足巨大开支，需提高筹资能力。财政部发布的《《关于

强化制度执行 进一步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

效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类国有资产盘活

利用，建立健全资产盘活工作机制。高校作为教育事业单

位，应积极探索资产盘活路径，提高资产效能。

2  A高校基本情况

A高校是2006年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由三所学校合并组建，历史可追溯至1938年。经过一系列

探索改革，该校从以专科教育为主体转变为以本科教育为

主，从侧重师范教育转型为聚焦产业服务型教育，成为广

西首批整体转型发展试点高校之一。A高校设有16个二级学

院和34个行政教辅机构，房屋及构筑物和设备类资产占固

定资产主要部分，分布在各个学院和部门，考验着固定资

产管理水平。

3  A高校固定资产总体情况

学校固定资产是支撑高校开展各项事务的关键物质

保障，也是评判高校办学规模与质量的重要依据。依据     

《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A高校将固定资产

划分为六大类别。截至2023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净

值121,285.77万元。

表3-1 2019年-2023年固定资产净值统计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时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土

地、

房屋

及构

筑物

19,023.37 21,417.47 20,766.61 98,055.94 98,685.56

通用

设备
7,548.76 7,888.10 8,249.88 8,286.34 8,323.69

专用

设备
1,753.34 2,012.82 1,790.40 1,853.72 1,907.86

文物

和陈

列品

99.43 99.43 99.43 99.43 99.43

图书

档案
4,016.24 4,137.78 4,325.69 4,325.69 4,417.38

用具

家具

装具

及动

植物

3,217.36 3,480.66 3,378.67 3,198.30 3,393.89

合计 35,658.50 39,036.26 38,610.68 115,819.42 116,827.81

数据来源：A高校资产年报

从2019年至2023年的固定资产净值统计表来看，A高校

固定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但不动产类资产增速显著，仍存

在固定资产投入力度需要强化的客观要求。以2021年度资

产构成数据为观测样本，不动产类资产占据主导地位，通

用仪器设备、文献资源类资产等也占有一定比例。

4  A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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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固定资产购置预算编制欠严谨，采购缺乏科学性

预算形式化，部门负责人不重视，存在侥幸增预算心

理，且预算编制不科学；采购计划不科学，缺乏可行性论

证，导致资金浪费和资产闲置；资产配置不均衡，通用设

备管理无序，缺乏统一调剂，导致重复购置。

4.2 固定资产采购与验收执行不严

采购性价比低，政府采购程序复杂、周期长，部门间沟

通不畅，合同执行时间长；固定资产验收不到位，20万元

以下资产由申购部门自行验收，验收流于形式，专业设备

验收限于关键参数。

4.3 固定资产日常管理不到位

各部门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均为兼职，难以满足信息化管

理需求；各部门将资产视为私有，导致共享率低和重复购

置；机构调整时，设备搬移与调拨缺乏规范意识，系统数

据与实际存量出现偏差。

4.4 固定资产处置随意性较大

部分使用部门擅自丢弃资产而非按规定报废，导致国有

资产损失；一些部门仅凭性能评估是否报废，忽视维修翻

新可能，导致未达使用期限的资产被提前报废。

5  A高校固定资产管理问题成因分析

5.1 管理认知不足，人员专业素养待提升

（1）固定资产管理重视度欠缺

A高校自上而下资产管理意识淡薄，管理者重采购轻管

理，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制约学校竞争力。校领导重视教

学科研，忽视资产管理，领导层未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资

产处长更替频繁影响管理连贯性。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认知不足，管理工作衔接差。固定资产管理仍采用传统模

式，重总值增长轻内部调配，难以实现优化配置。

（2）资产管理队伍薄弱，素质不一

A高校资产管理队伍人员短缺，多由辅导员、实验员兼

任，因时间有限导致管理停滞，清查时才变动，易致账实

不符。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培训，不熟悉制度，业务

不精，问题频发，如未经授权处置资产。学院在选拔和培

养高素质资产管理人才方面不足，团队建设滞后，人员频

繁变动引发管理秩序混乱。

5.2 管理体系尚不完善，资产共享机制缺位

（1）管理体系尚不完善

有效管理固定资产需健全管理体系，包括制定业务规

则、落实规章制度，并持续优化工作效率。例如购置时，

教职工不熟悉采购规定，常口头协商小额采购后补办手

续，影响整体规划。资产变动时，教职工人事调动携带资

产却未办调拨手续及记录，导致账实不符。

（2）资产共享机制缺位

实物资产经部门申领后形成权属固化，虽具有公共资源

属性且制度性共享框架尚未完善，但跨部门协作存在显著

障碍。实证研究表明，既定共享政策框架下仍普遍存在设

备权属固守现象，致使资产呈现静态化分布特征。这种管

理惰性导致资产流通渠道受阻，形成资源错配与使用效能

递减的恶性循环，最终造成资产管理系统结构性缺陷。

5.3 管理制度执行乏力，风险意识淡薄

（1）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实存在短板

A 高校虽已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但缺乏具体操作细

则。这使得各部门工作无明确指引，管理人员只能凭经验

行事，制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就公、私两用设备管理而

言，虽有损坏、丢失赔偿办法，可执行监管松懈，资产清

查流于形式，常出现设备盘亏却无人赔偿的情况。已报废

设备未处理仍存部门，已处置设备仍挂账。制度执行不力

或不健全，固定资产易毁损、流失。

（2）资产管理风险意识不够

A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仍存在“重购置，轻管理”的

现象，学校领导对其整体管理的风险意识不强。资产处工

作人员对风险管理知识掌握不足，在固定资产管理中，难

以有效识别与评估潜在风险。不少部门及教职工在固定资

产管理方面的风险意识极为欠缺。在资产使用期间，他们

对学校固定资产不够珍视，未充分意识到资产购置周期漫

长会给教学和科研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

5.4 内部监管薄弱，约束监督机制缺失

（1）学校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

学校固定资产监管主要由审计处负责，但审计范围局限

于房屋建筑维修改造的经济审计，对其他固定资产审计及

制度执行、日常管理监督参与少。虽有完善管理制度，却

因缺乏有效监督和内控评价体系，制度推行困难，执行效

果差。

（2）监督约束机制效能低下

A高校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务处核算价

值，资产处管实物总账，使用部门负责实物管理。但管理

制度有漏洞，部门间沟通和监督不足，管理松散，账实不

符。部分制度目标、措施和预期效果不明确，资产清查、

处置流于形式，制度难以发挥作用。

（3）资产处监管职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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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负责指导、监督各部门资产管理，但仅 6 人，

人员少、任务重，职责未涵盖监督。实际工作中难有效指导

监督，易致管理混乱。盘点账实不符时，未要求部门负责人

提供资产去向证据，监管漏洞明显。学校也未严格执行年度

清查或盘点，削弱监管效力。

6  A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优化对策

6.1 构建资产购置规划的可行性评估机制

在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中，资产购置规划处于关键

位置。这一环节需要进行全面的统筹布局，执行严格的审批

流程，并且开展深入的可行性评估。此评估主要聚焦于采购

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以及资产购置决策的科学性这两大核心

层面。A高校申报预算时，应先盘点类似资产，考虑库存和

使用情况，依据资产分配标准核定预算。学校应公开采购预

算计划和落实情况。购置可行性分析关键在于保值增值，A

高校目前仅对大额购置进行论证，却未论证资产是否满足需

求。应加强购置论证，大额固定资产需专家论证，确定需

求、限额和技术标准。

6.2 强化采购管理系统效能

（1）对固定资产采购管理系统实施优化升级

搭建电子化采购系统，实现需求申报、采购规划、招标

审批等全流程线上操作与公开监督。系统还将建立供应商评

价体系，规范流程、提升效率，并把采购执行情况纳入年末

考核，约束不力部门。

（2）严格把控验收环节

A高校需制定详细验收办法，明确流程与处罚，加强

管理员培训。资产处应在管理系统增设验收申请功能，规

定新购资产安装与验收时间。大型设备需现场试验合格验

收，数量大、单价低的资产抽样验收，验收结果决定资产

入账与否。

6.3 日常管理环节

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职能定位决定其资产配置具有显著

的非收益性特征，这类资源的价值实现需依托精细化运营机

制。针对A校资产管控现状，建议构建包含以下维度的新型

治理框架：

（1）构建学校三级固定资产管理体系

A高校应构建三级体系：一级由资产处全面监控管理；

二级由行政部门、学院负责采购、验收、维护，并向资产处

提报废申请；三级由科室、实验室保管人核对账实、维护，

反馈使用情况。此体系细化管理，提升固定资产管理效率。

（2）优化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A高校资产复杂，需优化系统，明确职责流程，实现动

态管理。利用校园网络技术，提高数据利用率。系统记录资

产关键信息，便于查询和更新申购；记录使用情况，自动整

理闲置资产，便于调拨；设置使用年限提醒，辅助申请延期

或报废。优化系统可强化资产全流程管理，提升使用效率。

（3）构建资产协同配置体系

基于校级系统与清产核资数据，整合跨部门资产信息平

台，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化。各单位建立资产状态更新机

制，平台智能识别闲置资产，生成共享目录。二级单位通过

审批流程实现资产跨部门流转，激活存量，抑制冗余，提升

资产运营效能。

（4）优化资产治理人才架构

依据三级资产治理框架，资产存量达到临界规模的部门

应当设立专职资产主管岗位，未达标的单位可配置复合型管

理人员。校方需建立岗位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岗位胜任力标

准与履职评估细则，通过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打造专业化资产

治理团队。管理人员队伍须保持职业连续性，校方应建立常

态化培训机制，同步构建管理问题动态反馈系统，形成制度

优化的闭环迭代路径。

6.4 完善资产退出管理规范

构建全周期资产退出管理标准，校方需组建多学科背景

的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申请单位提交资产退出技术可行性

评估报告后，委员会须实施三级评审程序：对达到服役年限

但具备功能性修复潜质的资产启动维保评估流程；对未达年

限但维护成本超越重置成本阈值的资产启动经济性报废评估

流程。通过建立分类处置决策模型，确保资产退出决策符合

帕累托最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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