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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仍存在着体制不完善 , 管理观念淡薄 , 配置不合理 , 利用率低

等问题 ,因此对高校固定资产实行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分析固定资产管理

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高校固定资产应实行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 即在事前建立“统一领导 、归

口管理 、分级负责 、责任到人”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 , 事中建立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 事后加强

审计监督 。同时 , 提出了实施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合理配置固定资产 , 正确计算固定

资产原值 ,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等 , 从而为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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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高校的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 ,

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 ,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

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 ,包括房屋和建筑物 、专用设

备 、文物和陈列品 、图书 、其他固定资产。它是学

校开展教学 、科研 、后勤 、行政管理等活动不可缺

少的物资基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 ,高校的

规模日益庞大 ,特别是近年来高校间的合并与调

整 ,高校内部推行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 ,体现在固

定资产上 ,则是来源渠道的广泛性 ,性质的多元

性 ,管理的复杂性 ,但在如何对固定资产进行管理

的问题上却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多

数高校的固定资产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固定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 ,相关部门不

能密切配合。目前高校的固定资产管理大多采用

多部门分头管理 ,如后勤处管理房屋 、家具 ,设备

处管理设备仪器 ,图书馆管理图书杂志 ,财务处负

责固定资产价值核算 。它们分别为固定资产的归

口管理部门 ,代表学校行使固定资产管理的职责 ,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机构 ,造成各个部门

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 ,导致固定资产账物不符 、账

账不符 、数据失实 、口径不一等 。

(2)固定资产管理观念淡薄 ,流失严重[ 1] 。

当前高校的固定资产管理仍停留在只管使用 、不

注重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 。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不准确 ,造成价值虚增或虚减 ,使实物

与账面价值不相符 。例如 ,安装固定资产的安装

费 、购买固定资产的运杂费 、购置车辆时支付的车

辆购置附加费等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在原有固

定资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建 、扩建固定资产只增

加了发生的支出 ,却没有减少变价收入 ,造成固定

资产价值的虚增。另一方面 ,房屋 、建筑物完工之

后 ,不及时办理验收入账手续就投入使用;一些二

级单位用自筹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不到相关职能

部门验收入账;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不办理固定

资产增值手续等 ,形成账外固定资产 ,致使固定资

产流失严重。

(3)固定资产配置不合理 ,使用效率低。在

固定资产的购置上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论证 ,部

门之间盲目追求“小而全” ,争设备 、争投资 、重复

购置 ,导致固定资产使用效率低;对大型贵重仪器

设备只重预算安排 ,不重实物管理 ,难以做到集中

管理 、调剂余缺 、资源共享 ,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

期内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造成固定资产的闲

置与浪费[ 2] 。

(4)固定资产管理软件不完善 。多数高校固

定资产都已使用了计算机进行统计与管理 ,但一

方面这些管理软件只侧重于仪器设备的录入 、统

计 ,而对房屋建筑物 、图书等固定资产无法进行录

入 ,因而无法反映高校固定资产的全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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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软件无接口 ,不能实现部门之间实时核对账

目 ,很难做到对固定资产进行有效监控 。

正是因为现行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着上述问

题 , 本文提出高校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理念 ,

主要对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内容 、流程 、实施办

法进行论述 , 以期使高校固定资产的管理趋于规

范化 、科学化 、系统化 , 让固定资产发挥更大的作

用。

二 、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定义

及主要内容

所谓固定资产的精细化管理就是以“细”为起

点 ,做到细致入微 ,对每一岗位 、每一项具体的业

务 ,都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 ,实

现固定资产管理“零”死角 。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

并不是指单纯管理现有的固定资产 ,而是指从固

定资产形成阶段就开始跟踪 ,直到其报废清理的

全部过程都进行管理 ,将固定资产管理的内容细

化 、分解 、再整合 ,并辅以完善的管理制度 ,不断挖

掘固定资产的利用潜力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在教

学 、科研 、后勤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提高固定资产

的使用效能 ,扩大教育投资的效果 ,以满足学校不

断发展壮大的需要。

高校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建

立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晰

产权关系 ,实施产权管理;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推动固定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对经

营性固定资产实行有偿使用并监督其实现保值增

值;建立适合高校的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合理

地设置固定资产总账 、明细账 、分类账和明细卡

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 ,定

期核对账 、卡 、物 ,保证账账 、账卡 、账物相符。

三 、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工作流程

1.固定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 事前精细

化管理

高校应建立“统一领导 、归口管理 、分级负责 、

责任到人”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 3] 。为避免出现

多头管理固定资产的局面 ,高校应建立垂直管理

体制 ,成立由学校主管校长任组长的国有资产领

导小组 ,全面负责学校的固定资产管理 。国有资

产领导小组下设资产管理处 ,在国有资产领导小

组的领导下 ,代表学校行使资产管理者的责任。

后勤管理处 、基建处 、图书馆为学校资产归口管理

部门 ,根据其职责负责归口资产的具体管理工作。

学校各学院 、机关各行政部门 、学校直属单位为资

产使用部门 ,负责资产的使用与保管 、维护等 。

2.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过程精细化管

理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是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

的重要工作内容。高校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主要

包括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明确各部门资产管理人

员职责 ,建立固定资产指标考核体系等 ,保证固定

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推动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

使用 。

(1)建立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包括计划审批制度 ,采购验收制度 ,登

记与审核制度 ,保管 、使用及养护制度 ,资产变动

与调拨制度 ,资产清查制度 ,损失 、丢失赔偿与报

废制度 ,内部控制等一系列制度以及具体的业务

管理规范 、管理流程等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要注

意以下两点:一是要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二

是要注意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操作性 ,要与其

他职能部门的管理制度之间衔接与协调 ,并将制

度落实到人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应

及时改正 ,堵塞漏洞[ 4] 。

(2)明确各部门资产管理人员的职责 。资产

管理处负责全校固定资产招投标的管理 、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的制定 、固定资产购置计划的审批 、固

定资产的验收及固定资产账的核对等工作。财务

处负责固定资产购置经费的预算安排 、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的审核 、固定资产数量与金额总账的

设置 , 并进行总量控制 ,掌握固定资产总值[ 5] 。

资产使用单位应有一名处级领导负责本单位固定

资产管理 ,并配备专职或兼职(根据单位资产数量

确定)资产管理员 。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固定

资产账的基础性录入 ,建立固定资产卡片 ,将固定

资产实物落实到具体使用人员名下 ,保管 、养护本

单位固定资产 ,参与本单位固定资产的处理与清

查工作。

3.固定资产的审计监督 事后精细化管

理

由于固定资产在高校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较大 ,固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对一个学校的发展

影响极大 ,因而加强对固定资产管理的审计监督 ,

保护学校资产的安全 、完整 ,维护学校的合法权

益 ,实现固定资产的保值 、增值 ,是学校内部审计

的一项重要工作。高校应对全校的固定资产定期

进行清查盘点 ,应该由主管校领导 ,财务处 、资产

处 、审计处 、纪委及使用单位等有关人员 ,联合组

成清查工作小组 。在清查过程中不走过场 ,不作

秀
[ 6]
,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 、方法和政策 ,进行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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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清理 、财产清查 ,对于盘盈 、盘亏的固定资产要

查明原因 ,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在审计过程中要

着重对固定资产管理中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

性进行测试 ,检查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 ,以保证固

定资产账实相符 、账账相符 、账卡相符 ,促使学校

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

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完善的管理制

度 ,明确相关人员职责 ,加强审计监督 ,摸清家底 ,

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才能有序地进行。

四 、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1.合理配置固定资产是固定资产精细化管

理的前提

高校应根据学校每一年的事业发展需要及学

校的综合财力情况 ,制定详细的固定资产购置计

划 ,对新增固定资产的总体结构 、规模效益进行核

对 ,以防止新增固定资产重复购置和总体资产使

用效益下降的情况发生 ,大型固定资产购置计划

须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固定资产购置计划一经确定 ,资产管理处应

对新增的固定资产从其技术性 、经济性 、实用性等

方面进行科学论证 ,对大宗固定资产采购项目要

建立完善 、健全的招标采购管理制度 ,对每一种

类 、每一批次的固定资产进行详细的功能定位 ,深

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比较产品的性能 ,对比生产厂

家和售后服务 ,为使用部门配备优化合理 、先进的

固定资产 。

通过对固定资产形成阶段的精细化管理 ,可

以减少使用部门互相之间争设备 ,互相攀比 ,一味

追求小而全的思想 ,减少设备重复购置 、闲置浪费

现象的发生。

2.正确计算固定资产原值是固定资产精细

化管理的基础

准确科学地计算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即原

值 ,是实现固定资产精细化 、科学化管理的基础。

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也称原始成本 ,是指学校在

以投资建造 、购置 、接受捐赠或其他方式取得某项

固定资产 ,并把它投入使用之前所发生的全部支

出。按照国家规定 ,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应视不

同情况按不同原则确定。

只有正确按照《高校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固

定资产的原始价值 ,才能确保入账价值的准确 ,为

以后固定资产的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同时为了剔

除在会计核算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必须在会计

核算中严格明确业务流程 , 认真审核会计凭证 ,

对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准确计算原值。

3.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是固定资产精细

化管理的重要手段

高校固定资产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的应用 ,对

理顺固定资产管理体系 ,落实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

实现对固定资产的全面监控和有效利用 ,提高固

定资产管理工作效率等 ,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建立适合高校的“固定资产计算机网络

管理系统”

该系 统的 应用可 以将 过去 集中 在资 产管 理部

门的 固定 资产 采购 、验收 、入账 等基 础性 录入 工作

转移 到各 学院 、机关 部处 和直 属单 位去 做 ,强 化使

用部 门管 理固 定资产 的责 任 。资产 管理 处通 过该

系统 直接 打印 固定资 产验 收单 、条 码单 、固定 资产

卡片 。同时 ,计 算 机 网 络管 理 系 统 的 应 用将 固 定

资产管 理人 员 和财 务 人 员 从 烦 琐 的对 账 、统 计 工

作中解 脱出 来 , 实 现 财 务处 与 资 产 管 理 处实 时 核

对账 目 ,彻 底告 别繁 重的 手工 劳动 ,也 解 决了 传统

管理 模式 带来 的差错 率高 、信 息闭 塞 、管 理效 能低

等老 大难 问题 。

(2)实行 全校 固定 资产 信息 共享

计算机 网络 化 管 理 系 统 的应 用 ,可 以 将 全 校

固定资 产状 况 在网 上 公 布 ,使 全 校 教 职 工根 据 自

己的 需 要 随 时 上 网 查 询 , 随 调 随 出 , 实 现 信 息 共

享 ,充 分发 挥固 定资 产的 作用 。

(3)便于 固定 资产 优化 配置 ,盘 活 存量

资产 管理 处通过 该系 统可 以对 固定 资产 从采

购计划 的审 批 到 报废 的 整 个 周 期 进 行全 程 管 理 ,

为 固定 资产 购 置计 划 的 审 批 提 供 依据 , 防 止 固 定

资产购 置的 盲 目性 与 随 意 性 , 让 有 限 的 资金 发 挥

更大 的效 益 。对 各部 门 固 定 资 产 进 行综 合 分 析 ,

将 一 些部 门的 闲置设 备仪 器调 配到 校内 需要 的部

门去 , 也 可 将校 内 不 用 的设 备 按 照 国 家 规定 对 外

进行有 偿转 让 , 将 收 回 的资 金 补 充 到 新 购置 的 设

备中 去 ,形 成 固 定资 产 的 合 理 流 动 。这 样不 仅 可

以减 少 浪费 , 节 约 资 金 , 而 且方 便 设 备 管理 ,盘 活

学校 存量 资产 ,开 发 设备 的再 利用 价值 ,提 高 资金

的使 用效 益 。

4.产 权界 定 是 固 定 资 产 精 细 化 管 理 的 效 益

体 现

产权界 定的 要 求 是 , 除 对 高 校 自身 直 接 占 用

的资产 界定 所 有权 外 , 重 点 对 清 产 核 资 单位 的 对

外投 资情 况进 行界定 ,把 投入 到校 办产 业 、后 勤集

团的固 定资 产 纳入 学 校 固 定 资 产 管理 的 范 围 , 有

效地 解决 学校 固定资 产被 侵占 、流 失的 问题 ,也 为

高校 固定 资产 转为经 营性 资产 提供 依据 。

高校的 固 定 资 产 主 要 是 指 非 经 营 性 固 定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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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固 定 资产 管 理 中 要特 别 注 意 加 强 非经 营 性

固定 资 产 转 变 为 经 营 性 固 定 资 产 的 管 理 [ 7] 。高

校将非 经营 性 固 定资 产 转 变 为 经 营性 固 定 资 产 ,

其 目 的是 为高校 的教 学 、科研 与后 勤 、校 办产 业发

展提供 一定 的 平台 , 也 是加 强 固 定 资 产 精细 化 管

理的 效益 体现 。

当高校 将固 定 资 产 变 更用 途 时 ,需 由 使 用 部

门提 出申 请 ,经 学校 主管 部门 审查 核实 ,报 同 级国

有资 产管 理部门 批准 ,并 坚持 有偿 使用 原则 , 其 固

定资 产的 所有性 质不 变 , 按 照 《国有 资产 评估 管理

办法 》进行 评估 界定 ,核 定 其价 值量 。作 为高 校投

入的资 本金 ,这 部 分 固 定资 产 转 移 到 经 营单 位 的

账上 去 ,按 企业 运行 模式 进行 管理 ,按 经 营单 位规

定的方 法计 提 折旧 , 使 这部 分 固 定 资 产 最快 得 到

补偿 ,保 值 增值 ,否 则 对占 用非 经营 性资 产的 经营

单位收 取资 产 占用 费 , 用 于 学 校 固 定 资 产的 更 新

改造 。

总之 ,随 着 高等 教育 事业 的不 断发 展 ,高 校固

定资产 管理 工 作的 职 能 、内 涵 以 及 管 理 方法 与 管

理手段 都将 发生 巨大 的变 化 , 只 有 对 高校 固 定资

产进行 更深 层 次的 精 细 化 管 理 , 才 能 使 固定 资 产

管理 更加 完善 ,更 好 地为 高校 的发 展服 务 ,这 也是

提高 高校 固定 资产管 理水 平的 必经 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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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laborate M anagement of Fixed Assets in Colleges/Universities
QUGui-xian, ZHANGJian-fei
(Finance &Economics Division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 China)

Abstract: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 overlooking the function o f management , irrational assets allocation and low
utilization o f existing fix ed assets feature the management of fixed asse ts in China' s colleges/universities today.It follows that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elabora te comprehensively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ix ed assets , i.e., unify the leadership , readjust the
affiliation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to facilitate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appropriate services , administrate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ly.The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consciously further in execution and , more
important , audit and powerful supervision are both indispensable.In addition ,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take fo r
the elaborate management sy stem of fixed assets , such as their rational allocation , cor rect calculation of their original values
especially the ne tw ork sy stem management.A reference is thus offered for the management o f fix ed assets in colleges/
universities.
Keywords:college/ university;fixed assets;elabora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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