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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思路的探索

邹升军,曾 蓉
(吉首大学总务处,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国有资产的总量大小是衡量高校办学规模大小办学水平高低和办学实力的综合指标.笔者全面分析了目前高

校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措施: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机构, 对全校国有资产统一行使

管理与监督;完善国有资产各项管理制度, 实现国有资产规范化, 法制化、信息化; 建立高校国有资产成本核算机制; 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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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国有资产是学校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经营等各方面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证,其总量大

小是衡量各高校办学规模大小、办学水平高低和办学实力的综合指标. 近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财务自主权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多渠道筹资办学的格局,国有资产

也随之形成多渠道增长的趋势.加强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经济效益,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质量等已成为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1 目前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国有资产普遍存在着家底不清、产权不明,账实不符,帐外资产比重大,投资结构多元化使其管理

难度加大,加上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国有资产在运作管理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

( 1)国有资产高速增长.近几年, 在科教兴国的指导下高校学生连续扩招, 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迫使学

校全方位、多渠道争取资金,高校国有资产构成呈现多样化. 就我校而言, 1994 年固定资产只有 5 000 万

元,到 2004年未达到了 40 000万元,增长了 800%.如何做到资产合理配置、减少盲目购置或重复购置, 如

何合理、有效使用这些国有资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综合效益,减少积压浪费现象等

是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要问题.

( 2)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目前,不少高校还未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来全面统一负责学校资产管理

工作职能.实行的是有关职能部门分口负责管理相关资产, 如实验设备处、科研设备处、财务处、总务处、后

勤处、图书馆等部门. 多头分工管理, 结果是各行其事. 长期以来,造成高校的资产产权不明,产权意识淡

薄,所有权与使用权(或经营权)混淆,再加上资产分散在众多的使用单位, 管理部门不可能凭借所有权负

责起每个单位的使用管理,出现固定资产账物不符,家底不清,产权不明,利用率低, 无偿占用占有和资产

流失等弊端.在管理上出现监督无力和失控现象, 使国有资产的权益受损.
[1]

( 3)国有资产损失、流失严重.高校国有资产的构成从其形态看, 主要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材料、低

值易耗品、货币资金)、对外投资、无形资产等,其中房地产和服务于教学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占主要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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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产构成复杂, 分布面广和价值量大,在使用中由于管理、使用不到位, 损失比较严重; 报废的不及时

处理;有的单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驱使,将资产视为单位自有,随意支配或无偿处理,甚至利用学校的仪

器设备及服务设施, 脱离学校管理,无偿使用进行创收活动,用所得收入发奖金福利,这些设备设施没能保

值增值,而自耗自灭,不但侵害了学校资产的收益;对外投资欠充分论证,盲目性强, 缺乏风险意识,对外投

资和无形资产的管理与监督不力, 等等情况都不同程度地至使国有资产造成资产流失.
[ 2]

( 4)固定资产不计折旧,不能真实应国有资产真实价值.固定资产存在着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决定了

固定资产必须计提折旧(或在使用过程中进行成本核算) ,现行的 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中的部分

条款限制了高校国有资产中的固定资产核算不能计提折旧, 使现有的固定资产总量不能真实反应学校净

资产量,更不能反应用于教学科研的有效资产量.

2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措施
教育事业目前资金短缺, 国有资产浪费、流失严重,严重影响着教育投资的办学效益,必须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

2. 1 设立国有资产专门管理机构,对全校国有资产统一行使管理与监督

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全,改变高校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设立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机

构统一管理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学校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 根据有关政策和法规, 制定校内国有

资产管理办法; 会同有关部门对国有资产的投资进行论证;强化各部门、院系对国有资产管理使用保养等

的监督;进行产权登记;对国有资产的变动、调配、处置、报废、出租出借、评估、合作经营等日常管理工作,

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定期清查、核实,对经营性资产和对外投资时时监控,
[3]
严防流失.

2. 2 完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国有资产管理实现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制度化的轨道

( 1)实施项目管理制度.在固定资产购建前必须通过立项目,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工作,经审批后列

入建设计划,加强计划决策管理. ( 2)完善的购建制度. 建设项目立项后, 采取委托、招标、政府采购多种形

式并举的采购模式进行固定资产的采购和建设.固定资产验收实行限期制.由资产管理部统一办理验收手

续建账建卡,相关部门和使用单位建立分户账,确保国有资产的质量和数量,动态掌握学校资产增量情况.

( 3)经济管理责任制度.建立经济管理责任奖惩制度是国有资产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 对管理不善、处理不

当、损坏、丢失和盲目购建或造成严重浪费的责任人,实行部分或全部经济损失赔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追究法律责任. ( 4)资产清查报告制度.学校要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定期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对盘盈和

账外资产全部估价入账, 对盘亏和报废的资产要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和相应的财务调整,各使用单位对

变更的资产要定期及时向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申报,保持账物相符. ( 5)经营性资产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在高校后勤改革推动下, 高校后勤社会化,使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转为了经营性资产,为了维护高校国有

资产的合法权益.必须办理非转经报批手续, 对其投入的国有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明确学校投入的国有资

产量,签订相关经济合同,国有资产评估值作为成本核算依据,按年度以合理的比例收取资产占有费(或固

定资产折旧费)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 3 建立高校国有资产成本核算机制

通过采取成本核算的办法来调控其投资方向,使有限的教学科研经费能实质性地投入到教学科研方

向.这种成本核算实质主要是对使用单位 超标 的仪器设备及所占用房产量实行 企业化管理 收取资产

占用费(或计提折旧) .
[ 4]
通过成本核算,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以减少 多吃多占 、重复购置和浪费现象, 通

过收取占用费和折旧费, 积累一定数额的更新改造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与维护,缓解和补充国家投资

不足,间接地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2. 4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干部的队伍建设

全面搞好高校国有资产管理, 还必须为该机构配置素质高、工作严肃、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来从事这项

工作.在工作中要提高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水平, 通过各种形式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努力建设一支坚持

原则、廉洁奉公、精通业务,有较高政治思想觉悟的管理队伍,以满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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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实现了对多组设备生产能力的一图核定或方案的选择

从图 1可以方便地确认一组设备的生产能力 ,确定多组设备的生产能力. 不同组的设备的生产能力事实上是 K c 的区

别,即 arctan( K c ) 的不同.可以在同 1 个图表中作出不同的 K c 线,如图 2所示. 这样,如果规定的计划产量不能更改,可以根

据同一计划产量在若干个 K c 线的交点所对应的设备组的生产能力进行方案选择; 如果有多种(组) 产品, 同时也存在着相

应的多组设备的 K c 线, 也能够很容易地在图表中确认多组产品所对应的设备组的生产能力.

如果在图 2中作出一条 45 线(或称中线) ,则在此中线以下的 K c 线所对应的产品生产能力将小于计划产量, 即图 2中

K c1 所对应的生产能力与计划产量的数值关系; 在中线以上的 K c 线所对应的产品生产能力将大于计划产量.这个中线法则

对设备组的生产能力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提供了更为迅速的方法.

2. 5 便于用计算机编程处理数据

当前管理领域的一个深刻变革就是微机的广泛应用, 一些生产管理方面的应用软件也应运而生,而计算机能否在管理

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关系的规范性, 其效率则往往取决于数据链的简捷性. 在没有进行同一

性证明及表述之前,由于数据链的多重性, 将导致计算次数的增多, 且不规范; 而进行同一性证明及采用通用表达式之后,

在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时,只需首先计算出设备组的生产能力系数 K c , 将各产品的计划产量定义为一个有序数组, 再

将其与生产能力系数 K c 相乘, 便可简单地计算机出设备组各产品的生产能力, 从而大大地简化了数据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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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being analysed, the ident ity of two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product ion capacity of equipment group is

revealed.The concept of product ion capacity coefficient of equipment group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roduction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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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ving analyzed the pres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te- owned assets in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manage the state- owned assets: firstly, to set up a specialized agency fo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supervison of the state- owned assets; secondly, to perfect 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o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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