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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前沿阵地，近年来，顺应校园CRP系统升级，业财一体化逐步深入，以

数据分析驱动控制策略，管控业务过程；以数据支撑运营分析，赋能业务决策，“业务–管理–财务”

三重融合，三位一体正成为当下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SPPC业财一体化的CRP系统建设为例，探

索高校业财一体化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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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ront position of educational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colleges and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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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ies have been in line with the upgrading of campus CRP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
dustry and finance has gradually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driving control strategy by data analy-
sis and control transaction process; business analysis is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 data to enable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tripl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management-finance”, which is 
becoming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RP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PPC industry finance integra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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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要求推进财务业务融合[1]，打破一直以来财务部门关注财务指标，业务部门注重业绩

[2]的惯性。高校业财一体化建设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业财一体化建设有两种途径，一种以财

务切入，财务自成闭环，再与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对接；另一种是以业务切入，业务数据融入财务。

以财务为切入的优势在于财务系统本身可以形成闭环，具有很强的数据关联性和准确性，再引入业务系

统，可分布实施，逻辑性强，易于管控；以业务切入，必须业务系统完备，否则财务数据收集、处理和

反馈难以完整。 

2. SPPC 业财一体化系统建设 

SPPC 采用的是以财务切入，同时逐步引入业务系统的第一种业财一体化途径。具体分为两个层次，

如图 1。 
第一层次：通过预算申报系统、网上预约报销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的三系统数据直连，实现刚柔并

济的预算管控，有效提升预算管控效果，提高会计核算效率和准确性。 
第二层次：构建业财数据互联互通，相互制约的薪资系统、缴费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申购系

统及科研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y-finance Integration System 
图 1. SPPC 业财一体化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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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PC 业财一体化系统现状 

3.1. “预算–报销–核算”三位一体系统现状 

1) 预算申报系统。业务活动以全面预算为前提，有预算，才能开展业务活动；业务活动以数据为载

体，真实记录、反映科研、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信息，并为财务核算等经营活动分析提供支撑[3]。预

算申报是高校所有业务活动的起点，因而财务信息化系统以预算申报系统为起点。人员信息 CRP 人事信

息共享，学生信息 CRP 教务信息共享为基础，“定员定额预算 + 归口管理预算 + 校内专项 + 财政专

项”四位一体，需求部门源头申报，归口管理审核，分管校领导综合平衡的经费需求部门负责人授权经

办人申报经费需求，定员定额经费在核定范围内细化申报，归口管理经费按归口职能选择相应归口项目

进行申报，校内专项属于校内自选动作，根据各部门的发展规划，按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经费实际需求

申报，财政专项按主管部门给定项目对应申报。经办人申报后由部门负责人系统审核，归口经费由归口

管理部门负责人或授权经办人审核，再由相关分管校领导进行初步审核。财务处根据年度总体收支情况，

保障学校人员经费、刚性公用经费(能源费、物业管理费、网络租费等)后按分管校领导管理部门切分柔性

经费，再由分管校领导核定项目和相应经费，预算申报系统二次提交。 
2) 网上预约报销系统。以预算为基础，“有预算有支出，无预算无支出”，预算核算联动，实现上

海市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学校预算申报系统、网上预约报销系统三维一体的预算管理模式。学校

报送上海市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数据源于学校预算申报系统，且两者从类别到科目完全一致，学校

预算申报系统与网上预约报销系统数据共联，通过“项目–科目–金额”系统三维后台管控，落实预算

刚性。项目负责人在网上预算报销系统可授权经办人，在其项目科目额度范围内使用项目经费，预约网

上报销。 
3) 会计核算系统。网上预约报销与会计核算信息互联互通，数据一扫(扫描二维码)直达。随着学校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原有的财务报销方式已不能满足需求，服务大厅每天人满为患。顺应学校 CRP 数据

一体化建设，学校网上报销预约系统将报销信息与财务核算系统对接，教职工经费报销由原先“挤–吵

–杂”的现场等候改变为网上申请、预约箱不见面提交材料，财务审核在对接预约报销信息，自动生成

会计凭证、复核无误后，财政平台直接支付。新的报销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会计核算的效率，极大方便了

教职工，迅速提升财务服务满意度。 

3.2. 业财一体的薪资、缴费、合同、资产和科研系统 

1) 薪资系统与人事系统互联。学校各类人员身份复杂、发放的人员经费种类繁多，要及时、准确发

放各类人员经费，同时也要依据国家的税法正确计算个人所得税，为教职工及时了解收入构成、代扣代

缴和实发薪，还要能为校领导提供及时、正确的人员收入分析报告，从校内部门、人员年龄、职称、收

入组成等各个维度来进行分析。薪资管理系统由人事处、财务处作为主要业务部门，人员经费发放部门

为主体申报源头数据，逐步实现基本工资人事处发起申报，校级绩效人事发起申报，二级部门绩效由人

事处将年度绩效额度年初下放后由各二级部门发起申报，财务处薪资平台完成人员薪资数据汇总、个税

计算和优化、人员经费发放。教职工本人、财务处薪资专员及人事处可一键直连，查询相关人员薪资及

代扣代缴社保、公积金、个税等所有信息，以信息系统实施有效推进薪资改革，极大提升管理效能。 
2) 网上缴费系统与教务信息、学生信息互联。学生信息数据以教务处教学信息+学生处住宿信息为

源头共享，实时计算应收学费、住宿费、学生医保费在内的各类收费的教育收费和代扣金额；与教务系

统互联，缴费选课制度落地；手机银行 APP 在线缴费，与开户银行共享互通学生缴费数据信息，实现教

学部门、财务处、学生个人实时查询共享数据；财务处还可利用网上缴费系统实现学费信息不同维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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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分析，保障学校收费率从 2015 年时不到 90%，快速提升到 95%以上。 
3) 合同管理系统与预算系统信息互联，有效规范购买合同“有预算有支出，无预算无支出”。合同

系统目前建设的关键点有二：一是购买合同与预算系统互联，凡是购买货物、服务、工程的支出合同，

必须填写相应的校内预算项目编号和项目名称，财务处审核作为必备环节，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下一审

核环节；二是收入合同，合同签订目前与预算系统未直接互联。 
4) 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系统信息互联。信息互联互通关键点有二：一是政府采购项目批复后，相应

政府采购编号对应的校内预算项目编号和名称与资产系统共享，资产管理部门根据需求部门采购申请核

对预算项目后可迅速实施采购；二是非政府采购项目，项目需求部门申购时必须填报经费来源项目编号

和名称，将预算与业务紧密连接。 
5) 科研管理系统与财务预算核算系统互联互通。纵向科研项目立项或横向科研签订后后进入财务流

转程序，由财务审核确认，一旦财务收到相应经费后，进入科研系统登记流转，科研系统分解经费预算，

下达经费执行单，财务处将科研项目纳入预算与核算系统管理。确保经费认领及时，提高预算管理效率。 

4. SPPC 业财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 业务发生和业务入账分离，财务处理在时间上滞后于业务活动[4]，反映已经完成的交易和事项，

与业务数据脱节，数据分析和管理决策支持相对较弱。无论是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还是科研

管理系统，即使合同已经确立，收款权利或付款义务已经形成，业务系统更多地功能侧重在流程审核，

业务数据管理未同步，财务应收应付款项管理与合同权利义务脱节。 
具体表现为： 
a) 收款合同确立后，预算系统中未增加校内预算项目，核算系统也未确认应收款；付款合同确立后，

预算系统未核减相关校内预算项目经费额度，核算系统未确认应付款。 
b) 资产管理系统申购完成后，预算系统中未冻结或减少可用预算额度，如项目负责人一个项目授权

多人使用，会造成报销前经费抢跑道(谁先到财务报销谁占用预算额度)的情况。 
c) 科研管理系统中，纵向科研项目如果项目已立项，但款项尚未到学校，预算系统不增加预算项目

和预算额度，相应核算系统也未确认应收款项；横向项目合同签订后问题同以上 1)。 
2) 人事管理业务数据与薪资平台数据未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业财一体化数据相对管理低

效，无法提供人员管理成本。人事业务管理满足于年度人员经费额度的下放和发放申报，但缺乏成本管

理理念，造成薪资数据可查询到单一的教职工和部门，但无法提供各教学专业的薪资成本。特别是跨部

门教职工的薪资成本，由于有的教师隶属于某个系部，但可能同时向校内其他系部授课，同样也可能是

行政人员兼职授课，仅以单一的课时费作为授课其他部门的教学成本明显忽略了基本工资和社保公积金

等基本人员成本。 
3) 综合成本管理尚无法实现。所有经费业财数据底线都在“部门”，未与专业挂钩，无法衡量教育

成本。当前的业财一体化系统“重流程，轻数据”倾向明显，虽然流程逐步实现了信息化，但数据停留

在部门，未实现教职工与其服务对象的纵横相连，无法实现学生个体、班级、专业、系部的人员成本分

解，无法实现高校综合成本管理，从而建立标准化生均培养成本，无法为教育教学和管理综合决策服务。 
4) 社会培训业务尚未纳入 CRP 信息化平台建设，只在合同管理中进行流转，业财一体化有待推进。

社会培训包括高校承接上级主管部门及相关上级部门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标准化培训和为社

会、行业、企业提供的定制培训服务，由于该类别业务尚未纳入 CRP 业财一体化系统，从服务成本、业

务定价，到收益测算都停留在感性决策阶段，无法实现信息系统支持下的理性分析决策。 
5) 核算系统智能化审核尚未落实，会计核算人员还停留在原始的查验报销单附件、审核附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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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认为的审核易造成规范制度的理解偏差和执行偏差。无论是差旅费、培训费等国家有报销标准的业

务，还是最简单的市内差旅出租车、地铁票报销，在未实现智能审核的阶段，高校会计核算人员依靠政

策解读审核单据，对一事多报(比如外地培训同时报差旅和培训费)、不合理出租车和地铁票仅能做到形式

审核，难以在高校大量的报销单据中审核出问题。借助智能审核系统，对外地培训业务只要设置好培训

地点，如外地必须填入外埠交通，就能避免一事多报；对市内交通，凭借乘车人填报的起始地点和事由，

可以智能分辨合理性，对不合理的报销不予初步审核通过，可减少大量人为审核压力和偏差。 
6) 公办高校信息化建设并未有效降低行政成本，经济效益较弱。信息化建设的目的是规范流程，提

高效能，提升服务。合理的信息化建设应该能够适当降低人员投入，减少行政成本，将高校有限的资金

投入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去。但目前系统的建设虽然提升了服务效率，但并未提供合理

的人员配备标准，而在一件事一个人做和一件事多人做的情况下，出于教职工个人利己驱动和部门领导

膨胀的多部下思维，精简冗员大有可为。 

5. 高校业财一体化建设对策 

1) “横向到边”，所有业务端纳入业财一体化信息系统管理。业务端不留白，业财一体流程重塑，

数据系统共享，逐步减少移动存储数据导入，通过系统接口，共享业务数据，财务数据依托业务数据而

来。例如对外服务合同签订后，财务数据当即反映一笔“应收款”，真正实现“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

化”。 
2) “纵向到底”，业财数据细化到最末端。每一笔业务数据为谁支出，谁收益全部明细化。打破现

有的业务数据部门化的格局，所有教学端业务数据全部到教师个人，到班级、到专业、到受益学生。通

过数据抓取和提取技术，细化到末端的数据既有利于数据统计、分析，更可以为后续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3) 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技术，以综合成本管理为基础，建立可标准化的业财一体化系统，为专业招生

办学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在“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数据“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基础上，以建

立综合生均成本体系为目标，以单一高校、同类高校历史数据为基础，测算生均培养标准，为高校发展

中确定各专业最优招生数、最优班级学生数等提供决策支持。 
4) 发挥数字智能化系统优势，建立多维数据核算、分析、报告、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大数据的业财

一体化设计能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5]。通过教育教学过程化数据、历史同期数

据、投入产出数据等海量数据仓库，建立多维度数据决策分析模型，数据赋能，职能管控，决策支持，

重塑高校管理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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