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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资产是评估高校办学规模和水平的基础性指标，在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由于高校资产信息管理系统中存在着互联互通程度低、资产数据应用程度低、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提

高资产信息质量和信息使用效率对提高资产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软件工程方法和文献研究法，

利用“互联网+”模式，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提出应对措施，为提高高校资产管理水平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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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e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basic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scale and level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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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ity oper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in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ow degree of interconnec-
tion, low degree of application of asset data, low data quality and so on in the information man-
agement system of university asse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sset inform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asset management. This paper 
adopts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utilizes the “Internet+” 
mod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aspects to provide 
solu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sset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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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离不开高校资产等物质基础的支撑，高校资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起

着重要支撑作用，是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物质基础，高校资产的合理利用有助于提升

高校的管理水平、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益和效率，也有助于推进高校更好的发展，高校资产管理信息化的

实现也可减少人力资源成本。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校资产数量增长迅速，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

至 2022 年，不少高校资产价值成倍增长。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和“互联网+”应用逐步深入，大学

高质量发展备受社会各方关注，建设成效逐步显现[1]。在此背景下，基于“互联网+”构建资产管理互

联互通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2. 政策导向和实践意义 

2.1. 政策导向 

自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以来，各行业都逐渐重视并提高运用互联网进行行业管理能力、管理效能，这是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

势和新动能的重要举措。2020 年 4 月，《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正式施行，

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机制，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国有

资产共享共用，统筹规划有效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2022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盘活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财资〔2022〕124 号) [2]，指出国有资产存在部分资产统筹不够、使

用效益不高等现象。利用互联网+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势在必行。 

2.2. 实践意义 

当前高校已普遍建立资产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主要包括资产综合管理平台、采购综合管理平台、公

房管理平台、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资产信息平台的建设与使用，将学校固定资产入库、调剂、清查、处

置信息化，实现资产从入库到处置的“零跑腿”；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建立，实现采购审批电子化、招

标电子化；公房系统的建立，将公房信息和图纸对接，实现公房信息可视化和管理流程信息化；大型仪

器共享平台的建立，通过平台展示学校大型仪器设备情况，倡导共享共用，提高学校大型仪器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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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学校科研设备共享基础。这些是学校响应国家实施“互联网+”战略取得的一系列的成绩，利用互联

网+实现数据采集、统计和分析管理信息化，提高学校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随着互联网 + 资产管理工

作的纵深推进，系统的互联互通，解决信息孤岛成为资产全程管理中解决的难点，如固定资产采购与预

算分离、固定资产多系统统计数据不一且不同步、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统计及共享问题，公房数据动态更

新等逐渐暴露。为更好掌握资产全生命周期信息，需进一步利用“互联网+”模式，用信息化手段打通资

产预算、采购、入库、报账、使用评估、维修、报废的全流程；在多校区协同发展的未来，需要建立公

房系统统计和掌握学校公房使用状况和效率，使公房发挥得最大价值。在国家对盘活资产出台的一系列

文件导向看，资产管理的重点从过去的“采购管理”逐渐转移到“使用管理”，要掌握庞大数量资产的

使用效率，非常必要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国有资产管理路径，以期使资产发挥更大的价值。 

2.3. 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大学资产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资产管理服务体系理论和方法的日趋完善，大学资产管

理智慧化问题将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自“互联网+”概念提出以来，各行业应用互联网技术

搭建信息化平台，基本实现数据电子化；为下一步数据挖掘提供了基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积极倡

导建立互联互通的资产管理网络体系，提高行政效率和效果。高校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国家科研创新的前沿阵地，是国家教育投资的主要载体，资产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障，在国

家高度重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效能的背景下，高校应积极研究利用互联网技术，结合学校现阶段发展

水平和未来发展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基于“互联网+”大学资产管理智慧化服务体系，并注意在实践中

总结优化，在使用中加强数据共享，不断提升资产使用效益，为师生、为学校、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3. 高校资产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3.1. 资产管理系统间互联互通程度低 

高校的资产管理流程主要包括需求分析、审批立项、实施采购、验收入库、财务入账、使用监控、

资产共享、资产报废等[3]，其间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有独立的信息化系统，系统之间互通互联

程度低，对资产使用人而言，造成资产使用人在资产采购前、采购中和采购后资料重复报备、在不同管

理部门间多次跑动；如某高校目前所用软件的开发公司和所用的数据库系统都不同，如表 1 所示，资产

采购方面，大型仪器设备信息公开和共享使用受限，造成校内重复采购、资源浪费等问题。由于资产信

息储存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导致难以全方位了解和掌握采购单位现有资产的使用情况，难以结合现有资

产使用现状进行需求分析。 
 
Table 1. Databases and development companies used by various subsystems of university asset management 
表 1. 高校资产管理各子系统所用的数据库及开发公司 

系统 所用数据库 软件开发公司 

资产综合管理平台 Sql server B 公司 

采购综合管理平台 Sql server C 公司 

公房管理平台 oracle D 公司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Sql server E 公司 

3.2. 资产使用监督和资产数据应用程度低 

资产管理重统计轻分析，数据统计基本以主管单位信息填报要求为导向，统计内容主要包括资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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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金额、型号、生产厂家等内容。数据统计应该是资产管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学校应结合管理需求，

优化数据统计，将数据统计结果应用于资产管理工作中。 
现有资产管理往往重采购轻使用，资产管理的重心在采购和入库，对资产使用情况的监督监控几乎

为零。近年来，国家对国有资产产出评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实验室数据将贵重仪器使用机时、培训

人数、产出文章、获奖情况、专利数等纳入评价归贵重仪器使用产出的范围。但在学校层面，对资产使

用评价没有形成标准的评价体系，没有形成规范的数据搜集标准，资产使用评价仍未起步。 

3.3. 资产质量问题 

3.3.1. 数据来源不一 
手工记账年代，资产的信息主要通过纸张记录，因职能分工，资产数据在不同的部门留存。如学校

公房相关信息：学校地图、公房建设图纸、房间水电图纸、公房平面图、房间信息表等被分散到学校不

同主管部门留存，导致公房信息查询困难，查询程序繁琐[4]。 

3.3.2. 统计口径不一 
在信息化时代，国有资产管理的系统不断细分，需要面对更多的管理上报系统。现国有资产数据统

计和管理的系统有北化系统，主要负责资产入库、调拨、报废、清查等模块，财政厅的久其资产管理系

统，财政部资产月报和年报系统。上述系统是根据资产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单位的数据管理和统计需要

建立。由于系统间数据交互程度极低，不同系统的统计口径不一致、资产分类标准不一致，导致系统间

数据差异。 

3.3.3. 数据迁移缺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校对信息化管理要求的提升，高校信息系统在应用中不断优化、迭代、变

更。信息系统的优化主要指在原有系统上更新、修复，不涉及数据迁移；信息系统迭代主要指同一信息

系统的更新换代，涉及资产数据的迁移；信息系统变更主要指采用不同品牌、不同厂商的管理软件，同

样涉及资产数据的迁移。数据迭代和变更是造成信息系统数据错漏、缺损的主要原因，其中往往伴随着

部分字段的重新定义，部分字段的细分或整合。实践中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人员水平的提

高，系统迁移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越来越少，但是因管理的细化，在系统升级时往往注入更多的管理流

程，融入更细致的分类，接入更多的管理系统，导致非常容易出现数据缺损问题。 

3.4. 动态更新缺乏 

国有资产的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资产全生命周期看，预算、采购、入库、处置等流程动态；

从资产信息上看，资产使用单位、使用人、存放地变更动态；从资产数据上看，各类资产统计数据在不

同时间动态变更。资产核算、账务、使用分离，学校财务处核算、国资处进行账务处理，各类固定资产

的实物管理归口分属各职能部门，由于固定资产分别归属各职能部门管理，而占用和使用又主要集中在

各教学、科研单位、行政部门使得固定资产的管理与其实物流动、占用使用相互脱节，资产信息动态更

新环节受阻[5]。 

4. “互联网+”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路径研究 

4.1. 树立互联网思维，做好“互联网+”资产管理顶层设计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特征就是信息交互、知识分享，“互联网+”高校资产管理是推动我国高校现阶段

资产管理的主要形式[6]。针对高校资产管理中存在的资产管理系统互联互通程度低的问题，可以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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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高校现有资产管理各系统进行相互融合，紧密结合高校的建设发展目标，建立科

学合理的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资产管理信息化体系，以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质量目标为牵引，

充分发挥整合学校的各校区资产资源优势，加强过程管理，学校制定资产管理相关部门如国资处、财务

处和资产使用部门的合理分工，利用“互联网+”的相关技术，加大资产信息公开力度，实现资产全生命

周期的全过程监控，能够在网上实现固定资产的采购计划审批、履行采购程序、验收、入账、查询、统

计、变更、汇总打印、数据分析等功能的科学管理模式，并不断完善，提升教师和学生对资产管理智慧

化服务的满意度，建立“互联网+”的资产管理信息化体系。 

4.2. 根据软件升级设计原则进行系统升级 

软件升级设计原则 
1) 系统性原则 
软件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系统设计中的数据统一设计，设计规范统；

对于数据采集要做到出处统一，全局共享，使一次输入能够得到多次利用。 
2) 可靠性原则 
设计软件能有效地应对外界的各种无意的操作失误或恶意的侵入与篡改干扰。具有故障检测、恢复

处理，以及各种应对安全措施等。 
3) 标准化原则 
在进行资产管理系统升级功能设计时，应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标准进行，需要格外重视需求分析工

作，软件开发人员应多听取一线资产管理工作人员的意见。对系统拟升级增加或修改的功能，按照标准

完成系统的数据设计、编码设计等多个方面的行业标准规范进行。 
4) 整体性原则 
在进行资产管理系统升级功能设计时，要全面审视系统所有用户的使用需求，将各子系统看作一个

整体，严格做好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测试等工作，保证系统的整体性。 
5) 先进性原则 
在升级软件设计过程中，所有选择都本着经济可行兼顾先进的原则，如计算机视觉、立体成像、RFID

射频识别、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系统要体现对用户友好，实现资产的信息化管理。积极开发建

设我校智慧资产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提升智能化水平。此外，还可以通过引进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

实现随时随地在移动端处理各项资产管理工作的目标，提升管理时效性[7]，进而确保我校互联网 + 资
产管理系统能够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 

4.3. “互联网+”资产管理的实践路径 

1) 可行性分析 
明确资产管理相关系统互联互通的目标，确定系统对接的关键字段，确定系统间对接的难点和重点，

针对重难点问题展开评估，估算开发可行性、成本和风险。 
2) 需求分析 
确定现有资产信息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目标，并明确相关人员的需求和要求。 
3) 设计阶段 
制定软件的整体架构，包括功能模块、数据流程、算法和数据结构等，以满足需求。 
4) 系统编码 
根据设计文档，实现软件的具体功能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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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测试 
对软件进行各种测试，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以确保软件符合设计要求并能正常工

作。 
6) 发布 
将升级后的资产软件发布到用户，并定期进行维护和更新。 

4.4. 建设资产数据分析平台 

依托完善后的资产信息管理平台，可以消除信息孤岛，实现对资产的全方位管控，解决高校资产信

息互联互通问题，在此基础上应用大数据技术，建设信息化数据分析平台，该平台可以使管理部门和二

级学院等使用部门人员对人财物进行全方位的统计、分析和预警，分析各类资产特别是大型贵重资产的

使用率，一方面有助于合理配置我校的资产资源。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数据支撑。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共享资产和闲置资产查看功能界面，能分析各使用部门的数据，尤其是大型贵重精密

仪器设备，可以促进和实现各使用部门间资源共享，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盘活闲置资产。从而提高资产

使用效益，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5. 结语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资产管理智慧化服务体系的终极目的是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学校行政效能，

为学校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资产管理智慧化服务要始终贯穿大学办学水平提升的全过程，探索构建与

大学办学水平相符合的资产管理智慧化服务监控体系，需要深入掌握学校现阶段信息化建设需求，结合

学校长远发展规划，吸纳广大师生建议，建立行之有效、效果长远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站在建设教育强

国的历史起点，建设“互联网+”资产管理平台，充分发挥高校资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作用，让

资产为高校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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