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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
标准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固定资产（如大型设备、机动车辆、房地

产类资产）入手逐步制定管理标准。财政

部门在管理这些资产的过程中可以尝试

和土地、建设规划、交警、审计、发改委

等部门形成联动，共享管理资源、配合采

取监管手段。三是按行业类别分类。对

于事业单位专用资产的标准制定倾向于

以行业标准为基础。事业单位资产涉及

行业较广、专业性强，完全依赖财政的力

量很难制定出符合现实需要的资产管理

标准。因此，依靠各个主管部门，征求各

个事业单位的意见，再根据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通过专家评定

来逐步建立专用资产标准体系是一种较

好的方式。四是按管理环节分类。就管

理环节而言，应先从资产购置标准入手

再逐步向制定实物费用定额标准、资产

处置标准、资产绩效指标推进。资产购

置是资产管理的“入口”，因此多数地方

选择先从“入口”下手，建立资产管理与

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第一个接口，让新增

资产购置与年初预算编审相联系并逐步

实现在预算执行中的衔接，乃至与决算

和绩效评价的衔接。此外，常设机构和

临时机构资产管理区别对待。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配置标准主要约束常设机构，

对于临时性机构，如道路建设的指挥部、

大型活动的办公室等所需资产应另行制

定标准，在配置资产时也应多采用调拨、

借用、租用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工作完成

后所属资产应归入常设机构管理使用。

（二）建立资产配置标准动态更新

机制。资产配置标准化管理应与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相衔接，以便

进行统计分析，为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应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收集整理

资产配置标准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并建

立更新数据的数学模型，及时明确更新

数据所需要的要素值，以便及时更新资

产配置标准。

（三）建立应变机制，进行例外管

理。对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殊任务时

的特殊需求，或对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

等问题要建立特事特办的应变机制，但

又不能因为过多的例外出现而损害了

标准执行的刚性。因此，为避免标准执

行的随意性，应预先制定例外管理的制

度。如对暂无标准可依的资产配置申请

采用财政投资评审的方法解决个别资产

配置的个性化问题。特别是超过一定金

额的大宗设备、大额资产购建和技术性

较强的专用设备，应结合项目预算管理

的办法，采取如专家咨询、召开论证会

等方式进行评审，防止项目预算中形成

的资产失控，其评审结果可进一步用于

充实资产配置标准体系。

（四）借助社会力量做好标准制定。

财政部门是综合管理部门，而设备的供

需双方才是资产的真正交易双方，好不

好用，可不可能提供要他们说了算。建

议财政部门建立设备评价网站，供应商

在网络上推荐自己的产品，并提供试用

的机会，使用部门认真试用产品，在规

定时间内提交试用报告。财政部门收集

这些信息为制定和修订资产配置标准提

供基础信息。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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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脱节现

象普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制定和

完善资产配置标准是方法之一。有了资

产配置标准，资产管理部门才能依据客

观标准对单位的购置申请进行公平的审

核，提高预算编审的透明度。

分析近年来财政部门在建立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体系方面的实

践和探索可以看到，财政部门制定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体系的难点

有几个方面：一是行政事业单位职能差

异较大，很难制定适合各个行业、各个

单位的统一标准，特别是事业单位这一

问题更加突出。二是资产种类繁杂、形

态多样、专业性强，根据哪些因素判断

其配置、使用、处置的合理性尚在探索

中。三是静态化的资产配置标准落后于

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难以真正实行。

针对这些难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

方面进一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配置标准制定。

（一）分类制定资产配置标准。一是

按单位性质分类。从单位性质看，行政

单位较事业单位业务单纯，配置的资产

多为通用办公设备，如计算机、打印机、

复印件、办公家具等，比较容易制定统

一的配置标准。因此，应优先制定行政

单位通用资产的配置标准。在此基础上，

事业单位机关办公所需资产可以参照行

政单位的标准执行，事业单位公共服务

类资产的标准则另行制定。二是按资产

类别分类管理。应从固定资产中的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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