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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计分卡在高校绩效评价

中的应用探讨

杨海平

平衡计 分卡作为一种战略 管理和

绩效评价工具已为国内外众多企业所采

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试图将

平衡计分卡引入高校管理，构建全新的

高校绩效评价体系。根据平衡计分卡在

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经验，结合目前有关

高校绩效评价的研究和实施情况，设计

以下高校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框架。
1
、 财务方 面平衡计分卡的设计。

①财务方 面的目标：扩 大收入总量、降

低生均成本、多渠道筹 集资金、促 进高

校资源优化配置。②成功 的 关键因素

（CSF）：筹集社会资金、 发展校办产业、

加 强科研建设、提 高教 学质量。

高校是以培 养人才为目标 ，开 发

教育、 科 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的非盈利

性 组织，其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

追求社会效益。财务成功 并非高校的

根本目标，但充分、稳定、长期平衡的

财务经费 ，依然是高校健康持续 发展

的前提保障。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的

规模扩张和竞 争加 剧，高校的资金需

求日 益 强烈，经费 紧张始 终是高校 发

展所 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高校在财

务战略上应着眼于拓 宽筹资渠道，合

理编制预算，严 格控制成本，提 高资源

利 用率，以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财务

方 面平衡计分卡的关键绩效指标（KP I）可

设计为：生均收入、 财政拨款增长率、

收入增长率、人均科研收入、资产使用

率、生均培 养成本、资产 负债率、净资

产结 余率等。

2、顾客方面平衡计分卡的设计。①

顾 客方 面的目标：培 养高级专门人才、

满足 用人单位需要、促进我国现代化建

设。②成功 的关键因素（CSF）：加 强师资

力量、提高教学质量、 改善办学 条件。

高校 的任 务是向 学 生传授知 识 ，

培 养其创新精神和 实 践能 力 ，向社会

输送高 级 专门人才， 促 进社会主 义现

代化建设。因此 高校的客 户 可以 分为

两 个部分： 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客

户方 面平衡计分卡的关键绩效指标（KP I）

可设计为：①学生满意度：反映学生对

学校的满意程度，这是一个主观指 标，

可以通过问 卷或访问 等形 式获得。②用

人单位满意率：是指 对学校毕业生满意

的用人单位的数量与所有毕业生用人单

位数量之比 ，反映了社会对学校的认可

程度。③毕业生就业率：是指 学校毕业生

一次性就业人数与所有毕业生人数之比 ，

是高校扩招后 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3、 组织内部流程 方 面平衡计分卡

的设计。①组织内部流程 方 面的目标 ：

提 高生源质量、搞好教 学科研、提 高学

生就业率。②成功 的关键因素（CSF）：提

高入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进行就业

创业指 导。

从价值链通 用模式出 发 ， 高校的

内部业务流程 为：供（招生）、产（教学科

研）、销（就业）。高校的学生从入学到毕

业 ， 可以 看成是一个产品 生产加 工的

过程。学生入学可以 看成是原材料的

采购过程，原材料采购结 束，就要进行

存储、生产、销售 等。而 学生入学以后

则要 经过学 生管理部门的 日 常管理 ，

教 学 管理部门传授知 识 ，教 学辅助部

门的辅助教 学 等过程 ，然后 毕业。因

此 ，内部业 务流程 方 面平衡计分卡的

关键绩效指 标（KPI）可设计为：生源报考

录取比 、 学生对学校管理工作满意度、

教 师对学校 管理工作满 意度、 专业就

业率、教 师教学及科研能力、入学难度

指 数、 毕业生声誉指 数、 学科建设指

数、教学 发展指数等。

4、 学习 与成 长方 面平衡计分卡的

设计。①学习与成 长方 面的目标：加 强

师资培训、引进高级人才、建设一支高

素质的 师资队伍。②成功 的 关键因素

（CSF）：队伍建设、培训进修、人才引进。

一流的高校必 须有一流的教 师队

伍 ，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冲击一流

高校的必 要 条件。知 识 爆炸年代的今

天，人才是强国之本，教 师就是 强校之

源 ，只 有建设出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

学校 才能实现真正的跨越 式发展。因

此 ，学校要定期 或不 定期对教 员进行

培训、送教 员去国外进修考察、鼓励 学

术交流，并给予相应的自主权，以促 进

师资队伍建设。学 习和成 长方 面平衡

计分卡的关键绩效指 标（K P I）可设计为：

教 师 满意度、 教 师培训率、 教师流失

率、教师教授率、教 师博士率、“双师

型” 教 师持有率等。

由此可 见，财务、顾客、内部流程 、

学习 与成 长这些 紧密联 系的四 个维度

确立 了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框架，但平

衡计分卡既不是上述4个维度的简单组

合，也不是一些财 务指标 与非财 务指

标的 简单拼凑，它是与 高校战略等一

系列评价指 标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作者单位： 怀化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 编辑  张玉伟

来稿撷萃浅谈会计电算化系统

内控制度的构建

麻 江  白建伟

随着计算机 在会计工 作中的普遍

应 用 ，管理部门 对由计算机产 生的各

种数据 、 报表等会计信息的依赖增大，

这些会计信息的产 生只 有在严 格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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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下 ，才能保 证其可靠性和 准确

性 ，才能预 防和减少会计电算化 系统

中的风险。

1
、 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一般控

制。

一般控制是应 用控制的基础，它

为数据 处理提 供 了良好的处理环境。

笔者认 为 ，它主要是对电算化 系统中

组织 、操作、安全、开发等 系统运行环

境方 面 所进行的控制。
（ 1）组织控制。组织结构作为内部

控制的客观基础 ，其 变迁直接影响内

部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在信息技 术成

熟以前，组织结构一般为金字塔型。随

着信息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开始

将决 策权下放到部门、 战略业务单位，

取 消 了一些中间管理部门并增加 其他

部门的控制范围 ，以 实现 组 织结构的

“扁平化”。组织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

少电算化部门的错误 及舞弊行为的可

能性。有一些内容在原理上同 手工 系

统的控制并没有太大区别，如 职责 分

工、适当 分权、职位轮换 等。组织控制

的基本原 则是不 相容的职 责由不 同的

人员或部门来承担 ，其主要内容可 分

为以下三个方 面，即：电算化部门 与 用

户部门的职责分离；电算化部门内部

的职责分离；业务授权。
（2）操作控制。为 了保证数据处理

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必 须制 定和执行

各种标 准的操作规程。例如建立 完备

的机房管理制度，明确哪些人能上机

操作，操作次序等 ；建立上机 日志记

录，上机 日志记录是计算机审计取证

的主要对象；等等。
（3）系统开 发与维护控制。 系统开

发控制是为了保 证会计信 息 系 统开 发

过程 中各项活 动的合 法性 和有效进行

而设计的控制。开 发 系统前，要进行有

效的可行性研 究，使 系统的每项 设 计

都能满足 企业的会计工作以 及 发展前

景的要求。系统 开发过程 中还要留下

审计线索，以保证日后 审计工 作的需

要。

（4）系统安全控 制。 系统安 全控制

是防止 影响 系统安 全的要素危 及 系统

的安全，发现 系统中的安全问题，并解

决这些问题使 系统恢复正常所采取的

措施。系统安全控制 包括以下内容：系

统硬件、软件安全控制；数据资源安全

控制；建立 系统入侵防范控制。

（5）内部审计。从系统开发到 日常

运行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内部审计。

在 系统 开发阶段 ，内部审计人员不 仅

要参与 开 发，指 出现存控 制措施的不

足 ，并提出改进意见，还要对开发工作

本身进行审核和评价。据此，内部审计

人员既可 对 系统的开 发过程 进行监督

和审查，还有助 于他 们 了解 电算化 系

统内部控制的各个方 面。在电算化 系

统的 日 常运行阶段 ，内部审计人员还

要检 查电算化部门的各项 规章是否符

合整个企业的基本政策和规 定，同时，

他们还应 负责对业务处理、记录保存、

报告 产 生和环境安全及相 关的控 制进

行评价和验证，并利 用 计算机的辅助

功 能对计算机程 序进行测试，以检验

业务处理过程是否正确可靠。

2、 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应 用控

制。

会计信息 系统的应 用控制是 为适

应会计处理的特殊要求而建立的控制

措施， 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 ： 输入控

制、 处理控制和输出控制。

（ 1 ）输入控制。输入控制 用以 确保

以 下 几 方 面的合法性 、 准确性和 完整

性 ：①经济业 务在由计算机处理之前

经过适 当的批 准；②经 济业务没有被

遗漏、添加 、重复或不正 当地更换 ；③

经 济业 务被 准确转换 为机 器可读的形

式并记录在数据 文件中；④拒绝、改正

不适 当的经济业务，必 要时，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

（2）处理控制。处理控制的目标是

确保数据处理过程的正确性、 可靠性，

包括处理正确性控 制、 数据一致 性控

制、预留审计线索控制等。处理控制 用

于确保 ： ①经济业 务由 计算机 准确地

处理；②经 济业 务没有丢 失或不 恰 当

地增加 和 改动；③计算机处理的错误

被 及时地 鉴别并改正。

（3）输出控制。输出控制的主要任

务是对各种输出要求实行接触限制，以

防止 未经授权的人擅 自盗 用 系统资源。

应用软件应对各种输出要求进行权限设

置， 未经授权，计算机拒绝执行其输出

要求。此外，数据输出的结果要及时传

送给有权接收的人员或者部门。

（作者单位：中行广 西区 分行

  广 西柳州高新区财政局）

责任 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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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企业财务管理

存在问题的一 些思考

伊丽娜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我国 乡镇企业也得到 了较快

发展，但 同 时 乡镇 企业在财务管理上

也暴露 出诸多问题 ，制 约了其进一步

发展。笔者认 为，这些问题可以 归纳如

下 ：

1
、资金筹集困难，运营质量偏低。

银行等金融机构 为防范金融 风险 ， 通

常不 愿货款 给 规模小、 偿债能 力不 强

的中小 乡镇企业 ，因 而 许多乡镇企业

筹资时在取得 少量银行货款的基础上，

还采取 民间信货 等方式。但是，由 于社

会筹 资的成本高于银行货款，并且手

续不 完备，成 了许多纠纷的隐患。另一

方 面 ， 乡镇企业的资金运营状 况也不

甚理想。资金运行质量偏低 ，流动资金

周转缓慢 ，造成企业资金使 用 效益过

低 ，主要原因可归纳为 “三 多”，即产

成品 资金占 用 多、 愈期 债 务 多和 在途

资金多。

2、投 资决 策不科学。投 资决 策是

企业财务 管理的核心。而一些 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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