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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空间

A银行实物资产管理创新实践

因缺少长期数据的积累，也无法对各

资产应用质效、性能特点做出客观、综

合的评定，对同一时期、同类资产的性

能、价格等横向对比分析不足，难以

做出资产采购的最优选择。全行资源

的动态统筹和科学调配能力不足。

（二）解决措施

1. 建立体系化、标准化实物资产

目录和信息库。为加强全行网点资产

统一管理，A 银行对相似资产识别归

纳，最终整理出网点资产 600 余种，形

成资产范围池。同时，将已整理的资

产池中每一类资产按照采购层级、资

产性质、管理方式设置标记，按照不

同维度进行全行统一的标准化分类。

对于已完成分类标记设置的资产，组

织专人进行分析研讨，从资产的管理

层级、资产性质、管理流程、业务归属

及资产自然属性等综合考虑，并结合

日常管理要求和统计习惯设计规则和

管理标准，搭建起一套全行性、层次

分明、统一规范的五级资产目录树，

从而确立了全行资产框架。

2. 研发实物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A 银行研发了实物资产管理系

统，将全行网点各级、各类资产管理

部门纳入其中，建立起资产与归属部

门的一一对应关系，并按照资产性质、

管理方式、采购方式、管理层级等不

同情况组合，梳理规范出五套标准化

流程，实现了全行网点实物资产从采

购、入库、申领出库、内部交接，到报

废上缴的全生命周期电子化、自动化

管控。为方便用户操作，还同步开发

（一）A 银行实物资产管理的痛点

问题

1. 分散管理，基础薄弱。实物资产

分散管理的制度下，A 银行基本采取

“谁采购、谁管理”的模式，全行二级

分行以上的业务部门均被赋予不等的

采购权限，各层级、各部门各自发布

管理规范。由于缺乏全行性标准和统

一规则，不但资产的管理要求、管理

流程各不相同，甚至对资产判别的基

本要素、资产名称、度量单位也存在

差异，导致全行资产难以分类和统计，

实物资产管理基础较为薄弱。

2. 线下流程耗时费力。传统模式

下，网点资产的申领、出库、保管、使

用、上缴、报废等实物流转环节基本

采用线下处理。由于网点物品众多，

性质各异，管理要求各有不同，依靠

人控难免出现疏漏。

3. 账实不符时有发生。A 银行在对

网点资产进行清查过程中，发现账实

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常常引起监管

部门重点关注。其中，有些问题源于

手工登记发生疏漏，有些问题是因为

账务调整与实物流转不同步，有些则

因为资产发生位置移动后查找不便引

起的，同时也存在资产流失隐患，给

各级管理者造成一定困扰。

4. 数据不全致使管控乏力。在日

常申领审批 环节，因信息不对称，管

理者无法对网点日常申领需求的合理

性做出准确判断，也无法对跨区域网

点间的资产闲置或短缺做出适应性调

剂，平衡库存。在资产采购决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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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机端 APP 移动办公系统。为强化

账实对应，实物资产管理系统同步开

发了数据接口，接入账务系统，实行

实物驱动账务，实现了全行账务系统

与实物资产系统的联动对接，为全行

实物资产流程管控提供了支撑。

3. 引入二维码、物联网等技术应

用。在系统设计上，A 银行要求对每一

个首次进入系统的重要资产（如采购

入库），均按照既定规则自动赋予实物

资产编号，设立唯一的资产信息卡片，

从而对每项资产建立起唯一的身份标

签。同时，借助二维码、RFID（射频识

别）技术，采取在重要资产上内嵌芯

片或打印粘贴二维码的方式，将每一

个资产的卡片编号、物理属性、管理

信息等基础信息写入其中，用于该资

产在系统全流程流转过程中的扫码应

用，以实现实物资产数字化、便利化

管理应用。

4. 发挥数据效能，进行智慧管控。

为方便不同层级、不同机构、不同权

限的管理者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管理

维度掌握资产情况，系统分别设计了

严密的报表体系和可视化展示图谱。

同时收集存储了资产相关的采购合

同、维保合同等信息项，A 银行将这些

信息项从系统中提取出来，植入到日

常资产管理中，提升银行整体运营能

力。A 银行还注重数据的加工和分析，

对重要资产进行定期、不定期统计分

析处理，满足更深层次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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