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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现状及优化建议

责”的现象。同时，由于与资产管理有

关的信息未能及时传递到财务部门，

导致资产管理与会计核算工作相脱节

的情况时有发生，资产管理工作滞后。

比如，某单位 2021 年 5 月购入一项不

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财务部门需要

在 5 月入账，资产管理系统中建立并

录入固定资产卡片的时间也应在 5 月，

从而与财务入账时间保持一致。但实

际情形是，由于该项固定资产的信息

传递不及时，资产管理经办人员对这

笔账务未能进行及时处理，延误了资

产纳入系统的时间，不但导致工作滞

后，也影响了资产管理系统数据的全

面性和可靠性。

3.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不够完善。

通过财政部门统一购买服务的形式，

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都建立了资产管

理信息系统，便捷了资产管理工作的

开展，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在使用过

程中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一是某些

计算公式的设定不够准确，以某单位

取得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为例，财会

人员运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自动计算

出来的折旧数据与手工计算出来的存

在一定偏差。二是部分查询功能的使

用还不够便捷，比如，在系统中查找

单位已达到预计使用年限可以申请报

废的固定资产时，通过系统自动搜索

出来的数据未能涵盖所有满足报废条

件的固定资产。

4. 单位在资产管理中的自主权限

不够。现行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由财政

部门统一管理、运营机构在后台进行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是以实物

为主要对象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资产

管理的规范程度是财务管理规范化的

重要表现。本文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

体会，以某市行政事业单位为例，探

析资产管理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

优化建议。

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现状

1. 对资产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工作一般由财

务部门或单独的资产管理部门承担，

长期以来资产管理被默认为只是财会

人员或资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的工

作，缺少其他部门及人员应有的关注

和必要的协助。这种片面认识的存在，

不利于资产管理工作在行政事业单位

的全面开展。

2. 资产管理与会计工作相脱节。

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已普遍建立并使用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并通过该系统实

现了对资产的登记、使用、清查、报废

和处置等，而会计工作如编制记账凭

证、登记账簿及编制会计报表等则依

托财务系统进行。实务中，资产管理

信息系统和财务系统分别由两个不同

的主体管理和维护，系统间尚未实现

较好的互联互通。

此外，行政事业单位单独设置资

产管理部门、配备专职资产管理人员

的并不多见，一般在财务部门设资产

管理经办人员，财会人员除从事预算

管理和会计核算等本职工作以外，还

要承担资产管理工作，存在“一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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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行政事业单位在利用该系统开

展资产管理工作时，资产折旧、资产

增加、资产报表等常规业务可由单位

在系统中自行完成，而资产配置、资

产变动（卡片信息修改）、资产处置和

资产清查等特殊业务则需由单位、主

管部门和财政资产管理部门等进行联

合审批。其中最值得商榷的是资产变

动（包含使用部门、使用人、存放地点、

资产名称、取得日期、入账日期等）的

工作流程，如果与资产有关的信息发

生了变化，单位在系统中变更信息后

还需经过主管部门和财政资产管理部

门共同审批。此举虽然杜绝了单位随

意更改资产信息的情况出现，但延长

了资产变动的时间，也影响到单位处

理资产的工作效率。

5. 无预算、超预算超标准配置资

产。无预算配置资产是指在未列入资

产配置预算或未取得资产配置预算

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配置资产的行为。

超预算超标准配置资产是指超出财

政的资产配置预算批复和政策规定

的配置标准自行配置资产的行为。出

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

和人员凭主观臆断和喜好配置资产，

没有认真理解并掌握资产配置的标

准及配置规定。

6. 将应确认为非流动资产的资产

费用化。现行政府会计制度对以固定

资产为主的非流动资产确认有着专门

的规定，但在实务中仍存在将满足固

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确认条件的资产

直接费用化的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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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一是不能准确区分和理解固

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的确认条件 ；二

是主观上有意而为之。这种做法违背

了政府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导致固

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价值被低估，也

给他人侵吞单位资产预留了空间。

二、资产管理优化建议

1. 加大对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视力

度。资产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的

一项日常性工作，只要实际使用到资

产，就应承担起相应的资产管理责任。

笔者认为，唯有在单位建立起自上而

下、全员参与的资产管理模式，才能

明确各部门和人员所承担的资产管理

责任。因此，应定期在单位进行有关

资产管理方面的制度宣讲，让更多的

部门和人员了解资产管理工作，更加

广泛地参与到资产管理工作中。

2. 设置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资

产管理工作由财会人员兼任的做法虽

节约了人力成本，但满足不了行政事

业单位不断增加的职能职责和大规模

资产管理的要求。笔者建议，行政事

业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资

产管理部门或配备专门的资产管理人

员，以建立起财会人员和资产管理人

员各司其职、数据共享的工作模式，

提高资产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3. 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的有关

要求确认固定资产。现行政府会计制

度将固定资产界定为政府会计主体为

满足自身开展业务活动或其他活动需

要而控制的，使用年限大于 1 年、单位

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使用过程中基

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一般包

括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

备等。对于图书、家具、用具等单位价

值未达到规定标准但使用年限大于 1

年的大批同类物资，也应当作为固定

资产加以确认。现行政府会计制度并

未直接给出固定资产确认的价值标准

（以前明确为 1 000 元），这就要求财会

人员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并结

合职业判断及重要性原则来合理判定

单位所购入的资产是否应确认为固定

资产，对于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必须全部作为固定资产予以确认，从

根本上杜绝将达到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的资产直接费用化的情况出现，确保

单位资产信息准确、完整。比如，目前

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中的

碎纸机、茶几、会议桌椅等资产的单

项配置金额上限为 1 000 元，实际购入

时价值可能只有几百元，根据政府会

计制度的有关要求单位仍应将其作为

固定资产确认并入账。

4. 按预算和有关标准配置资产。

将资产配置纳入到部门预算并同时编

制采购预算，能够防止出现无预算配

置资产的情况，把住了资产配置——

资产管理的第一道关口，突出了资产

配置预算的刚性约束，从根本上杜绝

了资产采购的随意性和无效性，为行

政事业单位有效加强资产管理奠定了

基础。此外，在日常工作中，单位相关

部门和人员特别是负责资产管理人员

要加强学习，精准掌握国有资产配置

管理规定和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5. 加强财务部门与资产管理部门

的有效沟通协作。前文中列举了一项

单位 5 月购置固定资产的业务，如果

财务部门在 5 月入账后及时将信息传

递给资产管理经办人员，资产管理经

办人员也及时根据该信息将资产录入

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并建立固定资产

卡片，使业务发生时间、财务记账时

间与资产登记时间保持一致，就能有

效保证固定资产的“账卡相符”。 同时，

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折旧的计提，财

务系统应根据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提供

的折旧数据入账，固定资产清查、报

废和处置等业务同样要在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与财务系统中进行数据交换。

除此以外，财务部门与资产管理部门

可根据其具体情况，确保双方在一个

月内至少交换一次信息。只有两个部

门之间加强有效沟通协作，才能保证

资产信息在彼此间传递的可靠性、充

分性、及时性和相关性，进而提高资

产管理效率。
（作者单位 ：长沙市交通建设质量

安全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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