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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与沟通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

称、不畅通、分工不明确等问题；三

是实验实训设备盘点有流于形式的现

象，实验实训室之间借调设备手续不

全，设备明细账不健全；四是实验实

训设备使用缺少规范的管理，设备使

用记录、维修记录不全或流于形式，

使用机时数缺少信息化统计；五是实

验实训试剂耗材的验收环节不规范，

缺少严格的验收和出入库手续。

3.资产处置随意性较大。一是实

验实训设备报废没有经过科学的技术

鉴定，或有鉴定却流于形式，没有充

分考虑设备的使用效能、安全性等因

素；二是审核、审批流程不严格，重

大资产处置没有经过“三重一大”议

事规则；三是有些设备虽然到了报废

年限，经过维修仍能继续使用发挥其

效能，但却简单报废处理；四是有些

设备到达报废年限后，存在很大的污

染与安全隐患，却没有及时进行报废

处理；五是已报废的实验实训设备没

有及时在实验室资产账上进行核销处

理，造成账在而实物已不存在的现象；

六是对于过期试剂处理不及时，容易

对实验实训室人员造成生理伤害，销

毁方式不当引起环境污染，进一步危

害当地生态环境。

（三）加强实验室资产控制管理的

措施

1. 控制环境。第一，加强对实验

室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全员定期

培训。第二，要不断完善实验室资产

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机制建设，优

（一）高职院校实验室资产管理的

特点

高职院校的实验室资产主要包括

实验实训设备和实验实训试剂耗材两

部分。实验实训设备专业技术性强，

维护维修均比一般性行政办公设备复

杂；实验实训试剂耗材规格多样，数

量需求差异大，在采购和保管中不被

重视，容易存在采购风险和质量问题。

 （二）高职院校实验室资产管理

存在的风险

1.采购过程缺乏科学合理性。一

是实验实训设备采购没有与存量资产

及使用效率有效对接，旧资产尚未充

分使用，就已经采购新设备，在使用

效率管理上缺少制约；二是缺少预算

管理与控制，对设备的先进性、适用

性缺少充分论证，预算申报流于形式；

三是实验实训设备的采购缺少验收控

制，使得所购置设备的质量、性能可

能与计划不符，造成经济损失；四是

在传统体制下实验实训试剂耗材由使

用部门自行采购，存在使用部门填写

申购计划时随意性较强，采购预算的

制定缺乏科学性与计划性等问题。

2.日常管理过程缺少规范性。一

是管理组织机构不健全，国有资产管

理处是资产管理的一级管理部门，但

多以资产账务管理、报废处置管理等

为主，而各系部实验实训室没有指定

专门的实验室管理责任人；二是作为

实验室资产一级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

处与二级管理的系部实验实训室两部

门间不属于一个主管领导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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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控结构，明确一级和二级管理单

位的权利与责任，建立健全对实验室

资产管理内控制度的监督体系，确保

内控制度的有效运行。

2. 控制活动。第一，高职院校应

按内部控制体系合理设置实验室资产

管理关键岗位，明确划分职责权限，

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第二，建立实

验室设备报废前的鉴定环节，在实验

室资产管理中引入校外专业力量，将

资产报废中的申请、论证、查验等工

作分别进行，论证时听取专家与管理

人员的意见。完善报废资产的内部审

批控制流程，特别是重大资产处置必

须经过“三重一大”议事规则，要建立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会签制度。第三，

找到合适的信息系统管理实验室资

产，通过信息化手段将“三账一卡”的

信息输入到资产管理系统中，方便清

查与盘点工作，实现对资产的实时管

理，达到管理控制的目的，真正做到

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

3. 内部监督。高职院校应加强对

实验室资产管理工作流程、审批程序

与执行情况的监督与内部评价，建立

反馈机制，通过监督与考核，不断强

化实验室资产管理的风险意识、管理

意识、控制意识。结合高职院校自身

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

对实验室资产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

事后的管理监督。
 (作者单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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