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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针对高校异地研究机构的审计监管问题，以某大学为例，分析其在跨地域运营中面临的管理挑战与潜在风险。研

究指出，异地机构虽在产学研合作与区域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监督不足、内控制度待完善、考核机制单一

等管理问题。通过年报审计、专项审计等多种类型审计，揭示了在采购、合同、资产、科研项目等多方面的风险。基

于此，研究建议强化制度建设、分类管理、内控监督及审计指导，并优化考核机制，以保障合规运营、资源高效利用

及风险防范，推动异地研究机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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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ssue of audit supervision for universities' off-site research institutions, 

using a specific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managerial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risks 

encountered during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while these off-site institu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they 

also face management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incomplet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singular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audits including annual report audits 

and special audits, risks in areas like procurement, contracts, asse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projects have been reveal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suggests reinforc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lassified management, internal control supervision, and audit guidance, as well as 

optimizing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ensure compliant operations, 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ff-site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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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高校异地研究机构作为一种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日益成为高校拓展科

研空间、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平台。然而，异地研究机构因其独特的跨地域运营、多方合作、复

杂治理结构等特点，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管理挑战与潜在风险。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审计监管机制，确保其合规运营、高效利用资源、防

范风险并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不仅是保障高校科研事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的迫切需求，也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的关键环

节。本次研究以某大学为例（以下简称学校），系统剖析高校异地研究机构的审计监管现状，旨在揭示其内在规律，探索优化审计监管

路径，为同类机构乃至全国范围内高校异地研究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

一、学校对异地研究机构管理现状

学校共有几十家异地研究机构，为学校举办或与地方政府共

同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登记注册的事业性质实体平台。

分布在省内及山东、河南、上海、江苏、海南、天津、内蒙古、

四川、广东等外省市。学校在对校设事业单位的管理中，根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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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直属高等学校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和有关加强高等学校异地科研机构规范管理的通知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了《*大学关于规范校设事业单位建设和管理的若干

意见》 等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异地研究机构运行。

学校建立了学校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单位分类管理、管理责

任单位具体负责、异地研究机构可持续运营的管理体制，确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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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战略部署在异地研究机构落地落实。 每年均由领导小组办公室

协同归口管理单位和管理责任单位对异地研究机构进行绩效考核

管理，按照优秀、良好、合格排序，对于排名靠后的单位，予以

谈话等手段督促其改进管理。但管理模式多为“放养式” 处于无

序发展状态，学校近年虽然开始加强对异地机构资产和财务管理

情况的摸底调研检查，但尚未建成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学校对

异地机构开展常规审计、财务检查相对较少，异地机构普遍未设

置内审机构，自我监督力量薄弱。

二、异地研究机构审计风险清单分析——基于某校

在全面审视高校异地研究机构审计监管的多元化需求与面临

的复杂挑战基础上，*大学异地研究机构审计中发现的具体风险

清单不仅涵盖了制度设计、组织架构、考核机制等宏观层面的缺

陷，也涉及到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项目执行等微观操作层面

的问题。 风险清单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一）校本级对异地研究机构制度规定不完善

学校为了规范管理异地研究机构，出台了《 *大学关于规范校

设事业单位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 ，审计发现，若干意见相当

部分条款已经失效或者难以执行，需要进一步修订。例如若干意

见中设立条款需要废止，教育部已发文（密件）禁止高校与地方

合作设立异地研究机构。

（二）校本级对异地研究机构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

《大学关于规范校设事业单位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 设置

了校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部署，归口管理

单位分类管理，管理责任单位具体负责的管理架构，上述架构部

分环节未发挥作用。例如，审计发现，领导小组成立后未召开相

关会议。

（三）校本级对异地研究机构考核不到位

审计发现，目前学校对所有的异地研究机构执行的是统一的

考核标准，未做到分类管理进行考核。

（四）异地研究机构设立欠充分论证

审计发现，异地研究机构设立论证工作不够深入，导致出现

一些风险。首先是由于双方协议的瑕疵，未明确约定地方政府违

约责任，导致地方政府停止拨付款项，进而影响异地研究机构的

正常运作。其次是部分协议约定的异地研究机构目标过高，导致

学校无法实现协议约定的目标，产生违约风险。由于异地研究机

构高度依赖于协议给予的现金流支持，以上两种情况，都可能导

致异地研究机构现金流出现中断，进而导致无法可持续发展。

（五）校本级存在对异地研究机构监督不足的风险

学校设立了几十所研究机构，其中大量研究机构处于异地。

异地研究机构作为独立法人，与学校实际上为两个不同的单位，

因此学校监督异地研究机构存在一定的难度。审计发现，学校对

异地研究机构的监督管理目前主要依赖于异地研究机构的自查，

存在监督不足的风险。

（六）异地研究机构自身内控不完善

异地研究机构内控制度普遍存在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导致产

生风险，表现在：

1.“三重一大”管理方面：集体决策程序对于重大事项或大额

资金的定义不清、重大事项及大额资金使用未经过“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或决策程序滞后、决策事项未有效落实、决策落实缺乏

监督管理、决策过程记录和会议纪要管理不到位等。

2.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及执行方面：未完成与地方政府签订协

议的目标或指标、未达到当地政府的考核要求、发展战略规划制

定不具体或不具备可执行性、未能保质保量完成学校提出的发展

目标和任务等。

3.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方面：内部控制制度的覆盖面不

全，部分事项未纳入全面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个别制度存在缺陷

但未及时进行修订、不相容岗位未能得到有效分离、内部管理和

监督机构设置不合理等。

4.预、决算管理方面：预算编制不完整，部分事项未纳入预

算管理、预算执行率偏离度较高、预算调整流程不合规、未及时

编制预、决算报告等。

5.人事、薪酬管理方面：薪酬方案未经审议及审批、薪酬考

核管理不到位，人员薪酬和发放依据不充分、人才公寓管理和住

房补贴发放不够规范、职工福利发放缺乏依据、用工不符合招工

要求、劳务合同书签订不规范等。

6.采购管理方面：采购招标流程不合规、采购评标过程不合

规、采购验收工作执行不到位、采购业务流程未经审批或审批流

程倒置、通过“拆标”分解采购合同达到规避必要采购程序、单

一来源采购缺少论证过程或论证依据不充分、未编及时制采购计

划、采购方式变更流程不合规、采购过程存在供应商围标或串标

情况、部分特殊采购事项未通过指定渠道进行采购等 [1]。

7.合同管理方面：合同审批时间晚于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条

款执行不到位，例如未按规定收取保证金或提前退还保证金、合

同约定内容和实际开展的业务不符、合同签订人未经有权人或机

构授权、合同签订前审查工作不到位，合同签订时间、金额、重

要条款等要素缺失、合同归档工作执行不到位等 [2]。

8.资产管理方面：资产出入库管理不够规范、资产利用率低

下，资产存在闲置情况、资产使用审批不规范，资产验收或入账

不及时、委托学校代采设备未及时办理移交手续、固定资产未按

规定存放，存在安全隐患、资产盘点工作不到位、资产使用台账

中资产状态更新不及时等 [3]。

9.科研项目管理方面：科研经费下拨不及时、对外协单位资

质核查不到位、科研经费未独立核算、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进度滞后、科研项目未编制经费预算表、科研项目未及时验收

结题、未制定明确的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标准等 [4]。

10.基建项目管理方面：工程项目进度滞后，无特殊原因情

况下未按照预期计划推进项目进度、工程项目施工过程监管不到

位、工程项目变更程序执行不到位、工程完工后未及时进行结算

审价等 [5]。

11.三公经费管理方面：公务接待费用超标准、公务接待陪

餐人员超过上限、公务接待费在高档场所开展、违规开展同城接

待、违规列支驾驶员工资、用车审批流程缺失或倒置、私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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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公出国（境）手续不合规等。

12.财务收支管理方面：各类费用报销超标准、各类费用报销

缺失必要的支持性材料、各类费用报销流程缺失或倒置、备用金

未及时进行收回、未及时清欠民营企业款项等 [6]。

13.对外合作管理方面：委托外部研发的流程不规范、未及时

签订合作企业的入驻协议、入驻企业不满足入驻条件、未向入驻

企业收取物业管理费、未按制度要求对入驻企业实施年度考核、

未及时签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知识产权成果转让未及时收

取转让收入等 [7]。

14.工会管理方面：向非工会职工发放福利、福利和奖励发放

超标准、福利和奖励发放形式不符合规定要求、未以工会名义开

具业务发票等。

三、异地研究机构管理建议

（一）强化校级层面整章建制

审计过程中发现校级层面监督不足、组织架构不合理、考核

机制单一等问题，以及新设机构规划欠周全和内部管理疏漏等挑

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重新优化管理架构，强化监督指导功

能，实施个性化考核标准；加强新机构设立前的调研与风险评

估，明确合作协议条款，紧密政府合作关系；同时，着力解决内

部管理不善，特别是通过完善内控制度、强化合规管理，确保各

业务领域有严谨的流程指导和有效执行，以此升异地研究机构的

整体运营效率与合规水平。

（二）加强对异地研究机构协同监督管理

一是充分发挥学校纪、检、巡的监督，坚持学校发展到哪，

监督就到哪；二是强化学校异地研究机构自查审计，确保学校职

能部门与各级学院充分履职，对异地研究机构予以充分指导和定

期审计检查，指导督促异地研究机构形成自我的内控循环，避免

发生重大风险；定期审计排查异地研究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确

保学校声誉不受影响，国有资产不流失；三是加强财务指导，提

高异地研究机构财务核算水平。

（三）异地研究机构加强自身内控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资产管理制度、财务预算执行

报销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等必要制度，定期委托第三方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加强人财物的治理，确保整

体规范运行。强化异地研究机构内控管理，充分发挥异地研究机

构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按照国家和地方关于事业单位管理运行

的法律法规以及举办双方制定的共建协议、章程，完善内部治

理，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能力，切实贯彻学校和地方的决策部署，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总之规范异地研究机构建设和管理，促进学校社会服务能力

和质量全面提升，引导异地研究机构牢牢抓住中心、持续做精做

强，促进异地研究机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服务工作迭

代升级，完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新格局。只有

通过持续优化管理流程，强化内外部监督，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

严格执行，才能真正使异地研究机构成为驱动区域创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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