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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关键构成部分，是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率提升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构建全面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率提升框架。不仅关注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还注重各环

节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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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key compon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the state-owned assets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re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them to fulfill their functions and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cale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as been expand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manage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s.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state-

owned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t not only focuses on each link of asset management,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each link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一）对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

撑作用，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力量。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多个

方面。在文化领域，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事业单位的

国有资产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供了保障。在科研领域，科研机构的国有资产为开展科学研

究、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

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交通、水利等部门的国有资产为

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因此，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对于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深度剖析：制约管理效率的因素

（一） 内部因素

资产管理意识淡薄是制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的

重要内部因素之一。部分单位领导对资产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

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业务工作和资金管理上，认为资产管理是

辅助性工作，对资产的安全和有效利用缺乏足够关注。这种观念

导致资产管理工作在单位内部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资源支持，难以

有效开展。[1,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中，存在 “重购置、轻管理” 的现象。

在资产购置环节，盲目追求资产的数量和先进性，忽视了实际需

求和资产的使用效益。例如，某单位在未充分调研和论证的情况

下，购置了一批高端办公设备，但由于设备功能过于复杂，与单

位的业务需求不匹配，导致设备闲置率较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在资产使用过程中，缺乏对资产的定期维护和保养，缩短了资产

的使用寿命。某学校的教学设备长期缺乏维护，经常出现故障，

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二）外部因素

政策法规不完善是制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的重

要外部因素之一。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法规，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政策法规不明确、不

细化的问题。在资产配置标准方面，虽然有一些指导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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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

强的配置标准。这导致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存在标准不统一、随

意性较大的问题，容易造成资产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

政策法规对资产处置的方式、程序和审批权限等规定不够详

细，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处置不规范、程序不透明的情况。一

些单位为了逃避监管，可能会采取违规的方式处置资产，如低价

转让、私下交易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政策法规的更新速度

相对较慢，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资产管理工作的新要求。随

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方式也在不断

创新，但相关的政策法规未能及时跟进，对新兴的资产管理模式

和业务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指导。

监督机制不健全也对资产管理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双重薄弱的

问题。内部监督方面，部分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不强，权

威性不足，无法对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检查。内部审

计人员在开展资产管理审计时，可能会受到单位领导的干预和其

他部门的抵制，难以发现和揭示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单

位的内部监督制度不完善，缺乏对资产管理全过程的动态监督，

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资产管理中的违规行为。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也不够完善，无法满足资产管理工

作的实际需求。一些信息系统只能实现简单的资产登记和统计功

能，缺乏对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分析功

能。这使得管理人员无法及时掌握资产的实时状态和变化情况，

难以做出科学的决策。由于缺乏统一的资产管理信息平台，这也

不利于上级部门对下级单位的资产管理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指导，

影响了资产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和水平。[3]

三、他山之石：国内外先进经验借鉴

（一） 国外成功案例与启示

美国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完善的法律

体系。《联邦财产与行政服务法》《联邦资产管理法》等一系列法

律法规，明确了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方责任，为资产管理提

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资产配置环节，严格遵循预算管理和采

购制度，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进行采购，确保采购

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美国政府广泛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

了统一的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资产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动态

管理。资产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可以通过系统随时查询资产的详

细信息，包括资产的购置时间、使用状况、维修记录等，提高了

资产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在资产处置方面，美国采用市场化运

作方式，对于闲置资产，通过拍卖、租赁等方式进行处置，实现

资产的价值最大化。美国总务管理局负责联邦政府资产的处置，

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将闲置资产推向市场，吸引了众多买家参

与，提高了资产的处置效率和收益。

新加坡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也有独特的经验。新加坡政府实

行分类与分层相结合的资产管理方式，将国有资产分为政府部门

直接管理的资产和通过政府控股公司管理的资产。在政府部门内

部，又将资产分为不同类别，实行专业化管理。在政府控股公司

层面，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新

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作为政府控股公司，通过市场化的运营模

式，投资于多个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新加坡建立了完

善的资产监督机制，对资产的配置、使用和处置进行全过程监

督。内部审计部门和外部审计机构共同发挥作用，确保资产的安

全和有效使用。同时，加强对资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增强

其专业素质和责任意识。

（二） 国内典型地区的实践与借鉴

上海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上

海建立了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强化资产权属统一管

理，发挥国有资产公物仓配置功能，努力提升国有资产使用效

能。深入推进资产集中管理机制，会同市职能部门健全综合管理

和具体管理协同的资产管理机制，增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整体性、

系统性、协同性。在资产配置环节，上海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

理相结合，实行资产配置计划前置审核，强化新增资产配置与资

产存量情况衔接挂钩，以存量平衡增量，降低资产配置的成本开

支。对于新增资产配置需求，首先对单位现有资产进行清查盘

点，评估资产的使用状况和可利用程度，避免盲目购置资产，提

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广东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做法。

广东建成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1+1+N” 制度体系，出台

了《广东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

制度文件，明确了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方责任。在资产配置

方面，明确优先以调剂方式配置资产，建立健全省直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管理机制，推动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建

设，引导和鼓励国有资产跨部门、跨地区、跨级次调剂使用。对

于一些通用办公设备和资产，通过公物仓进行集中管理和调配，

实现了资产的优化配置，减少了资产的闲置浪费。在资产处置方

面，明确了处置情形和程序，规定转让国有资产原则上应当通过

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拍卖、公开招标、挂牌等公开竞争方式

进行处置，严格控制非公开协议方式，确保资产处置的公开、公

正、公平。

上海、广东等地的实践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适合本地的国有资产管理制

度体系，明确资产管理的职责和流程，加强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在资产配置环节，注重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强化资产配置的审核

和控制，优先通过调剂、共享共用等方式满足资产需求，避免重

复购置和资源浪费。积极推动资产的共享共用和盘活利用，建立

资产共享平台和公物仓，促进资产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

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强对资产处置的管理，规范处置程序，

通过公开竞争方式进行处置，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提升路径与策略构建

（一）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明确资产配置标准是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基础。各行政

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职能和业务需求，结合资产的使用年限、性

能特点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标准。对于办公设备，

应明确规定不同岗位、不同级别工作人员的配置标准，避免超标

准配置和资源浪费。[4,5]同时，要加强对资产配置标准的动态管理，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配置标准，

确保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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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资产清查盘点制度是及时发现和解决资产管理问题

的重要手段。各行政事业单位应定期组织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在清查盘点过程中，要做到全

面、细致、准确，对资产的数量、质量、使用状况等进行详细核

实，确保账实相符。对于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查明原

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加强对资产清查盘点结果的分析和

应用，通过对清查盘点数据的分析，了解资产的分布和使用情

况，为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供依据。

（二）明确管理职责与强化激励机制

明确各部门资产管理职责是加强资产管理的前提。行政事业

单位应建立健全资产管理责任制，明确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

门、使用部门等各部门在资产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财务部门负

责资产的价值管理，包括资产的核算、报表编制等工作；资产管

理部门负责资产的实物管理，包括资产的购置、调配、处置等工

作；使用部门负责资产的日常使用和维护，确保资产的安全和有

效利用。各部门应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资产管理工

作。[6]

建立资产管理责任追究制度是保障资产管理规范的重要措

施。对于在资产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如擅自处置资产、资产

账实不符、资产闲置浪费等，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通过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增强资产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资产管

理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责任追究制度应明确责任追究的情

形、程序和方式，确保责任追究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执行。[7]

（三） 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绩效体系

构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科学国有资产绩效体系的核

心。绩效评估指标应涵盖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各个环节，全

面反映资产管理的效率和效益。[8]在资产配置环节，可设置资产

配置合理性指标，评估资产配置是否符合单位的实际需求和配置

标准；在资产使用环节，设置资产利用率、资产完好率等指标，

衡量资产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状况；在资产处置环节，设置资产处

置收入率、资产处置合规性等指标，评价资产处置的效益和规范

性。绩效评估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以便于实际评估

和考核。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是检验国有资产绩效体系有效性的关键步

骤。行政事业单位应定期组织开展资产绩效评价工作，可采用自

我评价、上级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方式相结合。自我评价由

各部门对本部门的资产管理情况进行自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上级评价由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单位的资产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第三方评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价，

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绩效评价工作应严格按照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进行，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9]

（四） 加强内外部监督检查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

基础。各单位应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资

产管理中的监督作用。内部审计机构应定期对资产管理情况进行

审计，检查资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资产的购置、使用和处置

是否合规等。加强对资产管理关键环节的监督，如资产采购、资

产处置等环节，防止出现违规行为。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明

确资产管理的流程和责任，加强对资产管理风险的防控。通过完

善内部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保障

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10]

建立监督检查结果公开制度是提高监督检查效果的重要举

措。行政事业单位应将监督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单

位内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通过公开监督检查结果，增强资产管

理工作的透明度，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氛围。对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公布整改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和评价。公开监督检查结果还可以对其他单位起到警示作用，促

进各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资产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五、结束语

通过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与增长趋势的分析，揭示

了其在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支撑作用，强调了加强管理

的必要性。 通过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外成功案例以及上海、广

东等国内典型地区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提供了有益参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提升管理效率的路径与

策略体系，涵盖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明确资产配置标准，规

范购置、使用、处置流程，建立清查盘点制度；明确管理职责，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绩效体

系，构建评估指标，开展绩效评价并强化结果应用；加强内外部

监督检查，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力量，建立结果公

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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