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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考

郑显安
（禄丰市广通中心卫生院，云南 楚雄 651224）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完善，作为各行政事业单位的行

政职能或事业活动，更是国计民生的具体体现。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所必须的国有资产，注定是行政事业单位实现国计民生的

基本保障。随着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数量不断增加，致使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管理现状，并针对性的提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几点对策及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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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年《政府会计制度》及 2019年财政部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颁布及实施，体现了如实反应
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重要性。制度的颁布及
实施不但对完整核算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提供了
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从法律层面上对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了法定。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过去交
易或事项形成的，由行政事业单位控制，能够带来收
益或服务潜力的各种经济资源。按资产的流动性分
为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两大类。货币资金、存货、
储备物资、金融工具、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公共基础
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及对外投资等。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包括资产配置、使用、处
置、收益、评估、清查、资产报告、绩效评价等管理
活动。

一、浅谈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行

使行政职能或事业活动所必须的物质基础，是国家
资产庞大资产的基本组成单元，决定了加强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行使行政职能及

进行事业活动的物质保障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行使行政职能或从事
事业活动的基本保障，是必不缺的物质基础。它存
在不但体现了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使行政职能、提
供社会事业服务的潜力、进行事业活动的能力。同
时也是体现国计民生的发展水平。没有相应的国有
资产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行使职能、进行事业活动的
物质基础，行政事业单位就无法有效地行使行政职
能、进行各种事业活动，更无法保障国计民生的实
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本身具有的社会性、公

益性，决定其不但是行使行政职能或从事事业活动
的基本物质保障，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保障社会
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不但关系到使用单位行使职能及事业活动的
能力，关系到行政事业单位行使行政职能及事业活
动的有效性，保证国计民生的顺利实施，更涉及社会
公众人身财产安全，体现国家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体现[1]。

（二）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是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根本所在

各级各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是整个国
有资产的基本单元，各级各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资
产形成庞大的国有资产。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及用
途、持有目的的广泛性，决定了不同行业、不同部门
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资产用途、资
产持有目的有差异，也有共性。只有各行政事业单
位加强各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才能最终保证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才能避免国有资产损失，杜绝社会资源
的浪费，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
断增强，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完善，行政事业单
位担负的国计民生责任越来越大。我国目前正处社
会的高速发展时期，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各行政
事业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数量及价值都在不断增
加，所占国有资产的份额日益庞大。由此承担的社
会服务责任、公益事业服务也越来越重大，担负国计
民生的责任越来艰巨。为确保行政职能的有效行
使，确保事业服务的不断优化，促进国计民生的不断
提升。各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国有资产是社会发展的
要求，也是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2]。

（四）加强资产管理有利于减少腐败发生

腐败问题历史以来都是激化社会矛盾，削弱执
政基础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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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体系，从资产管
理上做到权力与责任相互匹配，体现权责对等。能
首先从物质上有效控制管理者物质欲望的膨胀，减
少腐败问题的发生，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行政事业资产由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各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资产用
途、资产持有目的复杂性，给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
理带来一定难度。尽管自 2019年财政部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的通知》，各行政事业单位经历几年以来的努力，
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不断加强，取得一定成效。但在
当今国际形式复杂，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行政事
业单位如何做好资产科学管理，优化资源配置，防范
国有资产损失，仍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资产管理意识薄弱，存在资产缩水

现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不但包括单位固定
资产、各种公益设施管理，还包括货币资金、存货、储
备物资、金融工具、无形资产、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
化资产及对外投资等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
本身具有的集体性、社会性、公益性，决定了其不同
于私有资产管理，难以得到私有财产管理的重视程
度。一旦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者资产管理意识薄弱，
极易形成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者对本单位资产的忽
视。特别容易对单位管理的储备物资、公益设施等
管理的淡漠。致使储备物资、公益设施等得不到有
效的管理，得不到及时维修维护，造成行政事业单位
的储备物资、公益设施等资产，因管理因素而形成不
必要的减值，出现不必要的损失，或因没能及时维修
维护而提前报废，甚至出现资产缩水现象。

（二）资产利用率不高

随着国家对反腐工作加强及深入，使得管理者
害怕触碰反腐红线，而对国有资产管理过于谨慎，造
成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流动资产周转率降低，资产
利用效率不高。有的单位管理者因害怕触碰反腐红
线，审批手续繁杂，或直接处于免担责考虑，对该拨
付的资金延迟审批甚至不予审批；对闲置或使用率
低的资产，延迟甚至不予审批调拨；对该及时维修维
护的资产设施怠于申请或维修维护不予审批。由此
形成急需使用资金的单位不能及时取得资金，导致
拖欠各种款项的事件时有发生。需要资产的单位不
能得到资产调拨而进行重复投入，资产利用率低的
单位形成资产闲置，资产利用率不高。各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极易形成配置不合理，重复投入，致使部分
资产闲置，资产利用率低。一些涉及多部门管理的
资产，由于各部门之间联系不紧密，导致不能充分发
挥资产作用，资产利用率降低。

（三）国有资产配置随意性突出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事业单位在配置资
产时，没通过严谨的资产配置可行性研究、讨论，仅
凭少数人意识、设想，便进行资产配置。结果形成国
有资产后，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地人文环境，当地社会
资源及社会发展需要。甚至不利于当地人文环境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升。更有甚者是所配置的
资产竟然是当时已处于即将淘汰的资产设备。也有
自建建筑物等工程、设施等，因建设质量、设计等与
实际需求不相符，而导致有的投入使用没多久就停
工重建，甚至没完工便拆除重建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的资产因配置可行性研讨不足，投入使用没几年，
就因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利于当地人文环境而
提前淘汰，导致资产使用期限远远低于资产配置时
的预计使用期限。诸如此类的资产投资往往形成国
有资产的浪费，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3]。

（四）国有资产超负荷使用或及时维修维护不

到位

形成国有资产使用寿命减短，提前报废资产。
在负荷内使用各项资产，并及时维修维护是保证资
产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按资产的用途、性能，负荷
等正确使用，是保证资产在有效期限内发挥其用途
及性能的前提。特别是须长期持有使用或长期提供
潜在服务的资产、设施，只有在负荷内正确使用，并
及时维修维护才能保证资产、设施在预计使用期限
或预计提供潜在服务期限内的正常运行。也只有及
时维修维护，才能让资产保持良好的使用性能。近
年世界各国时有发生的公路、桥梁，各类建筑问题事
件，是否与超负荷使用或维修维护不到位有关，值得
深思。

（五）资产使用达到建议使用年限后，就作报废

处置的现象尤为突出

资产达到建议使用年限，折旧或净值为零的资
产，并不等同于该资产的报废。国有资产往往不同
于私有财物被重视，少数国有资产到使用期或提完
折旧后，尚可使用，但因人为或其他因素盲目申请报
废。也有配置不久资产因各种因素提前报废，或未
到报废状态可用资产提前报废的情况。未充分利用
可用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形成社会资源的
浪费。

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对策
建议

（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者国有资产管理

意识

只有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者充分认识到国有资产
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自身对国有资产资产管理承
担的责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出现的
种种问题。打破现有单位负责人只重视新增，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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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使用管理，只批转文件，不落实担责的局面，树立
资产管理权责挂钩机制，从体制制度上落实权责对
等机制，实行单位管理者对国有资产管理负主要责
任，必要时实行终身负责制。提高单位资产具体管
理人员的思想认识，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管理能力，落
实资产管理责任制，打破公共财物公众管理的思想
观念。树立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国有资产人
人有责的思想观念。资产管理落实到人，做到人人
有责，公众爱护。保证国有资产高效利用，杜绝资产
缩水，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并保值
增值。

（二）提高资产利用，盘活国有资产

充分掌握单位各项资金、存货、储备物资、金融
工具、无形资产、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等资
产的具体情况，根据各资产的实情，提高资金、存货、
储备物资、政府储备物资的流动性，高效利用文物文
化及各项固定资产，盘活闲置资产。本着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
无愧于人民信任，敢于担责。积极行使职权，充分发
挥管理者的决策作用，积极进行集体讨论，加快资
金、存货、储备物资等资产周转。及时对资产维修维
护、调拨的审批。加快流动资产的流动性，充分体现
资产利用率。加强上下级、各部门之间资产管理工
作的紧密联系，既要齐抓共管，又要明确责任，形成
完整的资产管理的体制。各级各部分充分利用职权
职能，积极调拨、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用途，
充分国有资产利用，杜绝因管理不善而形成国有资
产浪费，国有资产损失[4]。

（三）加强国有资产配置监管

在国有资产特别是预计长期且重大资产配置
时，配置单位对资产配置可行性进行集体研讨。不
但得从资产配置的必要性，配置价值的经济性上进
行研讨，还必须从当地发展的适应性，人文环境的适
应性上进行研讨，避免讨论不周全的盲目资产配置，
杜绝国有资产损失。上及部门或相关部门加强资产
配置的审批监管。可行性研讨资产配置审批不但要
从配置资产的价值、用途、性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等方面进行研讨。还得从适应社会发展方面、适合
当地人文地理方面及提升人文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量。凡是配置价值明显虚高的，不利于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不符合当地人文地理及不利于提升人文
环境等方面的，都应取消配置或更改配置方案。上
级部门对不符合当地人文地理，不利于提升人文环
境的配置，更应停止审批。

（四）合理使用、及时维修维护

资产管理使用过程中，按用途、性能、负荷等正
确使用资产。严禁不按资产用途使用资产，严禁擅
自改变资金、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的用

途。特别是严禁超负荷使用资产设备、公共基础设
施。杜绝资产的人为损毁，造成国有资产、公众财产
及公众生命安全。对公共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等应当
设立标识标牌，注明资产用途、负荷、使用注意事项
及维修维护时间等，告示资产使用注意事项，禁止超
负荷资产使用。对不遵守公告、公示使用资产的行
为，追究相关责任。

（五）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强化资产报废监管

在资产管理使用过程中，应强化资产监管。根
据资产现状及实际情况，对能继续使用且不影响使
用效率，无安全隐患的资产，即使该资产已到原预计
使用年限，提足折旧后已无摊余价值的，也应根据实
际情况，能使尽用。维修维护后用能继续使用的，应
当继续使用。可以使用，但本单位已不需用的资产，
应当调拨给需要该资产的单位继续使用，做到物尽
其用，地尽其利。单位及审批部门应加强资产报废
审批，避免已到使用期，但尚可使用的资产提前报
废，避免提前更换，盲目换新，随意报废[5]。

四、结语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作为特殊的国家资源，

是行政事业单位行使行政职能或事业活动的必要保
障，是国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国有资产管
理的重要性。由于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及用途、持
有目的的广泛性。不但关系到使用单位行使职能及
事业活动的有效性、安全性、保障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确保国计民生的实施，更涉及社会公众人身财产
安全。只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才能保证
行政事业单位高效、安全地行使行政职能及进行事
业活动。才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杜绝社会
资源的浪费，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国计
民生稳步实施，加快全国人民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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