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后勤社会化对国有资产管理的影响与对策 

文/许志昂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指把高校原有的后勤机构逐渐从学校中分离出来，以独立企业的身份
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高校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如何
管理好高校的国有资产，不仅对于高校的发展，而且对于高校后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要的意
义。 
   一、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 
   1、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高校的资产包括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不以赢利为目的，投入教
学、科研的以培养精神产品和人才产品为目的的资产；经营性资产是指以赢利或取得收益为主要目
的，以投资、入股、出租、出借等形式从事产品生产、商品流通和经营服务等活动。长期以来，高
校对非经营性资产的使用率和使用效益缺乏考核制度，造成部分资产的利用率较低，有的甚至闲置
浪费。高校通过后勤社会化的手段，对利用率不高的资产实行对外出租、出借、参股或联营、合
资，从中收取租金或分享利益，从而盘活高校的一部分资产存量，达到更好地创造效益的目的，进
而优化高校的资产配置。 
   此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可以吸引社会投资，使高校后勤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
同时，这些投资活动势必使资源的配置更加趋向合理与最优，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提高后勤服务质量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力量的介入，社会资金进入高校后勤最主要的目
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它们会促进高校后勤提高服务质量，增加业务经营量，提高赢利水平。 
   3、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进程中，高校与后勤公司形成甲方、乙方的关系，对国有资产拥有所有
权的是学校，后勤只有使用权，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规范分离。后勤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实体
后，会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来获取利润，并通过固定资产折旧费、上缴费用等形式对国有资产进
行保值，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而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前，由于管理人员缺
乏动力，并且对资产的保护程度不够，也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计提折旧，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国有
资产的保值，而后勤社会化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4、有利于提高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力度 
   后勤社会化改革使得原先以非经营性资产为主要成分的高校资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
校资产管理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改变资产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加大资产管理的力度，保护国
有资产。同时，资产管理的合理化、科学化也有助于高校后勤部门逐步步入正规，早日成为具有现
代企业特征的经济实体。 
   二、高校后勤社会化进程中国有资产管理的困境 
   从总体上看，高校后勤社会化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以及高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
高校后勤改革也给国有资产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使得国有资产管理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环境下
面临着特定的窘境。 
   1、产权关系不清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过程中，大多数高校通过与后勤签订合同形成甲方、乙方的关系，并采
取资产托管的方式将资产交给后勤使用，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后勤则采用各种融资形式引
入社会资金参与到学校后勤服务中来。在这种形式下，后勤拥有经营权，但是，资产的所有权、处
置权却在高校手中，后勤无权对其处理，也就没有法人资格，在与社会上其他法人签订服务合同的
时候受到限制，更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并且，学校通过后勤在将非经营性资产转入经营过程中，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模糊，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赢利时后勤赚钱，亏损时则要高校承担责任。 
   2、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其本身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我国高校后勤至今尚不能实
现。高校在将非经营性资产转化成经营性资产过程中，应对其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注册登记，但是
高校后勤大都没有进行科学的评估，或者有意低估，再加上很多高校后勤管理不严，使得高校要为
后勤实体的许多损失承担责任，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3、管理体系不完善，难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由于高校后勤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实体，不能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在



 

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高校是后勤资产的所有者，对其具有处置权，在资产管理上属于高校资
产管理的范围，形成了多头管理的现象。 
   在经营方面，由于后勤的财务监督和管理滞后，决策失误和运营水平低下等原因，各高校后
勤普遍存在运营能力差，经济效益低的现象。在财务处理上，后勤仍然采用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方
式，沿用事业单位的财务处理方式，不提或少提折旧，资产耗损得不到补偿，造成投入多，产出
少，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同时，由于相关政策法规出台滞后，对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资产
转移缺乏制度约束，使得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目的难以实现。 
   三、构建合理的后勤社会化体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1、明晰产权关系，界定权利与义务 
   资产是高校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后勤正常提供服务的基本条件。要提高高校国有资产的利
用效率，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最为关键的就是明晰产权关系，界定权利与义务。 
   要做到产权清晰，首先要知道究竟有多少资产，还要查清高校后勤所占用的资产数目以及高
校投入到后勤实体中的资产数目，对高校自身和后勤实体的资产进行严格界定，明晰各自的范围，
便于资产的管理。 
   在对国有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对于明晰产权就显得尤为
必要，在缺乏权威性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只有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全面、科学、合理的
进行国有资产的清查和界定，才会对不同的资产类别进行界定，达到明晰产权的目的。 
   2、选择合理的后勤管理模式 
   高校的后勤管理模式不仅影响到后勤实体的经营状况，也影响到高校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探
讨一种合理的后勤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明晰产权关系，也有利于后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勤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需要后勤实体拥有资产处置权和受益权，这就需要高校能够突破传
统思想的束缚，实行授权经营，真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谓授权经营，就是高校在对所
有资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对后勤实体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拥有的后勤资产作为股份投入后勤企
业，高校作为后勤企业的股东负责监管后勤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时吸引社会资金来发展和壮大后勤
保障。后勤因此就可以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享有生产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支配权等，从而有助于高
校后勤树立商品经济意识，成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实体，促进高校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从
而有助于实现高校资产的保值增值。 
   2、加强监督机制和制度约束 
   无论是高校经营性资产管理还是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需要建立监督和约束机制。高校需
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监管，形成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
控制机制。高校作为后勤的出资者和主要投资人，可以通过组建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等方式，加强
对后勤的日常经营以及资产运用进行有效地、动态地监督、分析与评价，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信
息，并且通过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后勤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资产的合理利用。 
   高校后勤资产仅仅是高校国有资产的一部分，高校日常教学中的许多非经营性资产在高校所
有资产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何通过合理的管理模式和监督机制来对这些资产进行管理，对于高
校国有资产的保值也显得非常重要。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高校通过采取“三级管理、二级核算”
的管理方式，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一级管理部门，以各院系、实验室、研究所为二级管理部门，
以资产的使用者为三级管理部门，在一级和二级部门分别设立相关帐户，分别进行核算，并且定期
进行核对，确定好各级管理部门和使用者的责、权、利的范围，做到人人重视国有资产管理、人人
参与国有资产管理，从而提高国有资产的总体管理水平。 
   对高校资产合理、科学的管理离不开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不仅能够真正在
既有的管理机制下进行高效工作，还有助于高校在新的环境下根据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及时采取合理
的资产改革方式，在对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转变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提高国有资产的利
用效率，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力度。因此，提高资产管理人员的素质，建造一支高效、廉洁、德才
兼备的队伍对于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制的建立，实现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高校后勤社会化既给高校的资产使用和高校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在改革的
进程中，国有资产的管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高校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不仅需要构建具有现
代企业特征的后勤实体，也要根据发展的特点，加大对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和监管力度，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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