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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以教学科研设备为主，在高校设备采购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是学校采购管理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多角度分析了高校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制度完善、宣传与培训及信息化

建设方面提出管理对策，以期促进该类设备采购规范、高效开展，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顺利开展做好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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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推进“放管服”改革，各高校大幅

提高二级学院采购限额，尤其在教学科研设备采购方

面。部分高校二级学院采购限额标准提升至50万元，

并将采购及审核权限下放至二级学院[1-2]。二级学院限

额范围内设备是教师和学生日常教学科研活动的重要

支撑。此类设备使用率高、需求量大，因而，采购数

量多、总金额大，在高校设备采购中占据较大比重。

将此类设备采购下放权限至二级学院，有效解决了设

备采购审批烦琐、周期长等问题，但由于二级学院主

体责任意识不足、配套管理不到位等使得此类设备的

采购质效面临严峻考验。

1    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工作存在的

主要问题

1.1    二级学院对设备采购工作不重视

二级学院采购主体责任认识不到位，对设备采

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3]。一方面，负责具体采购工作

的教师日常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无暇学习采购相关制

度、流程，尤其对金额相对较小的设备采购不够重

视，有时甚至交由学生负责。这就导致采购前市场调

研不充分、采购信息填写有误、设备验收流于形式等

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负责采购审核的教

师把关不严，甚至“来者不拒”，使得采购不规范行

为未能在审核阶段及时发现并修正，最终将会导致合

同签署或报销受阻、购入设备不满足采购需求、违规

采购等后果，严重影响采购质效。

1.2    制度体系不健全

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一些高校针对二

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的制度体系建设存在不及

时、不全面、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4]。经调研发现，

一是部分高校虽将采购权限下放，但针对二级学院限

额范围内设备采购的管理制度却未能及时跟上，导致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放而不管”的现象；二是部分高

校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其对二级学院限额范围

内设备采购的指导性不强，存在缺乏针对性或不能完

整覆盖采购各环节的问题。

1.3    宣传和培训不到位

很多教师在采购时表现出对采购政策与流程、采

购系统使用等较少了解，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获取相关信

息。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教师自身对采购工作不重视之

外，也反映出高校在设备采购政策、流程及系统使用等

方面的宣传、培训工作力度不足，效果不佳。管理人员

缺乏对服务管理模式的研究，宣传、培训的形式较为老

套，如提供长篇文字内容的宣传材料，易使负责采购的

教师丧失学习兴趣，从而使宣传、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1.4    信息化建设水平待加强

近年来，信息化系统功能不断完善，多数高校

实现了采购申请、合同签署、建账报销等环节的线上

办理。然而，当前一些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仍有待

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信息化系

统的精细化程度不够，在预警、提示等事前和事中监

管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例如，用户填写重要采购信

息时，系统无填写要求提示，也没有针对易错字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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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内容限制；审核人员在审核时，系统没有重点审核

信息提醒的设置，且没有“批准确认”提示；未完结

项目未设置合同签署、设备验收等相关待办事项提醒

等。二是设备采购工作涉及预算管理、采购管理、合

同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销等多个功能模块[5-6]。由

于这些功能模块由不同部门负责，各模块可能由不同

公司开发设计，各模块之间数据信息难以实现共享，

如验收建账所需采购材料无法从采购端中自动抓取，

而是需要手动下载后再上传等重复工作，还有在采购

申请时不能及时从经费卡中扣除预算，从而导致出现

报销时经费余额不足等情况。

2    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管理的对

策建议

2.1    完善制度体系    夯实规范采购管理的基石

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是设备采购工作健康运转的

基础。高校采购管理人员应在系统学习政府采购相关法

律法规及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学校采购实

际，制订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实施细则及工作

流程，全面覆盖采购申请、合同签订、合同履行、设备

验收等各个环节。针对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

应完善采购方式认定原则、供应商管理等内容，确保采

购工作各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是设备采购规范运行的

关键[3]。我校在完善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对二级学院限

额范围内设备采购工作开展定期“体检”，通过二级

学院自查与职能部门抽查的双重监管模式，促进采购

人主体责任意识逐渐增强。

2.2    强化宣传与培训成效    以“量身定做”的

专业服务促进设备采购提质增效

采购人员的素质关乎设备采购质效。作为采购主

体的二级学院教师，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素养，但在

政策性、法律性、系统使用等方面知识储备不足。因

此，有效的政策宣贯及业务培训是提高采购人员综合

素质、保障采购人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增强设备采购

质效的重要手段。

一是做好以二级学院师生为本的宣传。二级学院

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政策宣贯工作应充分考虑作为采

购主体的二级学院师生分散性、流动性大的特点及其

在政策学习中的畏难、排斥情绪。我校通过制作采购

申请、合同签署、设备验收等流程“一页纸”、设计

从预算申请到建账报销的设备采购全流程服务手册、

整理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负面清单等措施，

从正反两方面明确二级学院设备采购各环节具体实操

中的“可为”与“不可为”，便于指导师生进行设备

采购。同时，针对重点采购单位加强实地宣传，针对

重点项目加强实时跟踪，做好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的

定向服务工作。

二是做好校、院两级培训，为二级学院设备采购

工作提供“量身定做”的专业服务。各单位设备采购

种类、数量差距大，暴露的问题各不相同，我校针对

定期审查监管发现的问题，梳理总结形成审核重点关

注事项清单。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指导，提高采购审

核人员业务能力。同时，通过协助各学院对审查发现

的不规范行为落实整改，督促二级学院针对自身特点

做好采购人员培训工作。

2.3    加强信息化建设    形成采购工作风险防控

与提质增效的强大助力

近年来，信息化手段辅助设备采购管理已充分展示

其在节约人力、财力的同时，还促进采购工作更加阳光

规范、便捷高效的强大效力。在设备采购量剧增而采购

管理人员递减情况下，优化管理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是应对当前设备采购精细化管理要求的必然选择。

高校应着力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信息化建设。一是

推进信息化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全面梳理设备采购中常

见问题及信息化系统建设现状，明确优化方案与内容，

通过系统预警提示、权限限制等手段，防范采购信息填

写不规范、审核不认真、合同签署或设备验收逾期等问

题。二是推进采购各环节信息化功能模块之间的互联

互通与数据共享。高校应推动采购管理、资产管理、

财务预算及报销等多部门联合，协同推进设备采购预

算、执行、合同、建账、报销等环节数据实时同步与

共享[4]，以避免采购过程的重复无效工作，防范不规

范采购行为发生，保证设备采购科学高效进行。

3    结语 

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购在高校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保障作用。结合“放管服”改

革要求，多角度分析当前二级学院限额范围内设备采

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体系、强化

宣传与培训成效、加强信息化建设等管理对策，以期

实现采购人主体责任充分落实、设备采购工作规范高

效、“放管服”改革效能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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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Forestry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as an Example

Lyu Jia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cluding incomplete laboratory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reasonable laboratory planning,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atory maintenance funds. Taking the 
Forestry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establish a propersystem for resourceopening and sharing,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personnel. Remarkable management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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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ipment procurement within the quota of secondary colleges,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quipmen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roportion in the equipment procure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hool's 
procurement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ure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quipment 
within the quota of secondary colleges in universit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improvement, promotion and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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