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 ８ 年 第 ４ 期
总 第 １ ４９ 期

辽 宁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
ｇ 
ＴＶ＆ Ｒａｄｉｏ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管理研突

实施资本管理 推进国家开放大学校办企业创新发展

孙艳萍 李明 阳

（爾家开放大学资产管理公司 ，

北京海淀 １ ０００３９）

【摘要】 如何代表学後警理好国家开放大学校办企业 资产是 自 资产管理公司 成立以 来意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重要课题以及必＿解决现興 问题 。： 作者能够 围锈这
一 主题在 阐述 了校办企业 国有资产 实施资本管理的重要意义和

续管发展赛点以及在深刻分析 了资产ｆ理与 资本管裡：区别 的基础上 ，
提出 了

“

强化资本管理 ， 助 力企业发展
”

管

理 目 标 ， 从而轧实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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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代表国家开放大学 （简称学校） 管理好

校办企业资产是 自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来需要认

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谏题以及必须解决的现实问

题 。 针对这
一主题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在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主管校领导的指导下

展开了深人 的探讨与研究 ， 在实践中摸索 出 了
“

强化资本管理 ，

， 助力企业发展
”

的较为 成功经

验 ， 从而扎实地推进了各项工作 ， 并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

一

、 校办企业资本管理的必要性

Ｃ
一

） 国家政策要求资产智理公司履行资本管

理监督职能

在教育部颁发的 《教育部直属高校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 （教财 ［
２０ １ ２

］
６ 号 ） 和 《教育部直

属高校、 直属单位匡有资产管理工作规程＞（教

财函 ［
２０ １ ３

］
５ ５号５ 等文件均对校办企业的运行与资

本管理提出 了 明确的规定 尤其是教育部颁发的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直属高等学校所属

企业西有资产管理的若ｆ意见》 （教财 ［
２０ １ ５

］
６ 号）

文件中第
一

条就提出 了对直属单位
“

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所属企业Ｈ有资产监管
ｕ

的管理要求 ， 资

产管理公司应当责无劳贷地对学校所属企业坚决

履行资本管理监督职能 ， 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

学校野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 职能

２０ １４年学校决定成立ｇ家开放大学资产管理

公谓 （简称资产管理公司 ．） ，

“

规范和完曹学校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机制 ， 实现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

值％ 资产管理公司是学校投资设立的一人独资公

爾 ， 是代表学校经营和行使股东权利 的独立法人

机构
，
是落实学校投资经营决策的执行机构和管

理机构 。 学校要求 ：
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为

资本管理职能 ， 不参与企业经营业务 ，
主要工作

是加强对校办企业的规范管理 。 因此 ， 资产管理

公司就提出 了
“

强化资本管理 ， 助力企业发展
”

的工作方 向 ，
并以此为管理目标扎实地推进各项

工作的开展ｆ

ｆ３） 校办企业内部控制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履

行资本管理监督职能

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 （２００ １ 年 ６月 ２２ 日 ，

财政部以财会便 〔２００ １ 〕 ４ １ 号文发布）
’
基本精神

如下 ： 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了保证各项业务活动

的有效进行 、 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 、 防止欺诈和

舞弊行为 、 实现经营管理 目标等而制定和实施的
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 措施和程序 ｓ 而资

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履行就是通过对企业的 内部环

境 、 风险评估 、 控制活动 、 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

控等项基本要素的考察评定来完成的 ， 以促使企

业员工能够履行其责任 ’ 确保各个管理阶层核准 、

授权 、 验证、 调节 、 复核营业绩效、 保障资产安

全及职务分工等指令得以执行
，
从而把企业的各

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 增强企业对市场经济的

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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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管理与资本管理的区别

资产管理是从财 务角度对企＃＿ 观介的全 部资

产进行竹理 ， 使其发挥Ｍ人效能或效益的竹理行

为 。 按照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

“

资本
”

是
？种 可以带來剩余价值的价值 ，

主 嬰是指投人

企业生产经背过程中金融资木 、 人力资本 以 及々

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等 。 Ｗ此 ， 资本竹理就足将现

有财 Ｍ ， 即资金 、 资产等不具生命的物质 ， 转换

成重新爭业发展所耑 的资本 ，
也就足以人为本 ，

使知识 、 才能 、 观想 及策略融 介 而成的杳机体 ，

透过管现米适成社会环境 的需 要 ，
以创造源源小

＇

绝的长期价條 ， 囚此 ， 从 二者的定义上和实践中

吞它们主要有以下区别 ：

（

？

） 静态管现与动态管理．

静态竹理亦称常规竹理 ， 传统的资产竹理就

足人们根据企业经济活动规律确定的保持相对不

变的工 作程序 、 规章制度 以及 养成的传统风气 ．

静态竹理可以促使企业各项Ｔ作制度化 、 规范化 ，

做到存章 可依
，
乜规 可循 ， 养成良好的工作冲 丨货

和７ 惯 ， 达判提尚企业管理效韦之 ｎ 的
；
吋

以使企业各项Ｔ／作流程纳 人 ＴＨ规 ， 准确无误 ， 有

条不紊 、 井然杯序 ； 可以使企业建成优美的厂貌 ，

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 从而优化发展环境。

动态竹理足相对十静态竹理而 ｇ的 。 资本竹

理就是 由
“

调 ＊研究
？

分析情况
－

决策＇
“

拟定

预算一组织实施一监督检查一指 导调整一解决Ｎ

题
一

总结汇报
一业绩考核

”

等这 几个 中心坏节 ，

交错进行ＭＪ
而复始的 动态过程 资 水管埋强调全

体成员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调动 内部活力 ， 围绕

丨 丨标
，

运 门管规规律 ， 通过管规程序的 不断控制 ，

＋断调整
，

不断改革 ， 形成管埋工作机制 通常说

来 ， 静态竹理足设汁一奁控制体 系 ， 动态竹理则

足实现和唳活运用这套体系 。

气然 ， 动态静态管理是对立统
？

的 。 没々静

作 为基准 ， 动就是乱动 ；
曲

＇

没介动态的管 ，
静就

变成 ／僵化 ， 足
一

潭死水 ， 没有活力 ．
只有资产

４资本结合的竹理 ， Ｉ足Ｍ合理的竹理 。

（

一

－

） 事后管理与全过程管埋

事后管理就是管理者根据企业 、 季 、 年度

资产负债表 所提供的静态信总 ， 侧茧 丁
？

对执行结

果的分析 ， 执果索 Ｗ ， 发现组织活动执行中偏 差

出现的原 因 。 因此 ，
以往７校对校办企业ｊ 卩展的

资产管理多采取上传 Ｋ达 、 汇总上报 、 研究报表

等形式
，
而对于所属企业发生的Ｎ题纠错常常 出

现滞后现象 。

全过程控制则侧茧 丁
？

获取关丁
？

企 规在与未

来的信总 ， 从已 乜的信总 中概括归纳分析 ， 从曲
＇

预测企 ＃＿ 未來的乜关信总
，
在行动执行过程 中管

理Ａ
？

对执行者进行指 穿和监督 ， 保证组织活动沿

汁划进行 。 个过稈 Ｉｔ理要把持构建
“

＋ ■ 前预控 、

中 中控制 、 ．后评估
”

的竹理模式 ，
努 力提升监

管水平 ， 推进资木管删信总化 、 规范化 、 法制化建

设 ， 为
‘

７ ：校 发展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持 技术保降 （

强化资本竹理就迠要 由注重
“

，后总结
”

向
“

书前预控 、 书中控制 、 ，后评佔
”

的仝过程竹控

模式转变 ， 提升技术信息服务质減 ：

， 激发企业相关

各方主体活 力
，
推迸各方主体的贵任落实 ，

努力

构迚畅通 商效的现代教＃信总化技术服务的能九

（

＝
） 粗放式管Ｍ与褙细化管观

和放式竹理 ， 即在竹理中仅仅为 广实现既定

目 标 ， 而在资本投入 、 过程控制 、 质域： 评价等坏

节 中缺乏一套合理并科学有效的运 行体制 。 可 见 ，

在粗放式管现中 ， 也打
？

定的管现成效 ，
只是在

管理的高度 、 深度和梢度等方曲々所欠缺 。 鉴 Ｔ

受中央广播电视大令发展Ｗ史的限制 ，

２０ １４ 年以

前 ｆ 学校对校办企业所进行资产竹理就足采取一种

粗放式的竹理模式 ， 只有制度制定
，
没有监督制

度落实 ， 只杳财务报表？「总 ，
没介事前预督控制 。

所谓精细化管规是建立在祖放式管地的基础

上 ， 为满 足社会分工的精细 化以 及服 务质量的褙

细化对现代竹理的ＩＩ 切要求而建 、ｙ起来 的合理并

科学有效的系统流程 ． 从而 ，
以最 欠限度地降低

竹理成本并提升资本运行效率 。 而资本竹理就足

要求必须实施精细化管埋 ， 实沲以 人 为木 、 以 系

统 为木 、 以效韦 为木 、 以长期为木 、 以结果为木

的管繩模式 ，
促使管埋各 电兀能够精确 、 高效 、

协＿运行 。 也只有这样仝而实施资本竹理 ， 才能

够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 ，
满足学校远程教育书业

和仝民终身学习 的要求 ，
也能够满足企业 Ａ 身发

展的嬰求 。

三、 国家开放大学校办企业现状

（

－

） Ｍ家开放大７校办企业现状

目 前 ， 学校校办企业共有 国家开放大学出 版

５８



社有限公司 （简称 出版社） 、 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１（简称音像社） 、 《中菌远程教

寛Ｉ 杂志社 （简称杂志社 ） 、 Ｈ开贝 和教育科技

（北京 ） 有限公司 （简称国
：

开贝 和 ） 、 Ｓ家开放大

学培训中心 （简称培训中心 ）
、 电大在线远程教育

技术有限公甫 （简称电大在线 ） 等
一级企业 ４

，
二

级企业 ５
，３级企业 １ ８ （各校办企业层级结构情

况见圈 １ ） ，
． 担负着学校多媒体教学资源建设与发

行、 教学过程的信息化建设与维护等诸项工作任

务 ， 目前已经形成了 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

顺利运行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

图 １
．
校办企业层级结构 图

Ｍ 属家开放大学校办企业特点

国家开放大学是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

面 向全体社会学习 者开展远程终身教育的大学 ６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与搭建开ｔｓｃ灵活、 功能强大的

网络平台 ． ， 开展及时 、 有效的现代化远程技术支

撑等教学支持服务密不可分＿ 而承担以上技术核

心服务任务的就是校办企业《 因此 ， Ｍ家开放大

学校办企业与国内普通高校举办的校办企业有着

截然不同之处 ，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１ ． 月艮务性 。 校办企业均以服务学校教学和科

研工作为宗 旨 ， 并在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

逐步形成了服务开放教育 、 远程教育 、 职业教育

和终身学习 的发展格局 。 同时 ， 校办企业坚持把

信
＇

息技术与 ：开放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作为核心

理念 ，
配含系统 内教师和科研人１围绕解决当前

远程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 ：大问题 ，
通过将信息

技术引人教与学、 学与研的全方位和全过程 ， 最

终实现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创新 ６

也就是说 ， 校办企业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及 国

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重要支撑作用 ６

２ ． 承载性 ｓ 多年来 ， 校办企业已经成为学校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承担者和参与者 ，
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并实现了与学校教学和科研

事业的协同发展 《 例如 ， 电大在线依托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以及国家开放大学丰畲的远程教育经验 、

雄厚的远程教育教学资源 、 完善的办学系统和教

学管理网络 ，
通过

“

天 网 、 地网 和人网所组成的

Ｈ网合 的教学平台 系统以 及多种媒体形式和

手段 ， 为 中国最广泛的求学者提供丰富的教学资

源和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 ；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

社集团围绕学校教学需要 ，
针对远程教育师生分

离的特点 ， 全程参与孛校专业开发和学习资源建

设工作 ， 策划出版了涉及 １００ 多个专业的数千种

教材教辅 、 ３ ． ３ 万多小时的视频教材 、 ２ 方多个网

络课件等不同媒体形态的学习资源 ， 形成了独具

远程教育特点的全媒体学习 资源库 ， 满足 了学生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 从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不可

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 ｆ中厲远程敎會Ｉ 杂志社

与学校相关学部 、 科研管理部 门等对接 ， 策划 出

版学术专著数莨部 ， 出版 《中 国远程教育》 等杂

—５ １ ５ 期 、 ＜中属电大报） ２ ３９ 期 ２００００ 多篇文章

（数字截止 ２０ １７ 年 ）
，
成为国内远程教育学术出版

的一个重要基地 ， 有力地支撑了学校科研工作的

开展 〇

３ ． 公益性＊校办企业始终坚守，身 ，历史使命
，

努力完成学校任务 ， 做好新 闻宣传工作 ， 主动承

接学校诸多公益性项 ＿ ， 始终强调社会效益优先 。

例如 ， 主动参与教曹部
“
一村一名 大学生计划

”

及学 校
“

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 力 计划
”

＆

士官教育计划
”

等 ， 为农村学员 、
ｈ线产业工

人 、 部队會兵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策划 出版优 质

学习资源 ， 并实行公益性定价 ， 圆满完成了教育

部和学校交付的工作 ， 充分体现 了文化单位所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 《 再如 ，
利用国家开放大孛网络

平台 和数宇化学习资源库 ，
通过网上大讲堂等 ，

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的网络

讲座 、 公开课等免费视频学习资源 ． ， 提升公民科

学文化素质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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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Ｗ家开放大７校办企业存在的问题

Ｗ家开放大７校办 企业大多成立 Ｔ上 个世纪

八 卜 、 九 卜年 代 ，
是成７校亊业发展的需 要 而陆

续成立的 ． 因此 ， 各校办企 、
丨ｋ的主 要负责人均 山

学校委派 ， 其主营业务也都来 Ａ 于学校 ， 其鲐 营

业绩
１

ｉ学校招生情况高皮相关 ． ｆＫ在近几年 ， 随

者 国有资产竹理持续加强 ，
以 及 国家开放大学建

设步伐的加快 ， 校办企业Ｍ现 出
一些不适应的现

象 ， 主要表现 如下 ：

１
． 校办企业业务结构

１

ｉ学校事业发展耑求不

适 Ｊ ＞

Ｖ： （ 爲体表现在 Ｗ 个方 曲 ：

－

是各校办企业业

务结构商度混 同 ．

、 很多企业都在丌展多媒体资源

制作 、 信总 化Ｔ ｆｔ ｉ卩发运维 、 移动 系统幵发

运维等 ／／面 ＃＿务 ， ＿且主要用 户都是＃校各教７

部 ｎ ；

二足在承扣部分学校业务时校办企业部分

缺位 。 比如学分银行平台运 营 、 老年开放大学技

术服务等方面 ， 目 前还足 由学校相关职能部 ｆ ｊ承

拘相应Ｔ．作 。

２
． 校办企业核心能力

１

ｉ学校对业务 撑能力

的要求不迠应 。 学校在
“

十２五
”

发Ｍ规划中 明

确提出 ， 到 ２０２０ 年 ，
基于网络的国家开放 欠学仝

面建成 、 Ｗ 家开放大７人才培养
“

立交桥
”

初步

建成 、 钙Ｈ Ｗ ｉ
卩初步建成 ？ 然而反观我们 的校办

企业 ， 还处丁
？

解决历 史遗留 问题和内 部转型 级

的阶段 ， 与７校规划屮对业务支撑能 力的 要求存

在
？

定的差距。

四 、 实施资本管理的思路和举措

目 前 ， 校办企业存在的Ｍ题足 Ｋ 期积 累的 ，

形成的原Ｗ 足多方而的 ， 解决起来 比较复杂 。 实

施资本竹理就足要对校办企业抓动态竹理 、 仝过

柷管理和梢细 化管调 ，
资产管规公司在紐织好常

规工作的基础上 ， 若重从ＩＩ个 ／／曲 ）
丨

：展了相关工作 ：

（

？

） 侣导业财融合 ， 提 Ｔ
Ｉ 资小管观水准

如果校办 企业要想促使 日 己的业 务结构 和核

心竞 争能力能够与学校事 发展需求尽快相适应 ，

－

方 曲 ， 需 要树立趙前的技术创新意识 ，
运用交

！式网络实 时课堂系统 、 在线７ Ｔ台 、 交互式

精品课程制作系统 、 ａ
＇

录播系统等现代化教学 于
－

段为国家开放大学的远程教学提供强 欠技术 持 ；

＞Ｊ 

一

方而 ， 就要求企业的经 营Ｉｔ理Ａ
？

实施资本化

经背 ，
即把资 本收益作为管理的核心 ， 通过对企

、
丨ｋ的全部资木进行保值增值的々效运 背 ， 实规资

木盈利能 力的优化和 企业资产的盘活 。

为 了达到上述 ｎ 的 ， 校办企业的管理者尤其

足财务Ｔ／作人员耑要仝面认识新趋势下业务财务

的地位和 价值 ， 科学运用财务数据 ， 合理Ｍ 行管

理会计的预测 、 决策 、 规划 、 控制 以及评价等项

职责 ， 使企业的资本竹理丁 作切实落实到业 务Ｍ

而
， 财务 Ｗ业务锒佧融合

；
耑要更多地深入业务

流程过程 中 ， 收集对绩效评佔的第
一

于
？资料 ， 使

其Ｍ人化地发挥财 务数据在业务竹控方面的效用 ；

需 要认识到 人 力 资 水是资 水化管埋的根木动力 ，

不断 ＪＴ展 业财培训
，
快速提 升员 工综介素质 。 这

样 ， 才能够促使校 办企业能够以 Ｗ家 汗放大７的

发展战略规划为依据 ， 介Ｍ地调整企＃＿产 、
丨ｋ布局 ，

实现世界 卜仟何地方的学 习 各在仟何时间 中得到

Ｍ有价值 的教育资源并获取Ｍ优秀的远程学习 ｉ
；

持服务 Ｃ

（
二 ） 规范企业治理结构 ， 明确资本管理职责

所谓企业治理结构 ，
足指为 实现资源配置的

有效性
， 所有Ｉ （股东 ） 对公 ｐｉ 的经营竹理和绩

效改迸Ｔ 以 监督 、 激励 、 控制 和协调的 ？ 整套制

度安排 ， 它反映了决定公司发展 ／／向和 、
丨ｋ绩的各

参与 ／／之 间的关系 ， Ｗ家开故大７校办企 、
丨ｋ的治

繩结构是 由７校 、 资产管埋公司 、 企业ｉ事会和

企业经背 团队等形成的
－

定的相！关系框架 。 介

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可以从制度 ｈ保证学校的控制

Ｖ利益 ， 有助于很好地处理企业各部 门 的利益关

系的冲突 ， 増强经 营Ｗ队 Ａ 身的抗风险能 力 。 为

此
，
学校资产竹理公 ｐ

ｊ 在成 、

＇

／：初期组织 ｆ广泛的

调研 ， 即借鉴 ／ 中 国 人民人学 、 复 Ｈ 欠学等十 几

所Ｗ 内普 通 商校校 办企业的成功经验 ， 又在深人

了 解电大在线 、 出 版社 、 音像社 、 培训 中心 、 Ｗ

开 贝 和等每
？

个校 办企业纽织机构建设 、 经济运

营情况的前提 Ｆ ， 做到 ： 其 ？

，
制定外派Ｉ监亊

管理．办法 。 为提高７校外派遺事和监事工作绩效 ，

资产管规公司 制定了＜ｗ 家 汗放大卞外派茧事 、

监事管繩办法》 ， 并按照该办法 要求在每年末对７

校外派董监书进行Ｔ 作考核 ３ 同时 ， 督促各葷率

会、 监书会完 涛议书规则 ， 促进组织独 、＞：
，
制约

管埋霸权 ， 体现全体成 员 怠忐 ，
充分保障ｉ事 、

６０



监事履贵并公效保障决议的执行 ； 其二 ，
全 曲调

整蓋监事 ． 按照教 ＃ 部要求并根据卞校教７及企

业 发展需 嬰 ， 资产管繩公司按Ｗ序选择懂业 务 、

会管诹、 ｆｔ备 ？定财务或法律知识的人员 ， 对７：

校外派董书 、 监书人员 实施 ／仝而调整 ， 并 ｙ每
一

位董书 、 监书签署 ｒ聘 丨

ｓ和ｍ职承诺 １

５
； 其二 ，

实行丁作报 ｆｔ
？

制皮 。 根据 《中华人民 此和国公 甸

法） 、 《国家开放 大学校办企业竹理办法》 、 《国

家开放人学外派董有 、
监书竹理办法 》 等相关规

定 ， 资产竹理公 ｒ ｊ实行 ｒ专职董监书报告制 度 ，

以便及时反映企业动态 ， 方便决策 Ａ
？

掌捤笫
一

ｆ
－

信总 ，
随吋调整企业发展策略 ＾ 通过对 外派Ｉ事 、

监亊的全面管埋 以及绩效 考核结果的介埋运用 ，

从而激发了茧监事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 强化其

工作 、

丨卩．绩的管地过程 ， 为促进ｗ家 汗故大７校办

企业的健康发展能够磁 欠限度地降低风险 。

（」 ） 加强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
提高资本运行

效率

本肴
“

校企共赢 、 依法依规 、

一企一策 、 易

于操作
”

的Ｔ：作思路 ，

以
“

０标竹理 、 成本控制 、

多元评价 、 绩效考核
”

为基本拟则
， 出 台 ｒ国家

刀
：

放大７校办企 业年度经＃业绩省核实施细 则 ，

并与各企业签定了年度经营 ｆ
丨标责任书 ， 实施年

度经背 、
丨ｋ绩 考核 ： 将企＃＿经营＃＿ 绩与经营团队利

益挂钩
，
充分调 动企业为７校事业发展服务 的主

动性和 觉性
，
实现了 各校办企业主＃业 务收入、

净利润Ｎ 比双增 松 。

（

■

四 ） 强化制度建设 ， 规范资本竹理行为

ｆｉ２０ １ ５ 年开始 ， 资产竹理公 ｐ
Ｊ根据教育部国

有资产竹理专项 伶查小组要求 ，
完成相关制 度文

件的梳理和学习 ， 将 ３８ 个国有资产竹理制皮汇编

成册 ， Ｋ发企业遵照执行 、 同吋 ， 在 Ｍ资委和 ｉｌ

事会帘议后 Ｆ发面 向 校办企 、
丨ｋ企 、

丨ｋ了 印章管Ｍ办

法和关联交易管理等办法 ；
曲 向木公司 内 部 ， 出

台 了公司管诹 、 财务管观 、 考勤管诹 、 差旅费管

现、 采购管理．等规章制度 。

与此同吋 ， 还组织各 校办企＃＿制 Ｕ 

了 配套的

实施细＿ ， 进
？

步规范了 校办 企业民 主决策机制

和决策程序 ， 降低 ／决策风险 。 通过制 度创新 ，

促使校办企业涅槃重生并保障 ／学校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 ：

（五 ） 实施财务祕与輯 ， 防控资本运行风险

为严格校办企 、

丨ｋ资木管理 ，
加大帘计监督 力

度 ， 资产管繩公司定期组织 汗展 内 部审计工作 ，

对茧点企业 、 重 要ｗ位 、
重大亊项 ， 每年至少进

行
一

次专项审 计 ３ 聘？会汁师书务所对仝资校办

企业展开年度会汁报表审 丨 卜 ，
聘请律师书 务所对

企业鈐营活动中所发生的重 Ａ：投资 、 股权变更等

率项进行法律咨洵
１

ｉ研判 ， 从而及时获取法律意

见 Ｂ 、
风险 评佔报告 、 财务管理建议 Ｂ等第一ｆ

资料 ，
ｔ刀实预防风险隐患 ， 有效地防控 ｒ校办企

业资本运行风险 。

Ｗ杳资 水管埋是
？ 个富仓调 战性的课题 ，

涉

及面广 ， 政策性强 。 同 时
，
它还是 ？个复杂 的系

统问题 ， 联系若校 办企业的方方面 面 ：
ｆ

丨前 ，
虽

然通过资产管规公司和全体校办企 同仁 的共同

努力
，
逐步规范 ／校办企业国有资产资本竹理丁

作的流程 ，
推进 ｒ以校国资委为领 诠的企业资本

监 ｉｔ体制 的运行 ， ｎ资产竹理公 ｐ

＇

］ 以管资本为主

加强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竹理还处于初级阶段 ， 仍

有许多难题耑要破解 、 许多领域？待研究 ， 希望

在资产竹理公 ４校办企业的共同 努 力下 ，
能够

进 －步将资本管诹做深 、 做细 ， 促进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 ， 为￥校事业发展提供灯 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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