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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2018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 项 报 告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建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精神和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安排，形成了《南阳市 2018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专项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体情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保障政

权运行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包括行政事

业单位占有使用的资产，及经管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其他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全市各级各单位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强化国有资产监管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切实加强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健全制度体系，夯实管理基础，规范

管理行为，较好保障了行政事业单位高效运转和履职需要。

（一）行政事业单位占用国有资产情况

1、总量。截止 2018 年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总额 727.30 亿元，负债 181.04 亿元，净资产 546.26 亿元。

（1）从级次看，市本级资产总额 192.04 亿元，占 26.4%；

县区级资产总额 535.26 亿元，占 73.6%。

（2）从单位性质看，行政单位资产总额 184.29 亿元，

占 25.34%；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543.01 亿元，占 74.66%。

（3）从分布情况看，行政单位中，共产党机关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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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0.24 亿元，政府机关资产总额 115.03 亿元，人大机关

0.75 亿元，政协机关 0.65 亿元，群众团体 0.28 亿元，民主

党派 0.02 亿元，政法机关 55.11 亿元，其他资产 2.22 亿元。

（4）从结构分类看，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727.30

亿元中，固定资产（净值）377.06 亿元，占 51.8%；流动资

产 256.38 亿元，占 35.3%；无形资产（净值）23.73 亿元，

占 3.3%；在建工程 62.25 元，占 8.5%,长期投资等 7.88 亿

元，占 1.1%。

2、从资产配置情况看， 2018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新

增固定资产 60.11 亿元。其中，新增房屋及构筑物 37.52 亿

元，通用专用设备 20.41 亿元，文物陈列品及图书档案 0.39

亿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等 1.77 亿元。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新增无形资产 4.59 亿元中，土地使

用权 4.05 亿元，计算机软件 0.45 亿元，其他 0.09 亿元。

3、从资产使用情况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主要用

于保障单位履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自用为主，少量出

租出借。截止 2018 年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国

有资产账面价值 1.5 亿元，均为房屋、土地使用权对外出租。

4、从资产处置情况看，2018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处

置国有资产 14.18 亿元中，主要是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二）公共基础设施等其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主要包括：等级公路 3.57 万公里，等外公路

0.43 万公里，水库（渠）524 处，市政设施中的城市道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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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1165.86 公里，园林绿地 2123.36 万平方米，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 253 个（套），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22.02 亿元；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24.01 亿元；城市环卫设施 2.44 亿元。

保障性住房 236.36 万平方米。政府储备土地 898.95 公顷。

政府储备物资价值 2.81 亿元，住房公积金 131.36 亿元，社

会保险基金 160.41 亿元。全市不可移动文物 9770 处，可移

动文物 58278 件；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7 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7 处。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近年来，全市各级高度重视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工作，

切实加强管理，着力理顺“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

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巩固“财政部门一主管部门一

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逐步走

向规范化管理轨道。

1、建章立制，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落实财政部 35、36 号令、省政府 108 号令及《南阳市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要求，出台与之配套的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统计报告、资产清查核

实等制度、办法，着力完善从“入口”到“出口”等环节的

管理程序，为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提供保障。

2、以信息化系统推进资产动态管理。通过“集中搭建、

分网运行”，市县统筹建设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建立“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覆盖市、县、乡的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服务基层单位的动态管理需要。持续开展基础数据治理，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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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据质量，实现资产精准登记、变动全程记录、配置处置

动态调整。

3、推进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全程管理。严格落实中

央和省、市有关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配置使用等资产管理

政策，强化预算约束，完善新增资产配置与存量资产使用、

处置的对接机制，严控办公用房、其他用房出租行为和公务

用车更新管理，加大政府公物仓资产的调剂周转，提高财政

资金和国有资产使用效率。

4、资产管理支撑各项改革落实到位。一是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成效明显，全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压缩 60%，事业单

位公务用车压缩近 15%，有效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二是做

好机构改革中的资产管理，按照“分类施策、简化程序、把

握重点、防止流失”的原则，将机构改革中的资产划转由前

置审批改为后期备案，着重加强办公用房、土地、公务用车

等重点资产管理。三是做好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

作，把握清产核资等关键环节，做好指导服务。四是开展经

营性国有资产摸底调查，为整合经营性国有资产、优化国有

资产布局、壮大投融资平台资本运作能力奠定基础。

5、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充分发挥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资源配置作用、物质保障功能，提升公共服务保障

和供给能力。一是教育办学条件持续改善。2018 年，全市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231 所，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 143 所，改善

540 所学校办学条件；改善普通高中校舍建设项目 10 个。中

心城区改扩建学校 6 所，4 所完全学校全部建成并实现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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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善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推进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较好地满

足了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三是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创建成立医疗服务项目国家级重点专科 1 个，省

级重点专科 40 个，市级重点专科 97 个；建立市县两级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 22 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21 个，全市县

级人民医院均达到二级甲等标准；卫生健康扶贫工作成效明

显，78 个贫困乡镇卫生院全部达标，473 个贫困村标准化卫

生室全部建设完成。四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城市

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大，资产管

理成效逐步显现。同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还面临着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管理政策层级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涉及单位多，管理情况复杂，现行的行政和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属于部门规章（财政部第 35、36 号），

也不能适应当前形势要求，急需提高法律法规层级。同时，

资产管理部分环节存在制度缺位，绩效考评制度仍处于探索

阶段；基层单位内控制度不完善，责任落实不到位；财务会

计与资产核算方法还需进一步完善等。

（二）配置不公、预算约束力不强。因未建立资产分类

配置标准体系，资产管理是否到位和占用状况与年度部门预

算编制和资金安排没有很好的结合，增量配置和存量资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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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缺乏对接机制，导致配置不均衡，结构性失衡矛盾突出。

（三）全程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从资产配置、使用到处

置的闭环管理，是实现从资产“入口”到“出口”全生命周

期监督管理的基本要求。实际上，资产配置中的资产管理与

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结合不紧密，未做到“以存量控增量”、

“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同步”；资产使用中的闲置浪费现象

依然存在，对外有偿效益偏低，统筹调剂乏力；资产处置中，

待报废资产长期挂账不处置、处置资产未按程序报批、处置

后未及时核销账务、处置收入未及时上缴财政等现象时有发

生。另外，部分单位的建设项目已投入使用多年而未进行竣

工验收，导致长期挂账在建工程、未纳入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四）资产使用效率偏低。主要表现在；一是经营性资

产运行效益偏低，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普遍存在政企不

分、活力不强、管理不规范等情况。二是部分资产重复购置

与资产闲置、长期低效运转并存。三是房屋出租出借管理不

规范，存在未按规定报批、出租年限过长、出租价格低于市

场价等问题。四是共享共用平台缺乏，单位间相互攀比、盲

目求全、求新，不惜集资和举债重复购置一些重大关键性设

备或设施，致使资产使用效率低下，闲置浪费现象严重，因

产权过度分散和部门分割管理，影响了政府分配和调控公共

资源的能力。

（五）基层资产管理人员急需充实加强。基层单位因人

员较少、岗位调整比较频繁，财务人员更新过快，对财政、

财务、资产管理政策和业务知识掌握不深入不系统、不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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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财务、资产数据差异较大，管理不规范。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资产管理认识还不到

位，“重资金、轻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仍不同程

度地存在，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缺失，主管部门对所属

单位的资产配置、出租出借、处置管理审核把关不严，缺乏

完善的内控机制，导致管理政策棚架、落不到实处。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要求，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提升管理成

效，更好服务于高效履职和事业发展。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着力健全制度体系，夯实管理基础。一是进一步

规范完善制度体系，健全资产配置、使用、产权转让、办公

用房、公务用车等资产管理制度，加强资产全过程管理，扎

紧监管制度篱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制定通用设备等

资产配置标准，完善配置标准体系，建立配置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推进存量资产利用与增量配置有机结合。三是强化资

产配置与资产使用、处置的统筹管理，促进资产共享共用和

调剂。四是落实资产管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现责权利

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制约，真正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二）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有机结

合，加强资产配置管理。一是优化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编

审机制，以存量制约增量，以增量调整存量，强化预算管理

监督，提高资产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防止资产重复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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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和不合理配置。二是持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探索推

进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管理、财务和支付管理、部门决算等

系统有效对接，逐步实现数据互通共享，实现财政资金支出

和国有资产的实时动态监管。三是督促部门和单位做好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督促将已投入使用的长期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做好新增资产登记入账、存量资产盘点清查、

公共基础设施规范统计等工作，全面夯实资产管理基础，

（三）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体系，提高公共服

务保障水平。一是以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作为管理新起

点，提高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充分利用信息化提升公共服

务保障能力。二是做好年度行政事业性资产报告工作，提升

对资产报告信息数据的分析运用能力，更加全面地反映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对社会各领域的支持保障情况和重大改革

事项成果。三是加强行政事业资产月报动态监控，为动态信

息化管理奠定基础。四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财政、审计、监察等监督合力，提高管理工作绩效。

（四）着力整合国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一是配

合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做好各项改革中的资产监

管、清产核资和资金核实工作，全面掌握经营性国有资产与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分布，进一步提高政府对行政事业资产

的调控能力。二是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推行出租房产统一公

开招租，对超标配置、低效运转或者长期闲置资产进行统筹

调剂，逐步将政府举办重大会议、大型活动购置的资产，职

能部门的罚没物资及各单位的闲置和超标准资产等，纳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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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物仓统一调剂使用。三是构建资产资源共享机制，研究

建立资产共享共用平台，推进大中型仪器设备、教学科研设

施等资产进行共享调剂和整合利用，实现资产资源共享。

（五）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资产管理水平。持续组织对

基层单位资产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围绕政府会计制度

准则实施和落实八项规定等要求，全方位开展培训，着重加

强对中央八项规定、办公用房、公车改革、资产配置程序等

相关政策的培训和宣传，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