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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和提供服务的基

础，其种类繁多、规格不一。在使用过程中为保证其发挥

最大的作用，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目

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一直采用纸介质

登记、人工录入资产管理系统的传统方法，在当下固定资

产量巨大且增幅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管理方

法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进。

一、事业单位所属资产特点分析

固定资产设备除包括常规的办公类设备之外，最主

要的就是用于事业发展的各种专业设备，以及配合各种

专业的辅助性设备。其具有以下特点：①数量多，使用地

点分散。按照原有的资产入库标准，一个存在10年以上的

事业单位在库有记录的资产条数成千上万，一般来说有

分支的事业单位就涉及到一个地域的各个地点，使用地

点相对较分散。②使用周期长。通常一套专业设备使用年

限为10年左右，但很多设备为专业的监测仪器，因仪器价

值高、使用地点相对密闭并且注重保养，很多设备超过使

用年限仍可继续使用。③设备流动性大。

在参与资产清查的相关工作中发现，设备流动性之

大使资产管理频现管理盲区，主要表现为：①部分资产

“漏网”管理。有部分“十五”、“十一五”期间购置的设备存

在未入库，或有业务部门未经过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直接将资产调拨给台站等问题，导致部分台站资产盘点

中出现盘盈，相应部门就会出现盘亏。②资产调动变化性

大，导致管理混乱。通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设备损坏

后，多返回厂家维修，在维修期间，为不影响工作的正常

开展，单位会调剂备用仪器使用，而原损坏设备修好后又

成为新的备用仪器。这个过程中资产管理部门并不能及

时掌握情况，清查中就会出现序列号对不上，甚至是新旧

型号对不上。若设备之间被更换的次数过多，无疑会导致

资产管理混乱。

二、条形码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全程跟踪管理

条形码技术是建立在计算机科学和现代光学基础上

的一门自动识别新技术，具有输入速度快、可靠性高、采

集信息量大、稳定、高效等优点。现已在商品流通、图书管

理、交通运输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条形码技术

的成熟，我们将主要探讨利用条形码技术来实现对固定

资产的现场数据采集、信息录入的网络数字化。我们通过

赋予每个资产实物一个唯一的数字代码，实现对每个资

产实物从购入开始到退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跟踪管

理。条形码技术在山东省地震局固定资产管理中得到了

成功应用。

经研究发现，我们总结出了终端条形码技术的应用

相对于传统的完全依靠人工核查的方法的明显优越性。

如下表所示：

在核查资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往手写的资产标

签脱落的现象非常严重。专业的条码打印机则可以打印

出PET、PVC等薄膜类特殊介质的标签，PVC标签纸具有

防水、防油污、防撕裂的耐用性特质，使用这种标签纸就

条形码技术在固定资产管理中的应用

王杰民

（山东省地震局监测中心台 济南 250014）

【摘要】本文探讨利用条形码技术来实现对固定资产的有效管理。条形码技术管理，就是赋予每项资产实物对

应的唯一数字代码即“身份编码”，从而实现对资产实物从购置入库到报废处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跟踪管理。行

政事业单位可将条形码技术运用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实现在线调拨代替原有的纸质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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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形 码 清 查

单人抽查即可完成

现场通过手持条码终端设备可以准
确把握资产的变动，通过计算机计
算，可以清楚地了解全局资产的调
动情况

使用手持条码终端设备扫描，基本
不会出现错误

只需在资产入库的同时对资产进行
身份编号，在条形码不出现损毁的
情况下识别率可以达到100%

人 工 清 查

需2 ~ 3人，3 ~ 4个月全力工作

资产管理者通过账本或者统计
情况无法当场对资产的变动和
流失情况及时、准确地把握

盘点和人工对比的时间长，难
免出现错误和纰漏，使资产管
理更加混乱

基于人工识别，需要清查人员
掌握大量的资产知识，否则极
易出现无法识别资产名称、分
类等信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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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固定资产标签长期保存和持久清晰。我们还可

以给每个分单位配备本单位所有固定资产的备用条码，

以防原条码出现脱落。除此之外，备用条码还可以作为分

单位内部自行核查资产时使用。

将带有条码信息的标签粘贴到相应的固定资产上

后，在清点时也就仅需要使用手持条码终端设备扫描标

签条形码，进而就可以通过比照数据库中各个设备的数

字代码，清晰地了解资产的调拨、盘盈和盘亏情况。

条形码技术具有独特的优越性：①它可以帮助实现资

产账、卡、物等的有机统一。它应用到我们的

资产管理中，即每个条码标签中的信息实际

上是赋予每个相应的资产特有的唯一的“身

份编号”。由此一来若出现因备用仪器的使

用而造成的固定资产账和实有资产不符的

情况，也就可以在清查后通过条形码技术的

“身份编号”第一时间识别，就能够做到及时

更改资产属性，避免产生资产序列号甚至是

新旧型号的混乱等一系列管理难题。②在实

际操作中，条形码的识别装置与条形码标签

相对位置的自由度大，条形码通常只在一维

方向上表达信息，而与该一维方向垂直方向上条形码所

表示的信息完全相同并且连续，这样即使是标签有部分

损坏，仍可以从正常部分得到正确的信息。

三、条形码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实现在线调拨

目前，已具备应用条形码技术的成熟条件。中央行政

单位资产管理系统对每一个资产已经设定了一个 9位编

号，比如资产分类代码为“711702”的便携式计算机，在系

统中有“000005627”、“000007225”、“000011579”等上百条

记录。而同时该系统也支持将此编号打印成为一个条形

码，即每个录入系统的固定资产已经建立起一个“身份编

号”。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实

现资产调拨过程实时在线。

首先，调拨时与原资产数据库进行对接（见图 1），该

数据库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的数据库，通

过添加账户授权，使得可以进行远程访问。

其次，通过网络技术实现每一位资产的使用者都有

唯一的账号。资产使用者利用账号通过网上申请、资产管

理人员同意、资产接收单位确认等一系列步骤，实时进

行网上调拨。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使每一件资产的去向都

在资产管理员的掌控之下（见图 2）。具体调拨过程为：

设备使用者提出调拨申请→使用者所在部门负责人对其

进行审核→单位资产管理员进行审核→接收者所在单位

负责人进行审核→设备接收者同意接收→系统中使用者

变更。

StdName列对应系统内每一位职工的名字，可以使用

表中空白列“Attribute”列来存储密码。

四、结语

固定资产的条形码管理工作要真正走向成熟，不仅

需要相关技术方面的支撑，同样需要管理体制和管理思

想的转变。一方面，要健全资产管理机构，各基层单位要

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管理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条形码

管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注】本文为山东省地震局合同制科研项目（编号：

13Y96）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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