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3408-3416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656  

文章引用: 周苏皖. 基于电商平台高校资产采购模式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3408-3416.  
DOI: 10.12677/ecl.2025.1451656 

 
 

基于电商平台高校资产采购模式的研究 

周苏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31日 

 
 

 
摘  要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对资产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财政资金有限的背景下，传统高校采购模式暴露

出效率低下、透明度不足、监管困难等问题，难以满足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近年来，电商平台的快

速发展为高校采购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能够有效解决传统采购模式中的诸多弊端。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传统高校资产采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基于电商平台的几种典型高校采购模式进行

案例研究，探讨了电商平台在高校采购中的应用优势，进一步提出了在电商环境下优化高校资产采购的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一站式”透明采购平台；加强平台行为监管，建立动态供应商管

理体系。旨在为高校采购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推动高校采购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助力高校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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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assets in universitie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mited financial funds, the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mode of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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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has exposed problems such as inefficiency,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difficulty in su-
pervis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has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llege procurement mode, which can effec-
tively solve many drawbacks in the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mod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college asset procurement, and dis-
cusse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n college procurement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several typical college procurement modes based on e-commerce platform, and furth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optimize college asset procurement under e-commerce environ-
ment,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Build a “one-stop” transparent procurement plat-
form;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platform behavior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supplier manage-
ment system.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llege procurement mode,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procure-
ment management, and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alize efficient allo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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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对各类资产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然而，在当前国家财政预算紧张的背景下，财政资金的有限性与高校对

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高校采购模式普遍存在效率低下、透明度不足、监管困

难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电商平台发展迅猛，其高效、便捷、透明的特点深刻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也为高校采购

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电商平台在采购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简化采购流程、提高采

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还能够增强采购透明度、强化监管力度，有效解决传统采购模式中存在的诸多

弊端。因此，构建基于电商平台的高校采购模式，对于完善高校资产采购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

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深入分析高校资产采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基于电商平台的高校资产采

购模式，阐述电商平台如何解决传统高校资产采购弊端，并总结电商环境下高校资产采购优化措施，以

期为高校采购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2.1. 理论基础 

2.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指由于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会通过契约维护自身利益，交易不确定

性的升高会伴随着监督成本、议价成本的提升，使交易成本增加。而电商平台通过信息透明化与流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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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降低高校与供应商间的谈判、监督成本。 

2.1.2. 集成理论 
集成理论起源于九十年代，强调以集成管理取代传统的分工思想，以集成群为核心，适度分工。在

电商平台中采购平台与资产、财务系统的数据互通，可消除部门间信息孤岛，提升协同效率。 

2.2. 文献回顾 

2.2.1. 高校资产采购现状与问题研究 
近年来，高校资产采购受到了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围绕传统高校资产采购模式的痛点展开分析。如

胡秀丽等人(2019) [1]通过对高职院校资产采购进行调查分析，认为目前高职院校资产采购缺乏统一的采

购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度，并且采购过程中对设备供应商的管理不足。唐飞等人(2024) [2]基于高校“采购

–资产–财务”协同发展角度认为高校内部各部门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问题，信息化平才联动性较

低。但大多数学者聚焦于高校政府采购，如孙丽雪(2023) [3]认为高校政府采购中重复采购问题严重，且

采购过程中缺乏统筹和目标，随意性较大。蒋欣吟(2025) [4]年认为高校政府资产采购目前采购规模大、

内容多，在采购流程、监管机制、供应商管理以及信息化和电子化方面都受到挑战。 

2.2.2. 电商平台在高校采购中的应用研究 
在应对高校所面临的具体挑战时，M. Farid 等人(2019) [5]引入了一种用于教育机构供应商评估的决

策支持系统(DSS)，利用标准和评估的数据库来简化供应商选择流程，最终改善采购结果。韩阜益(2017) 
[6]通过分析高校资产管理系统的缺陷，探索数据挖掘技术在采购预算、仪器采购、仪器处置、风险内控、

实验室安全等级、资源应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应用。刘静等(2020) [7]针对现实采购工作困境提出项目

式管理及后续优化，并提出加入供应链高新技术以构建全民监督体系。吴冠仪(2023) [8]通过对预算管理

一体化进行分析，详述预算管理一体化对高校政府采购和资产管理产生的影响，通过引入采购计划预警

机制、建立政府采购云共享平台、完善政府采购良性竞争机制、建立服务一体化的政府采购管理队伍等

措施，助力资产优化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孙晓娜等人(2024) [9]提出了一种基于工作流的信息管理

系统，旨在提升高校的招标和采购流程。 

2.2.3. 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虽对传统高校采购模式的缺陷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但其视角多局限于政府采购场景，对非

政府采购类资产的机制优化关注不足。此外，现有优化路径也多聚焦于单一技术工具或局部流程优化，

呈现“碎片化”特征。对此，本文对基于电商平台的典型高校采购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炼出“技术适配

–制度重构–生态协同”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优化方案，以期为高校资产采购提供借鉴和参考。 

3. 高校资产采购现状及问题分析 

传统高校资产采购是由某个部门根据实际需求提出采购计划，明确采购物资的各种信息，并确定

资金来源，然后将采购计划提交至上级职能部门和资产处进行审核批准，审批过程中可能需要多次修

改和调整；由资产处对审批通过的采购计划进行汇总，形成采购清单，并判断是否需要招标采购；采购

物资到达学校后，资产处组织相关人员对物资进行验收，确保物资数量、质量符合要求，同时将验收

合格的物资登记到采购物资台账中，再将物资分发至各部门，并由财务部门核对采购物资账款，确认

无误后支付货款，最终完成采购流程[10]，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整个采购流程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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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ditional college asset procurement process 
图 1. 传统高校资产采购流程 

3.1. 信息不对称 

高校资产采购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一方面，供需双方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销售方

往往掌握更多的商品信息、市场价格以及行业动态，而高校作为采购方，难以全面了解市场情况，容易

导致采购成本增加或商品质量难以保障。另一方面，高校内部“采购–资产–财务”三方分离，进一步

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资产采购和资产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组成部分，本应实现“采购一体化”。然

而，由于高校内部职能部门分工明细，三个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容易

形成信息孤岛，导致采购数据、资产状态和财务信息无法实时同步，进而引发管理上的不统一、不协调，

甚至出现重复采购、资产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11]。 

3.2. 采购效率低下 

从图 1 可以看出，整个采购过程耗时较长，尤其是在招标采购环节，从发布公告到评标、定标，往

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同时采购计划需经过多级审批，审批环节多、耗时长。尤其是在资金使用和

采购计划的审核中，往往需要反复沟通和修改，进一步延长了采购周期。这种低效的采购模式难以满足

高校快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科研设备、实验耗材等急需物资的采购中。另一方面由于高校采购流程

涉及多个部门，缺乏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财务部门可能无法及时了解采购进度，资产处可能无法掌握

资金使用情况，容易产生沟通不畅、协调困难的问题[12]，导致采购数据、资产状态和财务信息无法同步

更新，进一步加剧了采购流程的低效性。 

3.3. 监督机制不健全，透明度不足 

高校采购流程中，虽然设有审计处、纪委等内部监督部门，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监督权力和有效的监

督手段，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例如，监督部门可能仅对采购流程进行事后检查，而无法对采购计划

制定、招标过程、合同签订等关键环节进行实时监督。同时高校采购活动也缺乏外部监督机制，如社会

公众、第三方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参与，采购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全面也会导致外部利益相关方无法

了解采购详情，难以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13]。 
因此这种传统采购模式使得采购过程透明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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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电商平台的采购模式分析 

基于电商平台的电子化采购模式，主要是利用电商平台，连接高校采购部门、资产管理部门、财务

部门以及供应商，使学校资产采购部门能够在平台上发布资产的采购需求以及相关招标信息，也能通过

主动对设备供应商和产品的网上搜寻，采用网上竞价、比价、议价、交易和付款的方式，完成“一站式”

透明高效、全程可控的电子化采购，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如图 2。这种模式通过将传统采购流程与

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采购全流程的线上化、标准化和透明化，从而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

增强采购透明度，并优化资源配置。目前高校资产采购在政策推动与技术赋能的双重背景下，正处于传

统模式与数字化转型并存的过渡阶段，主要类型有自建电商平台模式、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模式、联盟

采购模式以及政府采购电商平台模式等(表 1)。 
 

 
Figure 2. Procurement process of university assets based on e-commerce platform 
图 2. 基于电商平台高校资产采购流程 

4.1. 自建电商平台模式 

自建电商平台模式是指高校根据自身需求，独立开发和运营一个专属的电商平台，用于采购和管理

学校所需的各类资产，通常由高校的资产管理部门或信息技术部门负责建设和维护[14]。自建电商平台模

式强调定制化和自主性，能够完全贴合高校的采购需求和管理特点。 
例如北航“阳光校采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能够实现从需求申报、审批、招标、合同签订到支付、

验收、资产登记等全流程的线上化管理。平台集成区块链存证，与“长安链”合作，采用 PBFT 共识算

法，确保合同防篡改与全流程追溯。针对传统采购中商品库混乱问题，智能比价引擎聚合 10+电商数据，

上架商品总数超 39 万种，订单总数达 4000 多项，总金额近 3000 万元，实行动态调整价格、交付、服务

权重，年均节省采购成本 15%。针对传统采购中系统集成不足问题，自建电商系统与用友 NC、久其软件

通过 API 无缝对接，实现“采购–资产–财务”全流程自动化。 

4.2. 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模式 

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模式是指高校与像京东企业购、苏宁易购、阿里巴巴等成熟的第三方电商平台

合作，利用其技术和资源进行物资和服务的采购。高校通过第三方平台发布采购需求、选择商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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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并利用平台提供的物流、支付和售后服务等功能，实现采购全流程的线上化管理。 
同济大学就与京东企业购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建立了高校专属采购专区“京东慧采”。这是基于

SaaS 化多租户架构，依托京东云基础设施，实现快速部署与低成本运维，支持高校个性化配置。平台深

度集成京东供应链资源，实时同步商品价格与库存，采用协同过滤算法推荐高频采购商品，并通过电子

发票 OCR 识别将报销周期从 7 天缩短至 1 天，解决了传统采购中流程繁琐、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其财务

系统(SAP)与资产系统(金蝶)通过 JDBC 和中间表对接，支持采购订单、支付、资产入库全自动流转。同

时，其内置政府采购规则引擎，自动校验招标合规性，适合标准化采购场景。 

4.3. 联盟采购模式 

联盟采购模式是指多所高校联合成立采购联盟，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集中采购，以增强议价能力和采

购效率。联盟成员共享采购资源，共同制定采购计划和标准，通过批量采购降低成本[15]。上海交通大学

与多所高校联合成立的“长三角高校采购联盟”，就是典型的联盟采购模式。“长三角高校采购联盟”基

于分布式云架构，通过统一 API 接口与各高校 ERP 系统对接，实现需求聚合与智能议价。同时平台采用

EDI 协议标准化数据交换，共享供应商库与接入“信用长三角”黑名单数据库，并通过本地政务云存储

确保数据主权，辅以零信任架构控制访问权限。其核心模块包括需求池、跨校结算中心及动态供应商评

分模型，年均降低采购成本 15%。 

4.4. 政府采购电商平台模式 

政府采购电商平台模式是指高校依托政府主导的电商平台进行物资和服务的采购。这种模式符合政

府采购政策要求，适用于使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的高校。例如某些高校通过“政采云”平台采购办公设

备和教学仪器，深度集成财政预算系统与电子监察模块，以《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658 号)》为规则引擎，强制商品参数标准化和价格监测，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

大数据、5G 技术，通过系统的业务流程再造和共享实验资源，从而推动资产信息快速迭代。高校采购部

门和资产管理部门通过联合采购云平台服务商，实时更新采购资产的详细需求以及在用仪器设备的使用

现状，平台则提供基础性、硬件性的平台服务确保上述部门的各项协同业务互联互通，全流程数据上链

存证并公开可查。同时平台覆盖招标、合同、支付全流程，违规行为直接纳入审计重点，加上平台拥有

的公开招标、比价等功能，可以确保采购活动的合规性和透明度。 
 
Table 1. Four model cases use e-commerce platforms to solve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drawbacks 
表 1. 四种模式案例利用电商平台解决传统采购弊端 

案例 针对的传统采购痛点 亮点 

“阳光校采平台” 信息孤岛、效率低下 区块链存证、多电商比价引擎 

“京东慧采” 流程繁琐、透明度不足 电子发票 OCR、京东云资源整合 

长三角高校采购联盟 重复采购、资源分散 EDI 数据互通、动态供应商评分模型等 

“政采云”平台 违规行为、监管滞后 电子监察、全流程标准化等 

4.5. 混合采购模式 

混合采购模式结合了上述的四种采购模式，强调多样性和灵活性，便于高校灵活选择最适合的采购

方式，能够满足高校在标准化物资、定制化需求、大批量采购等多种场景下的采购需求。高校可以根据

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模式，或结合多种模式的优势(表 2)，构建更加高效、透明和规范的采购体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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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就采用自建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于标准化商品通过第三方平台采购，对于定制

化需求通过自建平台进行招标采购。因而这种模式兼顾了采购效率和成本控制，满足了高校对标准化和

定制化商品的双重需求。 
 
Table 2. SWOT analysis of each purchasing mode 
表 2. 各采购模式 SWOT 分析 

模式 代表案例 优势(S) 劣势(W) 机会(O) 威胁(T) 

自建平台 “阳光校采平台” 自主可控，支持多供

应商比价 
初期投入大，运营 

维护复杂 政策补贴 技术迭代风险 

第三方合作 “京东慧采” 部署快，采购周期短 依赖单一供应商， 
价格波动风险 

供应链资源 
丰富 

数据隐私泄露 
风险 

联盟采购 长三角高校采购联盟 议价能力提升，成本

降低 需求协调耗时 区域政策支持 成员利益分歧 
风险 

政采平台 “政采云”平台 合规性强，供应商库

超 10 万家 商品价格高于市场价 流程合规透明 灵活性低 

5. 电商环境下高校资产采购优化 

5.1. 加强顶层设计 

在“放管服”改革与“互联网+”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各高校应积极推动电商平台统一规范的建立，

不能仅照搬传统高校采购制度规范，而是结合自身采购特点，出台基于电商平台的配套采购制度。同时

要建立统一规划，加强采购、资产、财务等部门间的体制机制融合的顶层设计，避免资源分散和浪费。

针对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要加快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业态在电商平台执行交易与

监督管理中的应用，建立统一标准和联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同时考虑电商平台跨部门、

跨学校甚至跨区域的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壁垒，提升管理效率和整体效益。针对内部信息不

对称问题，高校首先需要对各部门的责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并确定统一的管理标准，进而减少管理上的

混乱和冲突；其次要明确各部门责任，采购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均要做到“归口管理，分级负责”；

最后应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来提升高校的整体管理水平，如图 3。 
 

 
Figure 3.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to optimize college asset procurement 
图 3.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高校资产采购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656


周苏皖 
 

 

DOI: 10.12677/ecl.2025.1451656 3415 电子商务评论 
 

5.2. 构建“一站式”透明采购平台 

通过构建“一站式”透明采购平台，减少繁琐的人工操作，显著提高采购效率。首先要以自动化与

智能化为核心，根据各高校采购制度规定及实际运行情况设置系统参数及分析模型，代替人工审核、统

计、分析等工作，同时对接电商平台供应商及产品在外部市场的信息，利用大数据规模性大、决策性高、

实时性强的特点，对采购项目做出事前、事中、事后全覆盖研判分析，为平台智能化提供全面支持[16]。
其次，梳理高校多部门差异化流程，设计统一且灵活的审批节点模板，适配不同采购场景，针对科研项

目紧急采购需求，设置快速审批通道与专属供应商库，支持预研设备临时调拨与灵活结算。同时聚合资

源与动态比价，通过建立高校专属供应商协议池或者推动区域高校联盟合作以降低采购成本。 

5.3. 加强平台行为监管，建立动态供应商管理体系 

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建立覆盖供应商准入、交易行为监测、履约评价及退出的闭环管理体系。通

过制定统一交易行为规范与准入标准，遵循“宽进严管”原则，建立供应商信用分级评价模型，整合履

约时效、商品质量、服务评价等多维度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算法与第三方征信平台数据[17]，实时监测供

应商风险(如价格异常、合同违约)，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关键交易节点存证，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动态淘

汰机制方面，采用“黑名单共享 + 联合惩戒”模式，对接行业联盟或政府采购监管平台，实现“一处违

规、处处受限”；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建立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对预算、执行、验收、支付采购全周

期数据进行聚合分析，自动触发异常拦截或违规商品下架，并将结果反哺供应商信用迭代，形成“智能

预警–闭环处置–信用优化”的良性循环，最终打造透明合规、优质优价的供应链生态，保障高校资产

采购的高效性与可持续性[18]。 

6. 小结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展，传统的高校资产采购模式暴露出信息不对称、采购效率低下、监督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而基于电商平台的采购模式将传统采购流程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采购全流程的线上化、

标准化和透明化，从而显著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增强采购透明度，并优化资源配置。因此，高

校依托电商平台打造适配性电子采购模式，已成为破解传统管理桎梏、实现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几种典型的电子化采购模式，探讨了高校如何利用电商平台解决传统采购模式弊端。

同时，总结提出了优化电商环境下高校资产采购的具体措施，旨在为高校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电子化采

购模式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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