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4, 14(4), 320-326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4400  

文章引用: 李祥. 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探析[J]. 运筹与模糊学, 2024, 14(4): 320-326.  
DOI: 10.12677/orf.2024.144400 

 
 

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探析 

李  祥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4年5月27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14日 

 
 

 
摘  要 

为解决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健全的资产绩效管理体系、评价指标选择不合理以

及资产绩效管理手段单一等，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构建路径，以数据分析技

术在资产绩效管理中的作用为研究切入点，并整合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资产绩

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依据最终评价结果，为构建健全且有效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旨在

突破传统资产管理模式局限性，促进资产绩效管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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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thods, such as the lack of a 
sound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unreasonabl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single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thod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ath for constructing 
an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data analysis, taking the role of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in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s the research entry point, and integrat-
ing data from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is, an asset per-
formance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final evaluation re-
sults, scientific basis is provided to build a sound and effective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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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im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sset management model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ork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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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资产绩效管理主要作用是掌握和了解资产利用率、回报率以及实际效益，通过对现有资产使用情况

及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为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业务流程、识别风险等相关工作有效开

展提供参考依据，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建

立方法，根据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量化考核与综合评价所占用资产，如实反映各资产使用单位

的实际资产使用和管理情况，结合资产绩效管理评价结果，明确目前资产绩效管理现存问题，如资产前

期购置论证把控不到位、资产闲置浪费、资产使用监管力度不足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健全和完善的

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旨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资产绩效管理成效。 

2. 资产绩效管理中数据分析的作用 

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具有利用价值的信息。集成

处理大量且分散的异构数据信息是该项技术的明显优势，并采用不同类型的分析方法完成数据处理和分

析，挖掘数据中隐藏的价值信息，作为决策重要依据。 
数据分析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涉及数据收集和预处理、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分析和挖掘以

及数据可视化表示等内容；在资产绩效管理中合理引入数据分析技术，有助于实现资产规范化管理，并

解决传统资产管理模式下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资产管理不够规范、资产闲置浪费等[1]。基于数据分析

的资产绩效管理，可以充分利用该项技术的多元化数据同步处理优势，如对资产绩效管理过程中所产生

的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同步处理，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实现在较短的时间期限内

高质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信息，为资产绩效管理效果以及实际情况分析提供精准数据支持，以便针对性

改进现有资产绩效管理策略，并为探索和构建长效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3. 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方法现存问题分析 

3.1. 缺乏健全的资产绩效管理体系 

从现阶段资产绩效管理情况来看，普遍存在资产绩效管理手段单一、管理理念滞后等现象，传统资

产绩效管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下各类型企业发展要求，不仅降低了资产绩效管理工作效率，也导

致开展相关资产绩效管理工作缺乏有力支持，规范性明显不足。上述现象原因与缺乏健全的资产绩效管

理体系有着密切联系，加上资产反馈均是以年度评审与季度评审为标准，未能将资产管理效果、资产规

范情况以及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落实情况等全方面呈现，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相关问题并改进。此外，资

产管理效果反馈过程往往处于封闭状态，透明度较差，进而造成资产管理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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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thods 
图 1. 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方法局限性 

3.2. 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 

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方法实施过程中，极易受到诸多因素干扰，致使资产管理缺乏规范性。此情况

具体表现在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方面，评价指标选择和设置过于简单，且缺乏灵活性；传统资产绩效管

理系统对单一化的量化指标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无法保证最终评价结果能够将单位的资产绩效管理效

果以及战略目标全面展现。加上现有评价体系无法适应一直变化的市场环境以及内部要求，进而造成

评价体系僵化，影响资产绩效管理相关工作高效开展同时，也难以做到提前预防潜在风险，威胁现有

资产安全。 

3.3. 资产绩效管理方法运用缺乏科学性 

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模式下各种问题发生原因，与各项工作开展时未采取科学手段和方法也有着密切

联系，以往资产绩效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其管理方法运用对管理人员的主观判断有着较大依赖性，且

极易受到主观因素干扰，进而导致资产绩效管理中频繁出现行为不规范、管理效果差等问题，从侧面反

映了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方法运用不仅缺乏科学性，也难以有效保证资产绩效评估准确性，不利于得出正

确结论，使得造成战略决策有所偏差，财务风险管理未发挥出有效的规避操作[2]。 

3.4. 资产绩效管理措施制定不够多元化 

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更多地关注最终绩效评价这一环节，不具备全过程意识，使得资产绩效管理各项

工作衔接不顺畅，加上各部门之间未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资产管理部门未最大程度地发挥出

自身职能作用，导致资产业务环节缺少有力监督和管理，进而造成资产业务频繁发生各种不合规问题，

给资产绩效管理的顺利实施带来诸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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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构建路径 

4.1. 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构建必要性及构建思路 

(1) 为解决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模式及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如资产绩效管理体系不健全、资产配置不合

理以及管理效率低等问题，相关单位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树立与时俱进观念，构建长效、覆盖全面的

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旨在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又能助推资产绩效管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创新化发展，

为相关单位建设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充分凸显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构建与实施的必要性。 
(2) 根据中央财政部所颁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等相关文件，

针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提出了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强调在保证资产安全、完整以及有效

使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制定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评价标准和建立评价机制。 
(3) 以某地区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为例，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建立方法，

通过搜索以及整合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并整合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通过分析与资产管理相关

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评分标准，按最终评价结果，如实反映资产管理水平，并

为优化资产配置、完善现有资产绩效管理制度等工作有效开展提供科学依据。以加快完善的资产绩效管

理机制建立，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规范[3]。 

4.2. 评价目标及评价内容 

4.2.1. 评价目标 
遵循公正性、规范性以及实效性基本原则，深入分析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相关基础数据，数据

部分包括资产基本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以及人员情况，结合所掌握的各项数据，建立资产绩效管理评价

体系，查找管理漏洞，剖析问题原因，以最终评价结果为依据，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资产绩效管理制度

落实，增强资产管理针对性，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水平和效能。 

4.2.2. 评价内容 
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以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为参照，立足评价

目标，明确资产绩效管理评价内容，如各部门资产管理效果、资产管理规范和资产管理基础工作等情况。 
从人均资产占有、固定资产增长、资产调剂利用、资产配置费用节约、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评价行

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效果；其中针对资产管理规范评价，主要涉及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评价涉及资产管理制度建设、领导重视程度、机构人员设置、资产信息卡

片库建设工作情况等内容。 

4.3. 基于数据分析的截断式回归模型 

以数据分析为基础，搭建截断式回归模型，通过该模型接受资产绩效管理评价过程中被限制的解释

变量。例如，根据某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数据，搭建固定资产绩效管理模型，模型如下： 
*

i i iY X β ε= +  
* * 0i i iY Y ifY= >  

*0 0i iY ifY= ≤  

式中 *
iY 表示潜在变量； iY 表示评价过程中所确定的因变量； iX 表示自变量向量；β表示相关系数向量；

iε 表示服从均值。通过该模型获取评价对象的固定资产利用率、固定资产更新率、固定资产报废率、固

定资产共享率等，并将其带入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对应分值，以掌握被评价对象的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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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绩效管理实际情况[3]。 

4.4. 建立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1) 明确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要求。基于数据分析，建立利于全面把握资产绩效管理实际情况

的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操作过程中，应立足资产绩效管理目标，并明确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要求，加强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资产管理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将其客观评估和真实反馈资产

管理水平的重要作用有效发挥。 
(2) 以现有财务管理制度和程序为依托，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要注重实物资产管理

职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加强对资产价值管理的有效把控，避免出现资产流失、资产贬值等问题，进而实

现资产保值增值。资产绩效管理实质是为单位的发展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因此，在后期资产绩效管理机

制构建过程中，必须将保障功能加以突出，确保所购置资产使用效益得以充分发挥。资产绩效管理评价

指标选择，应遵循客观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原则，基于数据分析，建立资产绩效指标评价体

系，以预算年度为一个评价周期，评价年度资产绩效管理实际成效，为改进现有资产绩效管理措施以及

构建长效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促进资产管理规范化水平全面提升，保障资产安全同

时，又能达成节约型资产管理目标。 
(3) 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包括资产管理效果指标、资产管理规范指标、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指标，

该部分指标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人均资产占有情况、固定资产增长情况、资产调剂利用情况、

资产保值增值情况、配置计划执行情况、处置平台交易情况、制度建设情况、管理能力建设情况、工作

落实情况等[4]。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见表 1。 
 
Table 1. Ass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part of the indicators) 
表 1. 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点 分值 

资产管理效

果指标 
(40 分) 

人均资产占有情况 人均办公家具占有率、人均办公设备占有率 10 

固定资产增长情况 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增长率 6 

资产调剂利用情况 部门内部资产调剂利用率 2 

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国有控股公司保值增值率、国有独资公司保值增值率 2 

资产管理规

范指标 
(30 分) 

配置计划执行情况 配置计划数量执行率、配置计划金额执行率 10 

政府集中采购情况 办公家具、办公设备政府集中采购率 4 

处置平台交易情况 办公家具、办公设备进场交易率 2 

资产管理基

础工作指标

(30 分) 

制度建设情况 资产清查盘点制度建设情况、资产使用责任机制建设情况 3 

管理能力建设情况 领导重视程度、机构人员设置情况 2 

工作落实情况 资产配置计划报送情况、资产信息卡片库建设工作情况 9 

注：考评方法以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实际数据为基础，借助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平台，自行测算评定绩

效得分。 
 
(4) 待资产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建立完成后，则依据一级指标对二极指标进行细化处理，细致划分相应

的考核内容，并赋予权重，再针不同类型资产设计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其主要包括基础管理、过程管

理与绩效管理三大部分内容。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资产管理绩效

管理评价中数据分析作用的发挥：一是全面化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确保数据足够完整与准确。二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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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将重复的资产数据、错误数据与无效数据全面去除。三是数据分析。通过开展数据分析工作，并

综合运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等方法，明确资产数据实际规律与趋势。四是数据结果解读。

注重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系数与可靠系数的衡量，通过评估资产数据分析结果，以此明确决策风险与收

益，为科学做出决策提供合理建议。 

5. 完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的建议 

5.1. 统筹规划资产绩效管理体系 

结合资产绩效管理评价结果，健全资产绩效管理机制，为资产配置优化、资产管理体系完善、落实

资产管理各项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统筹规划资产绩效管理体系。资产绩效管理体系完善构建的前提，必须将与资产管理相关的规

章制度、评价体系等内容加以明确，其中资产管理制度要围绕无形资产、低值资产、固定资产、容易消

耗物品等方面，确定各项资产管理要求和标准，再利用所建立的评价体系，掌握各阶段资产管理现状，

为统筹规划资产绩效管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明确资产管理责任。实施资产绩效管理必须严格遵循分级管理、对个人负责的基本原则，真正

把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到个人，把资产管理绩效落实到资产日常使用的方方面面[5]。 
三是发挥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优势，对企业单位的日常资产利用效率进行动态跟踪，并对其日

常运营数据进行全面收集和整合，在数据分析手段的有力支持下，精准刻画出资产年度运行状况，由此

作为资产绩效评价基础，并进行考核评分，以更加全面地掌握资产绩效管理效果。 

5.2. 加强资产风险管理 

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其应当在战略决策、资产风险防控两方面进一步加强资产风险

管理，发挥该机制的资产风险预警和防控功能，保障资产使用效率和资产安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一是站在战略决策角度，借助数据分析，全面化收集以及深入化分析海量数据信息，企业单位能够

更加准确地了解当前市场趋势以及内部运营状况，从而所规划制定的战略决策更加精准化。同时数据分

析有助于企业单位明确资产管理目标，规划目标达成手段，持续化监控与评估关键绩效指标，从而动态

化调整战略方向[6]。数据分析能够揭示单位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薄弱之处，作为优化配置资源基本前提，

将优势最大化发挥，尽可能规避劣势。 
二是基于分析过去的资产数据和市场趋势，可准确预测未来资产需求，以此为基本前提对资产管理

与绩效评价加以优化。结合相关数据，深入分析供应商资质、装置设备价格以及交货时间等多方要素，

进而挑选出最为恰当的合作伙伴。 

5.3. 明确资产管理监督职能 

资产管理部门肩负着资产业务环节监督管理职能，要与企业单位内部架构中的各个部门保持良好的

沟通交流关系，建立顺畅化的沟通渠道，每间隔一定时间期限以及不定期地开展各个部门资产现状与使

用状况监管工作，以便能够及时发现其所隐含问题，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弥补资产损失浪费

漏洞，致力于推动问责机制趋于健全完善，并且做到严格执行[7]。 
全面化与系统化地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深入分析资产管理使用效益与经济效益，科学利用评价结果。

此外，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以完善且有效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为依托，加快资产绩效管理信息化深入

建设，搭建智能化信息平台，对资产运行状况进行跟踪和预警，通过收集反馈的数据信息以及提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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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指标体系对各个指标的实际达成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年度资产管理情况，以确

认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6. 结论 

综上所述，资产绩效管理作为一项复杂化与高难度的系统化工作，与资产全生命周期有着十分密切

关系。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建立方法，主要是根据实际资产基础数据，构建

资产绩效管理评价机制，合理选择各项评价指标以及评分标准确定，以反映资产绩效管理效果和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健全与完善资产绩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规范，提高资

产管理水平，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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