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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摘 要

目前，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环境呈现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三足鼎立的局面，各运营商的收入由前几年的持续增长逐渐变为增速

渐缓甚至负增长，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回收的风险加大，投资收入比呈逐

渐下降的趋势，资本性支出的紧缩对固定资产管理精细化的要求越来越

高。同时，国资委近些年加大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尤其加强对通信

企业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以确保其保值增值，同时避免国有资产的

流失。最后，移动通信企业属于典型的资产密集型企业，因此加强对于

固定资产的管理与控制至关重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投资回

报。

现代资产管理理念注重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资产全生命周期管

理，是指对资产从计划、投资、采购、建设、分配、使用、运营维护、

报废等全生命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

并在集中的资产信息基础上，向资产管理人员和公司的管理层提供强大

的智能决策支持，从而为组织内决策层、职能层、执行层等提供集决策、

管理、维护手段为一体的资产管理全面解决方案。

本文从长期困扰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难点入手，着力解决

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分布广泛、多头管理所形

成的数量不清、价值不明、账实不符、信息分散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瓶

颈问题。通过引入自动识别技术，结合中国移动通信企业的战略目标，

重点突出“精细化、过程化、集约化"的管理理念，对固定资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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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运行、维护、报废等以价值为中心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为中

国移动通信企业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效能提出可行的改进思路和实施建

议。

关键词：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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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IX ASSET LIFE CIRCLE

MANAGEMENT oF CHINAMoBILE

ABSTRACT

At present，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presents a

counterbalance of three forces of China Mobile，China Unicom and China Telecom．

Income of operators turned the previous several years of sustained growth to a gradual

growth．So the risk of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 and the investment income

ratio is gradually declining．The demand for the lean management of fixed asset is

growing higher because of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apital expenditure．Moreover,in

recent years，SASAC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especially of

the telecom operators，in order to preserve and increase value of state—owned property

and prevent the drain of it．Finally,mobile 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s are typical of

the intensive enterprises in fixed assets．Therefore，the strengthening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s essential to maximize investment returns．

Modem asset management concerns to the life cycle management．The life cycle

of asset management is planning，organization，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management activities from the procurement，distribution，use，maintenance and retires．

The life cycle of asset management provides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on assets．It also can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scheme of asset management integrating the decis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for the decision—level，function-level and

operational-level in organization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iculty of fixed-asset management obsessing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s from the long term and makes efforts on solving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that the number is not clear,the value of the bill does not identify,

physical inventory is inadequately identified and the information is scattered due to the

sheer quantity and variety,widespread，overlapping manage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s．By introducing automatic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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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with the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s strategic objectives，this

paper stresse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refined，procedural，intensive’’and the cycle

life management of the formation，operation，maintenance and scrapping of fixed asset

in order to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posal for the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s increasing the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efficiency．

KEY WORDS：：asset life cycle management c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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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

在垄断经营时期，通信企业以投资建网、放号为主，只要做好这两项，就能有

可观的收入和利润，固定资产的投资也主要以能力满足为主；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

电信运营企业经过分营、拆分、重组、上市等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后，他的经营环境，

尤其是移动通信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新一轮的重组，目前，

移动通信市场环境呈现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足鼎立的局面，各电信

运营商的收入由前几年的持续增长的势头逐渐变为增速渐缓，有的业务甚至出现了

负增长，资费、ARPU值等指标连年下降，增量却不增收，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回收

的风险加大：经过前几年不断的投资建设，同时伴随着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新技术

的不断涌现，网络建设的任务逐渐降低，为满足用户日趋多样化的通信、服务及技

术需求，移动通信行业投资方向由基本网络扩容建设逐渐向网络优化、开发新业务

及保证服务质量的方向转变，运营性支出逐渐挤占了资本性支出在企业总支出中的

份额，投资收入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资本性支出的紧缩对固定资产管理精细化的

要求越来越高。另外，资本市场对资本性支出的约束和对预期收益的期望，使得企

业的管理部门更注重资本性支出的控制及投资效益的核算回收；同时，国资委在近

些年加大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尤其加强了对电信运营企业的国有资产的监督

和管理，确保其保值增值，同时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国家

的监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通信企业投资收益和固定资产的管理效益产生影

响。

移动通信行业发展的现状，导致全面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呼声日渐高涨。节省

成本是企业发展的长远之计，但并不是每项成本都可以无限制地节省，但对于已经

完成投资的固定资产却可以最大程度的挖掘其潜力，通过固定资产的管理弥补资本

性支出的不足，改善网络质量的下降或缓解建设的滞后等问题，从而获得潜在的盈

利机会，并最终提高企业的增长潜力。尤其前些年移动通信企业都通过庞大的网络

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网络环境，在竞争条件下，如果只重视前期的网络建设而忽

视建设完成后的管理与效益，在业务需求成熟后，企业将难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必然会导致客户的流失，降低业务收入，并最终损害移动通信企业长期的运营效益，

妨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同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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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中国移动通信作为资产密集型企业，其核心竞争力是资产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

低化。这些年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固定资产的数量和种类

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价值大、分布范围广、变动频率高’’等特点，一旦管理不

善，很容易造成设备及后续资产流失。如何有效管理资产，并将其与企业的生产成

本和盈利能力综合平衡，是对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一种考量。为进一步满足公司精

细化管理及《萨班斯法案》有关管理要求，全面提高固定资产的管理质量和效率，

最大限度的挖掘固定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原有的固定资产管理观念和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引进“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研

究和解决公司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于移动通信这类资产密集型企业来说，资源的信息数据庞大，企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企业的资产数量也大幅增长，但目前资产管理方式仍是传统的手工方式，

这样的管理手段使得工作量大、效率低下、信息不全、可靠性差。同时，各职能部

门之间也缺少信息共享，严重制约了企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针对中国移动现

阶段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出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

借助现阶段使用的较为先进的ERP帐务处理系统，同时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对

固定资产从增加到使用到退出的所有环节进行管理及控制，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

合，对于资产形成无缝隙的闭环管理。

当今世界是两大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通信产业和自动识别产业。世界正在经

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无线通信和Intemet互联网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全

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自动识别技术是将信息数据自动识读、自动输入

计算机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可为我们提供快速、准确地进行数据采集输入的有效手

段，解决了手工操作中人为因素造成的数据输入速度慢、错误率高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自动识别技术的告诉发展和不断普及，目前已经覆盖到了从物流、制造、零售

到政府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等各个行业应用领域，也在不断的改变着企业的各种生

产、作业方式和管理理念。

因此，中国移动通信为解决日益庞大的固定资产的管理，提高企业的投资利润

率，同时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确保其保值增值，避免国有资产流失，采用固定资

产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借助于先进的通信技术及自动识别技术，解决企业同益严

重的资产管理的实际性问题。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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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及框架结构

本文采用理论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根据中国移动公司固定资产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整体规划及原则，以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为前提，定位在中

国移动公司总体战略的高度上，不仅强调公司内部各个环节间的分工、协作、专业

化，更强调决策层对于整个企业资源的监控和整合。通过在建设备系统及固定资产

实物管理系统，将先进的通信技术、自动识别技术应用到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中来，通过公司信息共享，充分利用现有系统和资源，实现中国移动公司在全公

司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本文将针对宰幸移动公司现阶段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进行具体

的分析；同时对奉串移动公司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系统做现状评述、分析，紧密围绕其

行业特点，根据以上分析，对宰}移动公司的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进

行现状评述及分析，最后针对在实施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尚需完善的部

分能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本文一共分七个章节，共三万字左右，首先论述了生命周期及固定资产生命周

期理论，同时阐述了企业固定资产的定义及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移动通信企

业实施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意义。接下来结合中国移动通信企业的固定资产

管理的模式、固定资产管理等现状、以及通过从固定资产的投资环节、日常维护环

节、退出环节的问题分析，阐明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实施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重要性。然后通过对EAMS、AMS系统的介绍，阐述中国移动实施固定资产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方案，最后通过归纳总结，分析在日常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及不

足，对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预测。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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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固定资产生命周期管理

2．1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Life Cycle)‘，原为一生物学名词，为生物有机体从卵或孢子开始

发育，经胚胎期、成熟期、生殖期、衰老期直至死亡的全过程。近些年，生命周期

这一理论得以广泛的应用，延伸至系统工程概念，将生命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

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特别是在政治、经济、

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经常出现，其基本涵义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从摇篮

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整个过程。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命周期有不

同的界定，如人类学领域，研究提出的生命周期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阶段；家

庭研究领域，生命周期是指一系列根据家庭结构与规模变化划分的父母阶段；心理

学领域，则强调按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来划分不同阶段。固定资产的生命周期是指投

资、建设及实物管理的全过程。

2．2固定资产的生命周期管理

何为固定资产2，是指同时具备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一、为生产商品、提供

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从固定资产的会计定义看，固定资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

企业持有固定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即企

业持有的固定资产是企业的劳动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用于出售的商品。

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指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计期间，或者该固定资产多

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通常情况下，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指适用固定资

产的预激期间，对于机器设备而言，其使用寿命边线为一改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

’资料来源于：IS014043《生命周期评价生命周期解释》

2资料来源于：《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同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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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劳务的数量。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超过一年，意味着固定资产属于非流动资

产，需要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逐渐减少账面价值。由于其使用年限较长，故应加强

对其进行管理。

三、固定资产是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具有实物特征，这一特征将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予以区分。

固定资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对于企业来讲，在符合会计定义的前提下，应当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能加以确认。

一、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固定资产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在确认固定资产

时，需要判断与该项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并同时满足固

定资产确认的其他条件，那么企业应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

二、该固定资产的成不能够可靠的计量。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基本条件。企业在确认固定资产成本时

必须取得确凿的证据，但是有时需要根据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对固定资产的成本进

行合理的估计。

作为有形资产的固定资产，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对于像中国移动这样资产密

集型企业，除了帐务处理包括的初始计量、折旧、报废处置等方面的管理，其实物

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实物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财务核算的准确与否，对

企业的资本结构、利润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即是通过

对固定资产的实物管理，从而达到其财务核算的准确性，为企业的战略发展、整体

规划、领导决策提供合理的依据。

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指从前期规划、设备选型、设计、采购、安装、调

试管理开始，到交付运行后的设备运行状态监控、维护保养、调动、退役直至报废

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是一套涉及财务、管理、工程、采购、库存的集成管理系统。

实施高绩效的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通过全方位提升资产运营理念，完善资产

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形成较为完整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资产全生命周期

管理是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需要横跨财务、规划设计、物资、生产等部门，需要

企业成立专门的责任部门，统管整个资产管理；需要遵循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

念，实行流程优化和流程再造，实现业务目标；需要建立相应资产评估和考核制度，

提高资产管理的可控性。

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如图2—1所示：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第6页共49页

企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

∥攒繁赛≠形矗前j豫罐了乎。够： 转资衔磅7哟?资产形成后”。张_7

寥算茹管毒，’7羹南毒矗1》库毒毒二y。：矗复‘玛 ：’ =’j ，资产实物管理7‘；。毒一>
／⋯#a。‰u 落嘉銎购l§§移谬拨l臻产维壤l司i

茎絮墓卜季攀～{|||鬟囊篡
工程管 资蠢冀围l纛赢管理i舞产销甓l褥答锈瑷参
理系统 j，1|“l： |望嚣锋瑷i资产掇黠}、：：三、二!。妻．

i !；?7 1：-}磐硷锤理8臻产出襁侈：蔓?荔：≯霉
黔雾’￥。擘繁：≯’鬣纛菇。?簟4 ’警 t

爹+，溺 ，，⋯一一 嬲缀缠笏聪缆
lL》-网管类系统 )

援蓑羧)妻翟瑟)霎饔篓》缓ERp系!寇> 锈声鳞麓警瑗
’1

>

图2-1 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完整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他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不仅包括资产形成后的资产实物管理，还包括在资产形成前的投资管理、工程建

设管理等相关管理环节，同时还包括转资衔接、资产价值管理等辅助管理系统，可

以说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涵盖了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2．3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予电信运营企业的重要意义

对于电信运营企业来讲，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意义重大。

首先，从外部环境而言，由于电信行业重组等原因加剧了电信市场的竞争程度，

各通信企业都面临着收入增长放缓、利润空间逐步缩小的局面，过去单纯的外延式

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向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增长方式转变。未来效益的

提升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的内部挖潜实现，而提升资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是企

业挖潜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够为企业创造巨大效益。

其次，从企业内部管理而言，电信运营企业的的固定资产具有总价值高、数量

大、分布广，资产调拨频繁，管理难度较大等特点，保持账、卡、实相符难度较大，

实物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更重要的是，现阶段通信行业资产分析相关专题数量较少、

质量不高，很难对管理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电信行业的通信网络是企业长期投资建设所形成的重要资产，为企业的经营生

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行业的高速发展也给的管理决策带来了越来越大

的压力。各企业都提出了从单一的通信运营商提升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发展战

略。随着业务范围从通信行业扩展到信息领域，网络的改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也越

发重要。

2000年以来，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成功的实现了海外上市，随后这些年，

中国移动通信企』k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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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海外资金正通过融资的形式为中国通信行业的的发展助推加力，同时，资本

市场公开和严谨的约束力也督促通信企业不断完善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企业的投资规模、投资回报率收到了资本市场的密切关注。中国移动通信的高层管

理人员曾说过：“企业上市后每一笔资金的使用都必须经得起股东的置疑。’’因此，

通信行业要有效地进行固定资产管理，就必须借助一个综合的目标导向，在满足市

场需求(包括现实存在的和潜在的)、规避投资风险与实现投资效益之间找到平衡

点。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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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3．1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

3．1．1固定资产的种类

作为通信企业，中国移动的固定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固

定资产有严格的确认原则，并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形成目录管理，并定期根据实际情

况的变化维护更新。在固定资产的目录中，除了对各类固定自查的类、项、目、节

名等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外，还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计量单位等进行规范和统一，

同时还对个别固定资产所囊括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对固定资产的规范、统一

管理奠定了基础。固定资产目录管理的总体原则为：总部负责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制定及维护固定资产目录。固定资产目录主要包括资产类别编号和资产类别描

述。固定资产目录将固定资产划分为“类"、“项’’、“目"、“节"、“名"五个层次，

其中“类”、“项”、“目”、“节”的资产类别编号和“类"、“项”、“目”、“节"的资

产类别描述由总部统一定义、统一维护。固定资产目录中“名”的编号规则由总部

统一定义，“名"的描述由各省公司财务部和业务管理部门根据资产情况和实际管

理的需要统一进行细化和定义，其定义规则和取值标准以省公司为单位统一制定及

维护，地市公司不允许随意增减修改固定资产目录条目。软件目录中“名”的资产

类别编号和资产类别描述由总部统一定义、统一维护在资产目录的使用及执行过程

中，如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类”、“项”、“目”、“节"的内容时，以省公司为单位

将增补建议及时上报，总部财务部及业务管理部门讨论确定后，对资产目录的内容

进行统一增补，并以发文的形式下发，全国统一标准执行。。

该目录共分九个大项，分别为：

一、核心网及无线接入设备：包含核心网设备(电路域、分组域、IMS以及其

他核心网设备)、无线接入设备(2G无线设备、其他无线设备、TD专用无线设备)

以及应急通信及测试设备等

二、互联网及业务平台：包括互联网设备以及各类业务平台设备(数据业务平

台、语音业务平台、IMS专用业务平台、集团客户业务平台、TD增值业务平台)。

三、传输网设备：包括传输相关设备(光传输设备、其他传输及配套设备、同

步网设备)与相关管线(光缆、电缆、管道、杆路、线路监控及其他设备)。

中国移动通信企ik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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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撑网设备：指不直接承担用户信息流传递，而是网络操作维护、业务管

理、决策支持等提供后台服务的设备。包括各类网管系统、BOSS系统、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经营分析系统、测试中心系统、客服中心、各种监控系统以及企业信息

化系统等的网络设备、计算机主设备、存储设备、计算机辅助设备、数据采集设备、

监测设备、业务管理设备等。

五、动力空调设备：指生产用、非生产用的电力供应设备和空调设备，包括：

发电与动力设备、空气调节设备、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设备。

六、办公设备和家具：指用于生产用和非生产用的各类办公设备、家具、电器、

器具等。

七、物业及配套设备：指生产及非生产用房屋建筑物，以及与房屋建筑物相关

的附属设施和配套设备、土地等，包括：房屋、建筑物、建筑物附属设施、配套设

备。

八、运输起重设备：包含各种载人载物车辆、专用车辆、摩托车、起重、升降

设备、传动运输机械以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

九、其他设备：指上述八类设备以外的，用于辅业生产、施工、后勤和医疗等

方面的生产维修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

3．1．2固定资产管理模式

在移动通信企业中，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以木水公司为例，连续三年

的固定资产的占比都达到60％以上，再加上TD的投资建设，固定资产的占比还有

上升的趋势。强化固定资产的管理已成为目前移动通信企业经营管理的重中之重。

表3．1 ”分公司3年固定资产占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固定资产 资产总计 占比

2007 54174 89009 61％

2008 67170 100562 67％

2009 75940 114962 66％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实行集团统一掌控，省公司、市分公司、县

分公司三级管理的体制。

省公司负责全省固定资产管理，结合全省实际情况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对全省固定资产的使用、增减变动等实施有效管理；负责组织全省固定资产

的建设、维护、大修和更新改造；在权限规定范围内，办理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的审

批及上报工作。

地市分公司负责本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伞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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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的措施；掌握本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增减变动情况；在权限，．．呵宅范围内，

办理相关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损失、报废的审批及上报工作。

县分公司主要负责对自己直接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实物管理，如实记录本单位

固定资产的使用、增减变动情况；在权限规定范围内，办理相关固定资产的增减变

动、损失、闲置、报废的上报工作。

各单位的财务部负责资产的综合管理；专业管理部门从专业、技术角度牵头负

责本专业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工作；使用部门具体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和任务

财务部主要负责固定资产的记录和核算；参与与固定资产有关的重要事项的决

策；牵头办理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报废、毁损、转移等的报送与审批；牵头组

织固定资产清查盘点，综合分析固定资产的经济效益等。省公司、地市分公司、子

公司财务部都设置了专门的固定资产管理岗位，并根据需要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并

保持其相对稳定，人员变动时须妥善办理交接手续，保证工作顺利交接。

专业管理部门负责从专业、技术角度牵头进行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工作，包括：

掌握固定资产实际使用情况和技术发展状况，分析本专业固定资产使用效果，对固

定资产报废、减值、拆除、出售等提出建议；配合财务部进行固定资产的盘盈、盘

亏、报废、减值、毁损、转移等过程中涉及的技术鉴定及审查工作；配合固定资产

目录的维护等。专业管理部门应至少指定一名人员牵头处理固定资产管理相关事

宜。

使用部门负责具体落实本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工作，跟踪和更新固

定资产存放地点和管理责任人；执行固定资产盘点清查，配合报废资产的后续清理

工作等。各使用部门均应指定至少一名固定资产管理员，归口负责本部门固定资产

的实物管理工作。

管理职责分工如下表二所示：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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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管理职责分工表

事项 财务部 专业管理部门 实物使用部门 工程建设部门 采购部门

负责牵头建立 配合建立并 配合建立并维 负责在工 负责

并维护资产管理制 维护使用相关的 护使用相关的资产 程管理制度中 在物资采

度规范 资产管理制度规 管理制度规范 涵盖与资产管 购管理制

负责建立并维 范 负责遵循资产 理相关的环节 度中涵盖

制度 护资产财务管理相 负责建立并 管理的规章制度进 并指导落实 与固定资

建设 关的制度规范并指 维护本专业资产 行资产的实物使用 配合维护 产管理相

及维 导落实 实物管理相关的 及保管维护 资产目录 关的环节

护 牵头建立并维 制度规范并指导 配合维护资产 并指导落

护资产目录 落实 目录 实

负责建立标签 配合财务管 配合

条码的编码规则 理部门建立和维 维护资产

护资产目录 目录

负责新增资产 监督本专业 负责对所使用 负责进行 负责

(工程转资、零购) 新增资产信息准 的新增资产进行交 工程建设转资 提供零购

财务核算 确 接确认，确保资产 准备，及时准确 资产的信

资产
负责新增资产 完好，信息和标签 提供工程转资 息

在ERP系统中转资 完整准确 资产的信息 负责
新增

并更新系统 负责记录资产 负责与实 与实物使

打印资产标签 使用人和地点等信 物使用部门进 用部门进

息 行资产交接 行资产交

接

负责在财务系 负责统筹安 负责部门内部

镜：薯”。。jjij‘jt” ～，+群j ’t：

≯
，

》。：．、。，～ Z
⋯

统中进行资产信息 排本专业资产跨 的资产调拨 i

更新 部门和地市公司 地市公司问和
够。 I{Ii r?

}
“

{v

、

二t 。
!

》 ，w

j’

调拨 部门间的资产调拨 ；． 。

审批地市公 由调出部门和调入
i一

，⋯ ； ÷ 。

资产
嚣+ ，

“

，巴_

司间和部门间的 部门向实物管理部 爹‘，’
’

：1

调拨 錾
资产调拨申请 门提出资产的调拨 》

琴：“
^j

申请，并负责审批 l。 ：

爹’j
后的实物转移 ≤j 。

负责在系统中
爹7

’=7

蓍
魏

’。

进行资产信息更新 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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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财务部 专业管理部门 实物使用部门 _T程建设部门 采购部门

移I ，

。：r
t ≯i．毒参凌

负责固定资产日 负责对固定 负责本部门所
笺j’|。0。，： ；‘吲，：4参‘j 一

常使用维护维修的 资产的使用、保管 使用固定资产／TD
髦o。““?‘j≯ 露：：≯童鲁

财务核算 和维护工作进行 资产的日常保管维
瓣 ，

日常 指导，确保固定资 修维护
?r-^．。：。蔗：

氦≈ ，／‘o

；强≠二7锄?■∥：‘ ，‘。

使用 产处于良好运行 负责记录因日常
菱，，j 。，j，鼍 ■一 g，?j参∥。

维护 状态 使用维护维修所引
移 。，t +i

6。

．。

爹t：，≯，‘珏；。每#：?吩；7i’!：南 i零。；碧甍维修 起的同定资产／TD 0’’’：!：一t j；

。覆量． 1耄
≯

‰÷。#：：一≯；≯!t s。i|

资产信息变更，如 锈|’ji’j j。j o?j
争j，，， 。，： ，；?≮ ，鬻锣
移+≯i

：
：弘’。j

一 。”。，磐

使用人、维修信息、 》z 、一

致；，： Z o，÷ 。：
#。 ，，i

存放地点等 l：“ ：

j 。

曩二； ：

牵头发起资产 协助财务部 配合财务管理

渗i蒸l i；?文蠢，一j
j’，0参 ：～，j

一■麓’o
_”j

：蠢。’E 、，

．4。+’‘：誊 ；

清查盘点，制定盘点 门制定盘点计划 部门和实物管理部

窿爹≯≮、；：j ，～～j“誓誓
，¨÷

总体计划，并对盘点 负责组织本 门组织的盘点工作

资产 进行监督检查 专业的资产实物 安排，实施资产盘

盘点 负责盘盈盘亏 清查盘点 点

的财务核算 负责对本专 负责查找盘盈

负责起草并上 业资产盘亏责任 盘亏原因

报盘点报告 进行处理
；¨ ，。、．

一

0

负责资产报废 负责资产报 负责资产报废 誊j|? ?。。◆。 I|～一
：。l÷

?， ⋯，，：， ：

的财务审批 废的专业审批，出 清查，根据资产情
扎， ． jj÷ 。t+． j“j轧

良4 io参．。，：、
’

。：

负责重要资产 具技术鉴定等专 况申请资产报废 笺“
，二

，：
；

》。 ： ，，：‘t

报废的上报 业意见 协助报废资产 管 ’|‘。J

。，

．!、 j

： 。

．，．7j

资产 负责资产报废 负责对本专 的后续清理工作 !一 ，

，，，，

?
；

缸

。’

一j__ ；，| ，，～，，

报废 的批复并进行账务 业资产报废处置
_?j

—
}}

j

o∥o巍o
√7

7‘；

处理 进行指导 | 。?妒◆ ?：， ，j ：
”

臂

在ERP系统中 负责报废资
誊。 j 一?‘

％
；’+

；j ：
“

修改资产状态 产的后续清理工

作
}

_|j

0

3．1．3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现状

一、分布广泛、地点多变

移动通信企业属于资产分散型企业，为达到全方位、无缝隙覆盖的效果，同时

要进一步吸收话务量，加强市场竞争力，需在成本及其他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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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多的建立基站或扩容设备，这样就产生设备分部广、分布的地点情况复杂的特

点，以料移动分公司为例，在全市7800平方公司的范围内分布了近900个基站(包

括直放站)，平均不到9平方公里就会有一个基站，从市区到农村，从平地到山顶，

基站已经遍及到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基站地点包括学校、工厂、港口、山区、农田、

地下室、电梯间等地，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分布地点十分复杂。

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移动通信企业的设备可分为2G、3G设备，以2G设备为例，按照大类可以分为：

通信电子设备、通信线路设备、支撑网计算机系统、办公设备和家具、动力空调设

备、运输起重设备、物业及配套设备、土地、其他设备等9个大类，这9个大类共

包括100项、727节的设备。金额多至上千万的MSC、BSC等交换设备，少至几百

元的路由器、扫描仪等设备，面积大至几千平米的房屋建筑物，小至一把小小的办

公椅，都要以资产的形式进行管理，种类繁多，数量也极其庞大，以：Ic水移动分公司

为例，截止2009年12月31日，在册固定资产数量已经达到4万多条。

三、调动频繁，资产变动是常态

由于固定资产单位价值较高，为满足成本的需要，对于载频、机柜、电脑等固

定资产采取拆闲补忙的形式运作。由于季节变动、节假日、高校开学等期间，人口

会产生大量的流动，这部分资产就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进行相应的调整。故资产的调

动相当频繁，变动是常态。

3．2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问题分析

移动通信企业在长期的固定资产管理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形成了

较为严密的管理体系，同时也采取了许多较为先进的管理手段，例如采用ERP系统

进行帐务的核算、利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由于企业存在资产分散、使用地

点范围大、资产种类繁多，变动频繁，管理难度大等诸多因素，致使固定资产在“增

加、使用、退出"三个环节以及管理手段衔接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3．2．1投资环节问题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以购建为主，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

和零星购置。在固定资产投资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转资不及时，部门之间沟通不

足，加之资产确认口径不一致等原因直接导致账实不符。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采购部门对具体设备及同后资产的实物管理了解不够，致

使采购物料的设置同资产的管理目录有很大的差异，加之沟通不够及时，设备出库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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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库清单不够完善，工程主管为应付考核盲目接收，就导致了转资后设备的名称、

规格型号、生产厂家与现场实物资产不相符的情况，有时甚至数量、单位也不一致：

财务人员不参与工程的实际建设与竣工验收，只是根据工程管理部门报来的资料转

资，无法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移动处于大发展时期，为达

到全网无缝隙覆盖的效果，大量精力投放于网络建设与网络优化工作中，建设工程

项目接连不断，而对于建设后期的转资以及后续的资产管理关注不够，致使许多资

产的账面信息同实物不符。

设备采购中由于资金渠道不同，有些设备未能入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家

为了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会采用一定的市场营销策略。移动通信企业在购入大型设备

时，有时厂家会赠送一些维修设备或生产工器具，或免费提供一些设备试用，如果

满足需求在实施采购。如果经办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不能及时沟通，财务人员不能

及时掌握情况，这些获赠的设备等就难以入账，导致固定资产清查时出现盘盈。

由于资金渠道不同以及鉴于成本的压力，移动通信企业购买的部分电脑、打印

机等管理或生产用设备未能作为固定资产入账，导致账外资产的出现。

3．2．2日常管理环节问题分析

人员不固定、责任不够明确：移动通信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各使用部门应设立专职的资产管理员，但由于人员紧张、工作量大等原因，许多的

资产管理员都是兼职，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模式掌握的不够透彻，对于资产的在用、

报废、闲置等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这就使固定资产在管理环节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于一些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修理、转移等工作不够细化，对于财务的核算造成

一定的误差，另外加上固定资产管理员也经常变动，交接工作未到位，有些固定资

产闲置无用、损坏甚至丢失也难以进行责任追究。

对于一些更新改造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完工后，工程主管并不能及时通知财

务部对更新改造的资产信息进行修改，固定资产的实物与其价值脱节，资产价值虚

增或虚减，致使资产的账面信息同实际不符。

频繁调动，账面信息更新不及时。由于频繁调动，而且调动数量庞大，参与调

动的人员较多，手续繁杂，缺乏现代化信息手段，故致使一些相关信息并不能及时

反馈至财务部，致使财务核算并不能及时反映资产的现时情况，财务相关数据未能

达到精细化。

3．2．3退出(减少)环节问题分析

固定资产退出主要是指固定资产的报废、转让、盘亏、毁损无偿调出、出售等。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同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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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退出环节易出现以下问题：

固定资产退出，帐务处理不及时造成账实不符：有些设备已退出运行，铁塔、

塔基早已经拆除，甚至有的设备已按废旧物资卖掉，但未能执行报废制度，凭证手

续不全，财务部门账面上并未注销，仍然计提折旧；迁改的线路不能及时回收，造

成资产流失；与其他地市公司之间的固定资产无偿调拨的手续办理不及时，不能及

时调整账务，导致账实不符。

报废资产处置不符合规定：移动通信企业报废资产的处置制度和办法比较健

全，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执行制度不严或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不少人认为报废

的固定资产其价值已在使用中消耗，已无多大价值，不是控制的重点，因而对废旧

物资的处置管理不够重视。有的部门很可能将申请报废的固定资产先找个仓库一

放，之后无人问津，白白失去了变卖的机会与残值收入；有的对报废固定资产的残

值评估偏低，售价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3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的问题总结

对于中国移动的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数量庞大、分布广、调拨频繁、资产变动是常态；

二、管理涉及部门众多，缺乏高效的协作，单靠财务部门无法满足管理需要，

造成帐、实不符；

三、工程建设周期长，新建采购到验收转资决算需较长时间，存在管理空白期；

四、资产与资源的管理脱节，资产信息的管理较为分散和孤立，共享程度较低；

五、信息化水平不高，管理手段陈旧。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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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实施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策

略

4．1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整体思路

由于目前企业采用的ERP系统侧重资产核算，无法满足资产实物管理和分析提升

的需求，缺乏信息化支撑手段，中国移动决定引进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概念，将对资

产的管理覆盖到规划、设计、施工阶段；同时扩大资产覆盖范围，包含企业办公设备

等其他固定资产。因此需要通过软件系统补充固定资产的实物管理，提供全员可以使

用的系统，实现相关固定资产的业务和行政流程的全过程电子化办公和过程控制，从

而实现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开发资产管理系统，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建立各资产管理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解决资产管理主要瓶颈问题。

固定资产管理GPRS无线解决方案正是结合了通信产业的无线通信互联网和自

动识别产业，以条形码为主线索，无线网络(GPRS／WLAN)通信为载体，提出移动

计算的应用理念，对固定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建设、采购、新增、调拨、维护、

报废等)进行高效、实时的跟踪管理，提供资产的准确标识、信息的高速精确录入

统计、日常的移动跟踪管理，不断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效率，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益。

中国移动接受GPRS无线解决方案这一先进的作业方式和管理理念，在现有ERP系

统的基础上开发新的辅助实物管理系统，该系统需要同时强化整个公司的各类实物管

理、满足萨班斯404款对企业内控的要求、实现资产管理”盘活企业资产，提高整个公

司资产的利用率，减少重复投资”的目标，立足于全公司的角度充分规划、实施实物资

产管理系统。同时ERP系统建成后按照ERP思想也要求进一步加强各类资产的精细化

规范管理和自动化程度，需要一定的系统软件和更先进的PDA设备作为辅助管理手段

对设备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跟踪管理，加强过程控制。中国移动河北公司适时推出EAMS

系统、AMS系统对ERP系统进行辅助管理，实现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这两套

系统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研制，EAMS系统主要针对投资环节进行管理控制，AMS系统主

要针对管控环节及后评估环节提供管理手段及数据支持，整体的设计思路为：

一、以ERP系统为基础，以条形码为线索，建立统一编码、统一管理的资产信

息库；

二、采用先进的GPRS通讯和移动计算设备，对资产实物进行实施跟踪管理；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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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程管理和价值管理相结合，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四、不断精细化、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管理流程；

五、持续建设资产实物的全员、全生命周期管理；

按照上述建设思路，经过研究与论证，针对该系统的建设目标定为如下：

一、针对生产资产和管理资产以及备品备件、租赁资产、村通资产提供全面的

管理功能，建立统一的资产实物信息库，提供全方面、多方位的完整统一的移动通

信企业资产实物管理信息平台，满足各实物管理部门对资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二、网络资产从物资采购接收入库开始，对工程物资一在建工程一固定资产一资

产报废的整个网络资产的生命周期中进行跟踪管理，涵盖项目建设、割接验收、竣

工决算、资产盘点、调拨、报废、处置、资源管理、以及数据挖掘利用等资产管理

的全过程，实现资产管理各阶段的无缝衔接，有效提高工程验收、竣工决算及时性

和准确率，保证网络建设和网络维护中资产的高效运行；

三、通过建立各类资产的实物台帐管理，分层级授权各级管理人员，对各类资

产进行可视化管理，根据各部门管理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查询、统计、管理功

能，分权限维护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相关的资产信息，保证资产信息录入的规范性，

根据相关部门的需求，提供扩充的字段属性信息，全面维护资产的相关信息，为统

计分析和数据挖掘提供准确、标准的基础数据；

四、建立工作计划管理平台，系统根据拟定的工作计划，自动以邮件、短信的

方式通知相关责任人。系统实现资产管理的工单电子化，自动对工单执行情况进行

监督，为KPI考核提供数据支持；对运维业务的各个阶段进行有效监控，确保资产

管理相关规范得以执行；

五、依托资产实物管理平台，消除各部门的资产管理间隙，深化内控机制，资

产管理和资源管理同步，价值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确保帐实相符，满足萨班斯

404款对企业内控的要求，提升相关责任人资产管理意识，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和

使用效益．

4．2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实施过程

4．2．1投资环节

一、投资环节的业务现状

工程项目众多，而且经常扩容；因此在基站等现场物料、工程物资、固定资产、

备件等多种实物状态不易区分；往往一个站点的建设过程中，厂商装箱单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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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出入库口径不一致，厂商的设备管理颗粒度与移动公司的设备管理颗粒度的不

同，也给现场的建设人员带莱很多物料、设备的账、实核对的困难；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由于多种因素，设备实物的出库和ERP出库操作往往不能及时同步，由此带

来设备仓储发货到现场的设备情况与ERP出库情况不符，因此带来很多后续处理的

问题；建设中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工程设备的变动、调拨、退库、借用等实际业务

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进行跟踪和反馈，也会在转资之后引起资产核对的困难；备件

仪表无法单件跟踪，日常业务缺少流程化管理，备件／仪表的使用情况、库存情况、

维修情况不易掌握，无法提供相关统计分析结果。

二、投资系统(EAMS)建设的目标

可以使资产从工程建设阶段就开始利用条形码进行跟踪管理(设备本身携带的厂

商粘贴的SN条码或自己打印的标签条码)，即终端的工作方式，通过PDA程序的在线

和离线两种方式，利用每个设备自身携带的由厂商粘贴的全球唯一SN条码，确认出库

的设备是否到达了指定地点；在建过程中设备的地点发生变更时可以做相应的变更操

作，确保资产的准确性；为后期资产转资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通过建立供应商电子

装箱单与设备S／N序列号与ERP出库单中物料的匹配关系，实现准确的设备核对；利

用GPRS无线网络与PDA的移动计算技术，实现工程现场设备新建、扩容、退库、调拨、

借用等各类业务处理功能；与ERP系统紧密集成，优化管理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处理

的移动能力和数据反馈的及时性；为工程转资提供清晰准确的设备实物清单，提高转

资准确性和及时性，加强工程建设过程管理，降低工程审计风险，提高资产利用，实

现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跟踪和管理。

鉴于以上分析出的目前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企业急需改变目前的资产管理

方式，用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对资产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管理。

4．2．2日常管理环节

一、日常管理环节包含的内容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主要指工程建设完成后，资产由工程建设部门交使用部

门后的使用管理，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新增管理、调拨、闲置、盘点、维修、报废等

一系列的管理。

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是实现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核心，对于资产

密集型的中国移动来讲，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除了日常的折旧、减值等账务处理外

包括固定资产的新增、固定资产的调拨、固定资产的盘点、闲置固定资产、固定资

产的维修与保养、固定资产的出租、捐赠、固定资产的销售、固定资产的报废等实

物管理环节，为配合相关的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管理，也要同对涉及固定资产管理

的地点信息、部门信息、责任人信息、标签信息等相关的信息进行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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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管理环节的现状

(一)没有集成操作、管理和决策分析三个层面的完整的资产管理平台和解决

方案；

(二)规范的管理制度不能得到有力的执行，管理效率低，操作层面缺乏细节

量化管理；

(三)ERP系统的操作权限限制，无法满足全员参与管理的要求；

(四)资产的日常业务流程(如资产增减变动、信息更新等)缺乏严格的过程

控制；

(五)帐、卡、实不能完全相符，无法进行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分析和优化；

(六)公司每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作资产清查盘点，但往往前清后乱

三、资产实物管理系统(AMS)系统的设计目标

资产实物管理系统(AMS)系统作为中国移实现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动推进企业精细化管理，提升资产管理水平，加强和规范实物管理，提高资产利用

效益等工作的重要实现手段，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一)推进管理集中化、标准化、信息化。在全公司范围建立规范统一的资产

管理系统，加强财务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强化财务相关信息关联与共享能力。

强化系统控制，促成财务职能转型，提升管理能力。强化企业管理的集中力度，在

省公司与分公司问建立规范、通畅的信息接口。

(二)充分“摸清家底"，理清资产脉络。排查摸清固定资产的规模及现状，

为后续资产分析提供数据支持。理清资产脉络，了解资产的分布以及基本使用情况。

对资产的各种信息属性进行清查整理，确保信息的准确完整。

(三)加强实物的跟踪、盘点的管理，为各类实物管理流程提供有效信息技术

支撑手段。对资产属性信息的各种变化进行及时准确地追踪与记录。记录资产形成

后的各种操作，为实物管理流程提供有效信息支撑。

(四)前瞻性考虑企业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向，建立多维度的资产分类体系，初

步实现资产的成本效益分析。提升对资产成本效益分析的重视程度，在集团范围内

统一理念，强化理念。归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各类成本费用，建立固定资产利用效

率和价值分析体系，为进行资产结构、效益分析、投资决策等提供数据基础。

四、资产实物管理系统(AMS)系统的设计原则

根据资产管理系统的建设目标，系统设计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开展。

(一)集中性：在各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系统，对资产的操作进行集中管理。实

现固定资产、子资产、村通资产、经营租入资产、重要低值易耗品、备品备件(可

选)等实物在资产管理系统中的全面管理。将实物新增、调拨、盘点、闲置管理、

报废、销售及捐赠等实物操作流程集中进行系统固化。

(二)标准性：在公司内部对实物管理相关流程与职责制定统一标准。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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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按照本规范要求建设系统，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规范性。对实物的相关信息

描述与统计口径进行统一明确规范，为后期分析提供便利。

(三)扩展性：充分考虑未来实物跟踪维护管理业务的发展，支持业务功能的

扩展与重构。综合考虑公司范围的信息化建设规划，支持系统与后续建设系统的整

合。为进一步拓展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实践预留足够空间。

(四)集成性：与现有实物管理周边系统进行有机衔接。对涉及实物管理的跨

部门流程与操作在系统中进行整合。

(五)安全性：设立符合企业管理层级与管理需要的职责与权限。系统与周边

系统的信息交互做到完整、可靠。对实物信息数据及相应的操作日志进行记录，确

保“操作目的明确，操作记录翔实，操作流程简洁，操作历史可查”。对实物信息

数据进行相应备份，保证数据安全。

4．2．3评估环节

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旨在提高企业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为公司的经营

决策提供依据，为加强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正确评价和考核资产的管理

绩效，此应建立相应的固定资产管理的评估分析指标体系，主要通过全面整合过的

固定资产信息与业务信息，根据评估分析的主题、利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属性以及完

整的业务信息进行分类、汇总以及利用ERP报表系统的自动计算功能全面完整地展

开对比分析、结构分析、因素分析等多种分析模式，多角度满足企业管理需求。

首先应以对固定资产的最经济的使用效率为出发点确定需求。为优化固定资产

的管理，在固定资产投资前需要对现在的运营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分析，并确认需

要投资或改良的领域。 从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出发，分析固定资产的现状

与未来预期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同企业预期的差距，评估分析各工作的流程确认设备

使用的最佳的效率和效益的配置，同时评估分析设备的使用异常情况对于企业的风

险，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投资或维护需求。

其次应跟踪固定资产维护全过程，对其过程管理进行评估。固定资产管理的一

个主要的原则是如果没有资产存在的信号，资产就不能被有效管理，相关的成本也

无法得到控制。随着成本管理和设备效用最大化的需求不断突显，公司的财务人员

和固定资产管理员必须了解固定资产的状态，对其管理全过程进行分析评估。首先

应建立维护计划：设备维护计划是企业总体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与总

体计划协调一致。维护计划一般根据维护的历史和过去的执行情况、未来的维护需

求和预期、竞争对手情况以及与最佳实践的对比等信息来制定。根据设备的使用情

况、维护有效性、安全状况、环境要求和法规要求，确定相应的指标，对于设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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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执行情况定期回顾和评估。其次应对设备故障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对有故障

的设备，必须确定故障类型、影响和对生产流程的关键性。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维修

成本、生产损失以及对其它设备的影响等。对此进行评估分析的目的是减少设备故

障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第三是根据固定资产的收益性及费用性，评估分析设备的重置成本和维修成

本：对设备的维修成本和估计的重置成本定期进行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维修设备

或重置设备的经济合理性，有效降低成本。

针对中国移动通信企业，需要建立起完整的固定资产评估体系，这样可以合理

的分配资产，更大限度的的发挥企业的优势。现阶段，按照被衡量和考核的对象不

同，评估分析指标可以分为五大类，一、公司类指标，被监控和考核的对象以公司

或部门为主，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回报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转资率、资产盘亏率、

年底盘点资产帐实相符率等；二、财务管理部门指标，主要监控财务部门对于资产

管理的相关信息，包括总账模块和资产模块数据准确率，系统决策分析报表上报及

时率等；三、工程建设部门指标：转资信息准确率；四、专业管理部门指标：年底

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资产清查盘点完成率、资产实物管理抽查任务完成率、若干

个月以上未处置的报废资产比率等；五：实物使用部门指标：资产盘亏率、年底盘

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抽查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日常巡检资产盘点完成率、日常巡

检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等。指标的设置以公司管理需求为主，根据不通时期公司对

固定资产管理需求的不同，可以对管理指标进行不通的修改，以适应公司管理的要

求。各类指标的设置公式如下：

一、公司管理类指标

1、固定资产回报率：指每单位固定资产创造净利润的值，可以用来衡量固定

资产产生的效益。公式为：当期净利润／[(期初总固定资产净额+期末总固定资产

净额)／9．]X 100％；

2、固定资产周转率：指每单位固定资产创造营业收入的值，可以用来衡量固

定资产产生的效益，公式为：当期营业收入／[(期初总固定资产净额+期末总固定

资产净额)／2]×100％；

3、转资率：指考核期在建工程转资额与年度投资额之间的比值，可以用来加强

投资转固的管理，避免财务风险。公式为：考核期内工程转资额／工程累计投入总

额X 100％。其中“考核期工程转资额"为子公司月报中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

额，而“工程累计投入总额"为子公司年报在建工程年初数与各子公司本年度资本

开支实际完成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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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盘亏率：指某一时段所使用资产原值总额中，发生盘亏资产原值总额

的比例，主要用于督促实物使用部门妥善保管设备，降低资产毁损比率，提高资产

安全，从而提高资产质量，可以从不通的维度进行监控。分维度公式分别为：

(1)资产盘亏率(价值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原值总额／资产原值

总额×100％(取国内口径)；

(2)资产盘亏率(数量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的卡片数量／资产卡

片总数量×100％；

(3)除载频外资产盘亏率(价值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不包括载

频)原值总额／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总额×100％(取国内口径)；

(4)除载频外资产盘亏率(数量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不包括载

频)的卡片数量／资产(不包括载频)卡片总数量×100％；

5、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指通过年底的统一资产盘点检查财务账务系统

(ERP系统中的资产明细表中的内容)与资产实际信息是否一致。该指标的目的主

要是及时记录跟踪资产状态变动。该指标同样可以从不通的维度进行考核，分维度

的公式如下：

(1)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卡片数量

／盘点资产卡片总数量X 100％；

(2)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原值／盘

点资产原值×100％(取国内口径)；

(3)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卡片数量／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卡片总数量×100％；

(4)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原值／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100％(取国内口径)；

注：判定账实不符的标准：如一项资产台账内一项或多项信息(资产标签号、

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归属部门、使用人、所在地点、使用状态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则判定为一项不符。

二、财务管理部门指标

1、总账模块和资产模块数据准确率：指总账模块中的资产数据与ERP系统中

的资产数据的相符程度。该指标的目的是提供资产价值管理的准确性，从而加强资

产管理方面的管控。公式为：总账模块和资产模块数据准确率=[1 FA报表本月资产

原值期末数一月报资产原值期末数I+I FA报表本月资产净值期末数一月报资产净值

期末数l+I FA报表本月累计折旧期术数一月报资产累计折旧期术数I+I FA报表资

产减值准备期末数一月报资产减值准备期末数|]／FA报表内资产(原值期术数+净

值期末数+折旧期末数+减值准备期末数)X 100％，(取国内口径)，(注：IaI为a

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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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管理系统决策分析报表上报及时率：指资产管理使用相关部门应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汇总生成决策分析报表。该指标的目的是加强决策支撑分析，强

化报告与分析。该指标的公式为：决策分析报表上报及时率=及时上报次数／考核期

应上报次数×100％；

三、工程建设部门指标

转资信息准确率：指工程建设部门应该准确提供转资信息，保证转资资产交接

的资产信息准确。该指标的目的是加强转资信息的准确性，加强投资管控。公司为：

[卜考核期内查验出的转资资产不准确的数量／考核期内查验的转资资产量]×

100％；

四：专业管理部门指标

1、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指通过年底的统一资产盘点检查财务账务系统

(ERP系统中的资产明细表中的内容)与资产实际信息的一致性，该指标的目的是

能够及时及时记录跟踪资产状态变动情况。分维度公式如下：

(1)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卡片数量

／盘点资产卡片总数量×100％；

(2)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原值／盘

点资产原值X 100％(取国内口径)；

(3)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卡片数量／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卡片总数量X 100％；

(4)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原值／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X 100％(取国内口径)；

注：判定账实不符的标准：如一项资产台账内一项或多项信息(资产标签号、

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归属部门、使用人、所在地点、使用状态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则判定为一项不符；

2、资产清查盘点完成率：指每年实地盘点资产数量与账面资产数量的比率，

其目的是为保证资产得到全面管理。其公式为：实际盘点资产数量／账面资产数量

×100％：

3、资产实物管理抽查盘点任务完成率：指实物管理部门每季度按规定应该完

成对资产使用部门的抽查盘点工作，该指标的目的是为保证对资产实物管理方面的

抽查盘点能够得到有效地执行，从而保证账实相符。公式为：实际完成的资产实物

管理抽查盘点任务工单数量／计划规定的资产抽查盘点任务工单总数X 100％；

4、若干个月以上未处置的报废资产比率：是指报废后超过若干个月应处置尚

未进行处置的资产占总应处置报废资产的比率，该指标的目的是为促进实物管理部

门或仓储部门及时对报废资产进行实物处置，从而保证账实相符。该公式为：若干

个月应处置但尚未进行处置的资产数量／若干个月应处置资产总数量×100％：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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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省公司6个月内已报废应处置的资产总数量为100个，但6个月后其

中尚未处置的有20个，因此其6个月以上未处置的报废资产比率为20％。

五、实物使用部门指标

1、资产盘亏率：指某一时段所使用资产原值总额中，发生盘亏资产原值总额

的比例，该指标的目的是促使实物使用部门妥善保管设备，降低资产毁损比率，提

高资产安全，从而提高资产质量。分维度计算公司如下：

(1)资产盘亏率(价值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原值总额／资产原值

总额x 100％(取国内口径)；

(2)资产盘亏率(数量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的卡片数量／资产卡

片总数量×100％；

(3)除载频外资产盘亏率(价值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不包括载

频)原值总额／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总额×100％(取国内口径)；

(4)除载频外资产盘亏率(数量统计)=系统自动计算的盘亏资产(不包括载

频)的卡片数量／资产(不包括载频)卡片总数量×100％。

2、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指通过年底的统一资产盘点检查财务账务系统

(ERP系统中的资产明细表中的内容)与资产实际信息的一致性，该指标的目的是

及时记录跟踪资产状态变动。分维度计算公式如下：

(1)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卡片数量

／盘点资产卡片总数量×100％；

(2)年底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原值／盘

点资产原值X 100％(取国内口径)；

(3)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卡片数量／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卡片总数量X 100％；

(4)年底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原值／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100％(取国内口径)；

注：判定账实不符的标准：如一项资产台账内一项或多项信息(资产标签号、

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归属部门、使用人、所在地点、使用状态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则判定为一项不符。

3、抽查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指在资产抽查盘点中，检查出的财务账务系统

中(ERP系统中的资产明细表中的内容)与资产实际信息的一致性，该指标的目的

是及时记录跟踪资产状态变动。分维度计算公司如下：

(1)抽查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抽查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原值／抽

查资产原值X 100％(取国内口径)；

(2)抽查盘点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抽查中账实相符的资产数量／抽

查资产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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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查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抽查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原值／抽查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100％(取国内口径)；

(4)抽查盘点除载频外资产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抽查中账实相符的资产

(不包括载频)数量／抽查资产(不包括载频)总数量×100％；

注：判定账实不符的标准：如一项资产台账内一条或多条信息(资产标签号、

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归属部门、使用人、所在地点、使用状态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则判定为一项不符。

4、日常巡检资产盘点完成率：指网络类资产管理责任人在日常巡检盘点过程

中，按计划完成的资产盘点任务的比例，该指标的目的是将日常盘点融入到网络维

护人员的日常巡检过程中，从而保证资产状态的准确。该指标公式为：考核期内已

完成的日常巡检盘点的工单数／考核期间内计划的日常巡检盘点工单总数X 100％。

5、日常巡检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指在日常巡检的资产盘点过程中，检查出

来的财务账务系统(ERP系统中的资产明细表中的内容)与资产实际信息的一致性，

该指标的目的是及时记录跟踪资产状态变动。分维度计算公式如下：

(1)日常巡检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原值

／盘点资产原值×100％(取国内口径)；

(2)日常巡检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资产数量

／盘点资产总数量×100％；

(3)日常巡检除载频外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价值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

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原值X 100％(取国内口径；

(4)日常巡检除载频外资产盘点账实相符率(数量统计)=盘点中账实相符的

资产(不包括载频)数量／盘点资产(不包括载频)总数量×100％；

注：判定账实不符的标准：如一项资产台账内一项或多项信息(资产标签号、

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归属部门、使用人、所在地点、使用状态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则判定为一项不符。

4．3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预测

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指从前期规划、设备选型、设计、采购、安装、调

试管理开始，到交付运行后的设备运行状态监控、维护保养、调动、退役直至报废

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是一套涉及财务、管理、工程、采购、库存的集成管理系统，

其信息化管理实施和应用维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中国移动的固定资产全

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设计及运行都已经相对稳定，其在建工程管理、固定资产的实

物资管理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但是投资计划、采购库存等业务尚游离于全生命

周期管理系统外，另外有部分业务流程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例如在建工程转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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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3．1计划管理

一个企业投资计划的制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外部环

境，比如行业发展动向、企业发展战略、业务与市场发展战略等；一个方面是影响

企业投资的内部环境，比如企业现有的资源状况、各类资源的投资效益、地区投资

影响因素等。综合上述因素，制定的投资计划除了应具备外部环境所需的系列要求

外，还应符合内部环境所需的各项功能，例如应结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中长

期能力总体规划(如五年规划、三年滚动规划等)；应根据企业近期业务发展及业

务构成进行的投资专业结构(或产品结构)分配规划；应按照企业业务所涉及的区

域及各区域需求能力的不同，将投资总额在各区域问进行合理的分配；应进行固定

资产的重置规划。其中对于固定资产的重置规划对于以后的资产管理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启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投资计划指导各种投资项目的具体形成，同时对于项目

的评价决策提供高层决策依据。其前因与固定资产的管理密切相关，其后果对于项

目的形成及资产的形成及管理具有影响。因此投资计划管理在整个企业的运营过程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生命起点。

4．3．2采购管理

作为固定资产的实物流转管理部门和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采购执行部门，物资

采购供应部应统一负责固定资产的采购、运输、出入库、验收、存储、配送、回收

再利用、固定资产的报废回缴处理等工作，同时根据相关部门的审核结果，组织完

成固定资产的实物转移；负责在库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推动在库固定资产的有效

利用；参与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竣工验收；接收闲置固定资产实物入库，负责建立、

维护在库闲置资源信息，推动在库闲置固定资产的有效利用；组织专业、财务、监

察、审计等部门处理闲置、报废固定资产或拆旧料、工余料，并将变价收入及时交

财务部入账。移动通信企业的采购管理大多也采用信息化管理的模式和手段，但是

由于处于初期阶段，大多都以独立运行系统的形式存在，虽然同MIS系统、OA系

统进行关联，但尚未同固定资产管理的AMS、EAMS系统相融合。

4．3．3库存管理

库存管理是物流管理的中心点，也是固定资产管理重要的环节。作为物流管理

的核心，库存管理是对固定资产及工程物资的流动、循环管理控制的系统。库存管

理系统是通过入库业务、出库业务、库存调拨、物品报废等业务，结合库存盘点，

即时库存管理等功能综合运用的管理系统，对库存固定资产及工程物资的物流全过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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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行有效控制和跟踪，实现完善的固定资产仓储信息管理。该系统同采购管理系

统、MIS系统、移动oA办公系统协同工作，能提供更完整的业务流程管理。如图

4—1所示为仓库管理流程图，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尚未同资产管理的AMS、EAMS

系统融合。

图4-1 仓库管理流程图3

4．3．4工程转资环节流程的控制

资产管理流程部不仅仅包括新增、调拨、闲置、维修、报废、盘点等同常操作

流程。其中在建工程初验转固流程也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流程，由于中国移动在

实现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采用的是两套系统，分别由不同的开发商研

制、开发，分别侧重于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在两者衔接中不是很严密，即对工程

建设转为固定资产这个环节控制有漏洞，而资产转资这个环节往往是固定资产后续

日常管理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对会以后的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造

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制造很多的人工的浪费，因此应规范所有工程项目及零购项

目的转资工作管理，明确转资过程中的职责划分，提高转资资产的信息质量，为转

资后资产的日常管理奠定基础。

资产交接前，财务部门依据工程建设部门通过ERP系统产生的固定资产暂估

交付资产明细表及时打印标签，工程建设人员及时完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完成标签

的粘贴工作。资产接收部门在同工程建设部门进行固定的实物交接工作中应使用

3图片来源于《移动采购平台项目的信息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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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读取设备确认交付表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并核实标签粘贴是否准确且有无

遗漏。如交接过程中发现实物与固定资产暂估交付资产明细表信息存在差异，工

程建设人员负责查找差异原因，并配合财务、接收部门进行实物调拨或账务处理。

资产交接完成后，交验各方在固定资产暂估交付资产明细表中签字确认。财务部

依据双方签字的固定资产暂估交付资产明细表在ERP系统操作转资后，资产信息

会更新至AMS系统，资产的状态信息为“在用”。流程如图4—2所示：
势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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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在建工程转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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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各操作系

统实施方案

5．1 EAMS系统

通过EAMS系统，主要规范资产实物管理与运维流程、促进网络资源管理相结

合，从设备到达现场开始进行条码标识和跟踪管理，建立设备结构关系，运维业务

工单化驱动，PDA现场执行工单，实时反馈设备异动，保证帐实一致。实现各类资

产实物管理流程化、规范化，主要包括网络设备的新建、扩容、减容、搬迁、维修

等流程，非网络资产的调拨、闲置、报废、处置等流程，备件／仪表的采购、领用、

返还、维修、升级等流程。建立实物明细台帐，明确资产设备颗粒度定义，明确管

理职责，保存完整的设备履历。同时与相关系统集成，帐、实一致满足萨班斯相关

条款的要求，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5．1．1EAMS系统功能说明

一、系统总体业务蓝图

系统地目的要将所有设备使用条码标识并录入到系统中的设备(资产／实物)进

行全程跟踪，对设备的各类变动进行流程化管理。该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实现设备全

生命周期跟踪和实现网络资源的动态管理。通过该系统，能够逐步完善资产实物管

理与运维流程及网络资源管理相结合；并能实现从设备到达现场开始进行条码标识

和跟踪管理，建立设备结构关系运维业务工单化驱动，PDA现场执行工单，实时反

馈设备异动，保证帐实一致，同时实现各类资产实物管理流程化、规范化。通过该

系统还能明确资产设备颗粒度定义，明确管理职责，保存完整的设备履历与相关系

统集成，帐、实一致满足萨班斯相关条款的要求，提升资产管理水平。该系统总体

设计蓝图如图5—1所示：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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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EAMS系统总体业务蓝图

二、设备安装和条码标示

由于建设中的设备尚未生成固定资产，因此没有固定资产标签号，同以站点内

不同状态的设备难以区分，容易造成帐实不符，EAMS系统的解决方案详见图5-2。

并

图5·2 EAMS系统设备标签流程图

息

标签

三、设备新建业务流程

获取ERP出库单并分解到各项目／任务，然后创建新建业务工单，使用PDA条

码扫描终端，在现场设备新建时，进行设备的S／N序列号扫描与核对，实现电子装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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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单中设备S／N序列号与ERP出库单的物料匹配与精确核对；可以支持直发现场的

情况处理。详见新建业务流程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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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设备新建业务流程

四、设备退库业务

对于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对物料进行退库处理时，系统可以获取ERP退库单并生

成退库工单，派发到PDA端进行扫描核对，还可以在现场使用PDA发起退库工单，

直接扫描退库物料，然后提交ERP系统退库，实现双向的业务操作处理，及时准确

的完成退库操作。

五、设备调拨业务

当物料发生任务间或项目间调拨时，系统可以获取ERP系统的物料调拨单，并

派发到PDA进行调出和调入核对和确认，确保调拨准确无误。

六、设备替换业务

当由于建设周期要求等原因借用了其他设备时，可以通过PDA进行设备替换业

务，及时更新设备信息，保证ERP出库物料与实际安装设备的一一对应；借用的设

备及时返还，避免工程设备与备件或其他资产设备混用。

七、验收交接业务

工程部门在建设完成，与网络部进行交接验收，通过系统进行验收核对，可以

支持PDA扫描验收功能，加强验收开通时交接的准备性和实效性，统一设备识别口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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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设备调拨业务

在设备验收开通后、未转资之前，因运维原因(如拆闲补忙)网络部需要调拨

或迁移设备时，需进行设备转移业务，记录设备的地点等变动信息，在设备转资后，

反馈准确变动信息。

九、资产映射业务

系统在站点建设完成后，可以形成准确的设备实物清单，并与ERP衔接定义和

生成固定资产明细清单，实现从厂商S／N序列号或自定义序列号一>ERP物料一>资

产标签号的映射关系，为后续财务进行工程决算提供精确的数据，提高转资准确率，

并可以使用PDA配合进行工建部门与维护部门的实物交接的核对工作。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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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MS系统

AMS系统通过具体的实施，将管理规程固化到系统中，在软件行政业务处理过

程中达到管理规范的效果。各单位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目标明确、权责清

晰、流程规范、过程可控的固定资产管理实施细则。固定资产的动态效能管理，注

重资本投资管理与存量资产管理、综合管理与专业归口管理、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

的接口衔接，按照“以人为本、机制健全、政策引导、全员参与、精细管理、考核

到位"的原则，实行权、责、利统一。

整个系统的建设指导思想：

一、以条形码为线索，建立统一编码、统一管理的资产信息库。

二、采用先进的GPRS通讯和移动计算设备，对资产实物进行实施跟踪管理。

三、流程管理和价值管理相结合，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四、不断精细化、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管理流程。

五、持续建设资产实物的全员、全过程管理。

5．2．1AMS系统功能架构

圈圈圈囵圈
图5—5 AMS系统功能架构

根据实际情况和重要性原则，搭建资产实物管理平台系统，在平台上搭建不

同类资产的管理模块。首先解决的是固定资产实物的管理，因为固定资产的总价值

高，数量最大，管理也最复杂。在突破了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的基础上，其他功能相

对容易实现。同时规范资产的行政和业务流程，辅助ERP系统做好了帐一卡一实三

者相符的工作，在准确的基础数据之上可以利用相应的财务智能分析平台进行深入

的资产多维分析和统计，为决策提供依据。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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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AMS系统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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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描述

实现各地市分公司、省公司本部和机关的资产新增操作。市公司资产会计每月

定期从MIS系统获取新增资产卡片信息数据，然后导入到本系统中。从ERP系统获

取数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EXCEL表或文本文件作为导入和导出的工具。

过MIS系统开放的接口。

(二)流程图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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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新增

图5．7 AMS系统新增资产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每月各地市资产会计、省公司本部／机关资产会计登录系统； ，

2、选择导入方式：文件导入／mlS接口读取；

3、如果是从文件导入，则浏览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击提交，系统载

入新增的资产并校验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则点击确认键正式导入到固定

资产实物表；

4、如果是从MIS接口读取，则直接点击【从MIS接口读取】功能，系统自动

从MIS接口获取新增资产列表并显示，确认后IF式导入固定资产实物表；

5、导入成功后进入待转正界面，在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确认无误后，转入该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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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资产管理界面。提示是否打印资产标签；如果打印，则系统自动驱动打印机进

行标签打印。

6、资产新增结束。

5．2．4AMS系统资产调拨流程

(一)功能描述

主要实现各地市分公司、省公司本部和机关的资产调拨操作，包括公司内部调

拨、公司间调拨、省市间调拨。

(二)流程图

不

图5．8 AMS系统资产调拨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l、各地市资产会计、省公司本部／机关资产会计登录系统；如果是市公司间或

省市之间调拨资产，则调出方资产会计直接做资产调出操作；系统记录调拨历史信

息后，完成调拨。调入方通过资产新增功能，导入新增的资产；

2、如果是市公司内的资产调拨，则由使用人发起调拨申请，调出部门管理员

审核；通过后调入部门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市公司资产会计确认，确认后记录调拨

历史，更新当前资产的属性(所属成本中心、责任人、地点信息)；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崮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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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AHS系统资产维修流程

(一)功能描述

实现固定资产的维修管理流程。

(二)流程图

资产维修

图5-9 AMS系统资产维修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各使用部门发起维修申请；

2．填写维修单信息：维修原因、维修费用、维修时间、维修申请人；

3．维修信息记录到历史库；

4．维修结束后，使用人提交维修完成，资产状态记为“在用”，记录维修返回时间；

5．由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批，通过后资产状态记为“维修中"；

5．2．6AHS系统资产盘点流程

盘点流程下设三个子流程，分别为盘点计划设计流程、盘点任务建立流程、

盘点任务分配流程。

一、盘点计划设计流程

(一)功能描述

范围的盘点计划，定义盘点周期。可以允许省公司资产管理员、市公司资产管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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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部门资产管理员发起不同范围的盘点计划，定义盘点周期。

(二)流程图

图5—10 AMS系统盘点计划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省公司资产管理员、市公司资产管理员、部门资产管理员使用自己的权限

登录系统；

2、进入【盘点管理】一>【盘点计划】一>【申请计划】，系统确认该用户的岗位

和权限是否有发起计划的权限；

3、输入计划执行起始时间；

4、输入计划执行截止时间；

5、选择盘点范围；

6、点击【提交】，完成盘点计划申请；

7、如果已经发起了省级的盘点计划，则不允许再该时间周期内发起市公司或

者部门级的盘点计划；如果已经发起市公司级的盘点计划，则不允许该市公司下的

部门在该时间周期内发起部门级盘点计划；如果有部门级的盘点计划已经发起，则

在该周期内不允许发起市和省的盘点计划；必须通过系统外通知尽快完成相应的盘

点任务后，再发起相应的盘点计划。

8、建议每年年初对资产的循环盘点做一个统一的安排，制定计划，规范管理

和监控。

二、盘点任务建立流程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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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描述

按照盘点计划，提交盘点任务，并根据级别传达任务到下属各部门，生成盘点

任务单。

(二)流程图

图5．11 AMS系统盘点任务建立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盘点计划发起人登录系统；

2、在盘点计划明细列表中选择盘点计划单；

3、确认盘点计划无误后，系统自动生成盘点任务，并向下属各部门传达；

三、盘点任务分配流程

(一)功能描述

对下达的盘点任务，各部门可以将该部门内的资产再进行任务分配，指定到具

体的盘点人。

(二)流程图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蒯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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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AMS系统盘点任务分配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部门资产管理员登录系统，选择盘点任务单；

2、通过定义查询条件(所在地点、责任人)查询部门内资产；

3、分配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则重复2—3步骤；

4、将查询到的资产指定分配到盘点人；默认盘点人是部门资产管理员；

5．2．7AMS系统GPRS盘点作业

(一)功能描述

使用GPRS手持PDA完成现场资产的清查盘点，通过GPRS网络实时连接后台数

据库，记录盘点结果信息。

(二)流程图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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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AMS系统GPRS盘点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用户登录手持终端；用户信息和后台系统一致；验证用户的权限；

2、列表显示所有的未完成的盘点任务单；

3、选择／输入当前所在的实际地点；

4、如果扫描到的资产是本部门的盘点单中的资产，则记为正常资产；如果发

现资产由闲置、损毁或者信息不符的问题，则进一步扫描资产标签号，将其状态修

改为闲置、损毁或者信息不符，对信息不符的资产，需要录入实际的信息，包括资

产名称、资产型号、资产所在地点；录入后，提交盘点结果到后台系统；

5、如果扫描到的资产属于其他部门，或者其他市公司，则系统提示是否需要

记录为“核对正常”状态，用户确认后记录为“核对正常"；

6、如果发现了没有标签的资产，而且不是自己的资产，则需要粘贴临时资产

标签，并使用手持终端扫描临时标签号后，记录盘盈信息：名称、型号、单位、数

量(固定为1)、地点信息、盘点人、盘点时间；

7、全部扫描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键将盘点任务单结案。否则下次继续进

行扫描盘点。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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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AMS系统资产报废流程

(一)功能描述

实现固定资产的报废流程。

(二)流程图

不

图5．14 AMS系统固定资产报废流程图

(三)流程详细说明

1、各使用部门提起报废申请；

2、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3、部门经理审核；

4、市资产会计审核通过；

5、市财务经理审核通过；

6、市公司总经理审核通过；

7、以上各环节不通过，则打回不做报废处理。如果全部通过，则信息反馈到

市资产会计，资产会计发起OA上的流程报省公司领导。

8、全部审批通过后，在MIS系统中报废。

9、本系统上最终确认报废操作，系统将资产转入报废库。

5．2．IOAMS系统标签的管理

从ERP系统中生成的固定资产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即该资产的标签号码，该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剧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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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伴随着这个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就像是人的身份证号码～样，无论这一资产处

于什么状态，处于什么流程中，该号码是识别他的唯一标志。固定资产标签由项目

经理在做完所有的转资准备工作后在ERP系统中生成，由财务部负责打印，并将其

交由工程项目经理在资产交接前或交接当时及时粘贴。资产交接时工程建设部门和

固定资产维护使用部门使用数据读取设备扫描资产标签，依据固定资产标签进行验

收；如存在差异，查找原因并及时解决。

5．3方案实施目标

通过建设全员全过程的工程、资产实物管理系统，不断加强资产的有效管理不

但做到了对不合理投资规模的控制，而且引导了投资方向，并调整了投资结构，为

3G时代到来时的大量资产投入打好管理基础，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实物管理系统的实施，将管理规程固化到系统中，在软件行政业务处理过

程中达到管理规范的效果。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目标明确、权责清晰、

流程规范、过程可控的固定资产管理实施细则，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固定资产的动

态效能管理，注重资本投资管理与存量资产管理、综合管理与专业归口管理、价值

管理与实物管理的接口衔接，按照“以人为本、机制健全、政策引导、全员参与、

精细管理、考核到位”的原则，实行权、责、利统一，真正实现了固定资产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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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总结

随着企业的的不断扩展和社会发展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

固定资产的管理模式，引进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并采用先进通信技术及现代化的

电子技术来不断的完善固定资产的管理，更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效率和准确

度，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流程，并最终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目标。

近年来，公司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了固定资产管理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所起的重要作用，

因此对于不断完善固定资产管理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在这个时机下，公司提高固

定资产的管理的管理效率必要的，且刻不容缓。

在公司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中，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引入对于改变传统的固

定资产管理模式至关重要，为规范公司的投资、日常维护管理及管理的后续评估工

作，防范管理风险，确保资产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按照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公司相关要求及SOX、IS09000、IS014000等条款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以集中式管理模式为前提，定位在公司总体战略的高度上，公司资产管理成

败关键就在于AMS、EAMS是否能够实现公司针对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全

面实现上。

本文通过引入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并结合先进的通信技术及现代化

的电子技术，以实现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实现了各

部门协同配合的管理新模式，全面、动态地监管整个通信企业固定资产运转的全部

过程，最大限度地辅助管理者管理好、用好固定资产，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为领

导者的决策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全面的信息，充分发挥好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全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定义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对企

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定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分析了其内涵与特点，详细

论述了固定资产的定义及其相关特性，同时对于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

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于改进现状的解决方

案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实践应用的要求，对AMS、EAMS系统的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进行了优化方案探讨与设计，在原有的相关管理流程的基础上，增

加工程转资环节的管理控制，加强了两套系统间的联系。

通过本文的探讨和研究，我们认识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对于固定资产

的管理可以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从投资直至资产最终退出企

业可以形成闭环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障体系。在本文中，虽针对全生命周期理

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运用信息化管理的思想，分析了现阶段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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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实施的全过程，并针对现有项目不完善的功能提出了优化方案，但由于时间和水

平的局限，本文在若干问题上未能作更详细的研究和讨论，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

和学习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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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梭，转瞬即逝，充实而愉快的三年MBA的学习生活即将过去，在论文完成

之际，谨向这几年来给予我指导、帮助和支持的所有老师、同学们表示衷心地谢意。

我要对何瑛老师给予的指导、关怀和帮助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论文是在何老师的

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的确定以及最后的撰写，每一个过程都

倾注着何瑛老师的心血。何老师学识渊博、思维缜密活跃、洞察力非常敏锐、治学态

度严谨、作风民主，这些优秀的品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使我受益终生。

何老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修养使我在学业上受益匪浅，且将对我今后的工

作、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我的论文确定研究方向后没有多久，我就得知何老

师的爱女得了很严重的病，何老师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和降低对我的论文的要求，

在辛苦的陪护过程中多次对我的论文进行点评和指导，我对何老师的坚强和敬业精神

感到由衷的敬佩，在此我也衷心地祝愿何老师的爱女能够早日康复。

藉此机会，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对本文进行评阅的专家和学者。

最后，向在学习生活中给予过我关心、支持和鼓励的所有老师、同学、朋友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同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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