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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实验材料采购

中的现状与问题



采购特点

单值小

品种多

批次密

经费总量大

专业性强

监管难度大



普遍现状

重仪器设备而轻实验材料
采购管理

实验材料供应市场良莠不齐

分散自主采购为主，集中统
一采购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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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对采购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及追溯手段，
存在廉政风险

危化品管控漏洞多，风险大

对供应商缺乏监管手段，供应体系庞杂
混乱



2 我校实验材料采购的做法



改革的思路

物流的飞
速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
的信息处理手
段

互联网+
时代

政府协议供
货采购模式

节约型校园
建设的需要

建立信
息化采
购平台



集
中
采
购



归口管理，集中采购

明确目标

保障了采购的规范性

完善制度

实现了高效便捷的采
购

规范管理

实现了采购的全互联
网服务

建立平台

具体
做法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精神类药物、处方
类药物等管制实验材料必须由学
校集中采购。

采购平台无相应产品；平台商品
无法满足用户需求的；或采购金
额在1万元以下需紧急购买的，可
实行分散采购。



2013年11月
出台《苏州大学招标投标
管理暂行办法》、《苏州
大学实验材料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等文件



集“商品选购”、“审批”、“配送”、“验收”、
“结算”为一体

平台的建立



采购需求
采购目录
检索产品

生成订单 订单审核

采购签收入库领用记录

使用记录 使用反馈 结账 统计报表

订单配送



供应商遴选与管理

流程设计与优化

规范管理

自购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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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
谈判

注册资金、人
员配备、产品
渠道等

货真价实服务
优，能满足用
户的科研需求

设立直接采购供应商，主动吸纳行业优质供应商

供应商遴选与管理

遴选方式 基本要求 入选条件



供应商遴选与管理

用户对每个订单

进行评价

学校对订单进行

抽查

日常
管理 日常考核情况、

年度供货情况

履行服务承诺情

况、销售及结账

情况

年度
考核

年度考核优秀的，续签协议
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抽查情况较差的列为不受欢迎的供应商



——商品选购流程设计与优化



——负责人审批流程设计与优化



——形成有效订单流程设计与优化



——签收人签收流程设计与优化



——验收负责人验收流程设计与优化



• 金额较小的采购可授权审

批
审 批

流程设计与优化

• 直接配送至实验室配 送



与协议供应商采用按月定期结算货款的形式

结帐范围仅协议供应商已完成签收和验收的订单

实验材料供应中心统一办理报销手续

流程设计与优化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由课题组自行验收

•5万元及以上的学校参与验收
验 收

• 由学校统一结算结 算



自购的审核

符合自购

条件的，

通过平台

备案

负责人

审批

国资处

审核

财务统

一结算



3 成效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取得的成效

2

3

4

加强了实验材料采供的内部控制，所有采购
可监控，能追溯。

财务报销按月结算，方便了教师，减少了财
务工作量，节省了人力物力。

实验材料的直接配送，降低了存储成本和管
理成本，逐步实现实验材料仓库“零库存”。

实现了实验材料的集中采供，降低了采购成
本。

1



需要改进的方面

1

• 采购平台的进一步完善，开发移动终

端，使审批更加便捷

2

• 部分实验材料缺乏合适的供应商，如

美术类、电子元器件类



3

• 部分教师“变相”的自购，有违规的

风险，职能部门如何监控？

供应商 教 师

管理
处罚

教育
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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