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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规范透明 智慧服务

江南大学仪器设备采购信息管理系统介绍



江南大学采购工作简介

系统构建背景

2011-2013年 2014-2016年

我校现在年均采购量在2亿左右，按照《江南

大学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规定，3万人民币以

下可以直接采购，3万-招标限额（单台10万批量

15万）为询价采购，招标限额-100万为校内招标，

委托我校招标办进行校内招标，100万以上委托

到招标公司进行委托招标。除校内招标为招标办

执行外，其他采购方式，包括竞争性谈判、单一

来源等，均由设备采购科执行。

2016年，共执行委托招标71项、校内招标

145项、询价244项、单一来源48项、竞争性谈判

8项、直接和协议供货312项。



一、为什么要建设仪器设备采购信息管理系统



2、采购量的逐年增加

1、电脑、网络、移动端和微信的普及

3、采购工作透明度要求的增强

4、采购数据的统计要求及时、准确

5、采购资料的整理与保存
让数据多跑路
让老师少跑腿

智慧服务

规范透明

以技术促规范
以透明促廉洁



二、仪器设备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思路与实践



仪器设备采购信息管理系统设计构架图

采购流程结构化

申购计划高效化

采购方式模块化

协议供货商城化

外贸流程在线化

入库建账便捷化

数据统计精准化

档案归类电子化



1、申购计划高效化

1、对接财务管理系统 ，以经费号匹配项目，
以项目制定计划。
2、用户在申购的时候，首先需要填写经费号，
系统自动识别是否有购置计划，如有则直接
进入计划勾选，直接进入采购流程，减少了
审批流程，提高了采购效率。
3、如无计划（如横纵向科研经费）按照正常
流程进行，逐级审批，并需填写设备信息及
设备参数，再进行采购。

计划执行 计划外执行

需完成流程节点 2 5

提交材料次数 1 3

审核次数 1 4



经费预算

2、采购流程结构化

“1+4+1”的采购流程新模式

采购申请 采购执行 合同签订 外贸流程 验收入库

外

传统的申购流程，收到采购申请后，开始执行采购，采购完成签订合同，进
入外贸流程（如需）。现应国家“无计划不采购”的要求，创新模式，打通了经
费预算和验收入库环节，前期以经费号匹配项目，以项目制定计划，后期以采购
信息对接建账入库，让采购流程形成严密闭环，实现“人财物”的相符。



3、采购方式模块化

根据采购方式划分功能模块，步骤清
晰明确，便于流程节点管理和数据统
计。

模块间相对独立，个别模块的宕机不
影响其他模块的执行，避免业务停滞，
容错能力强。

如果国家政策或者学校规定调整，可
以根据需要，针对不同模块进行微调，
便捷迅速。



4、协议供货商城化
对各类供应商而言，系统是公共服务平台，
全程网络化，无需现场奔波，提高效率。

依靠系统内的供应商评价体系，老师可以对
供应商的产品、服务、时效等进行综合评价，
供应商可以看到这些评价，来修正自己的错
误。敦促供应商提升服务质量，优胜劣汰。

供应商可以在商城展示自己的优势产品和服
务，来吸引用户，提升销量。

供应商由原来被动提供服务，变为主动参与
服务的整个过程，达到和用户双赢的结果。



5、外贸流程在线化

11 1需经办流转单、技术协议，代理合同，发
票、报关单等11份材料，手续相对复杂

所有材料网上递交，一键打印，一次获取

10 外贸流程平均耗时10周 外贸流程时间缩短至6周

外贸公司需要现场递交材料，采购流程节点
无法实时查询

6

所有手续均线上提交，采购流程节点实现实
时查询，超时提醒

使用系统后使用系统前



6、入库建账便捷化

原来：老师发起建账入库时，需
要填写经费信息、设备信息、领用
人信息、存放地和若干附件（包括
验收报告、合同、铭牌、发票等），
经管理员审核后推送到资产管理部
门。

现在：老师只是需要落实经费、
领用单位信息即可，其他信息由系
统推送到资产管理部门，既减少了
老师的工作量，还可避免出错，极
大的提高了效率。



7、数据统计精准化

6 1统计信息需要查阅“采购委托表”、会议
记录、合同等6份材料

所有采购节点的数据，实现实时统计

无 人工统计和上报，缺乏大数据层面的分析、
挖掘

精准的大数据挖掘和分析，给决策层提供
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有

使用系统前 使用系统后



8、档案归类电子化

7 1档案归类需要经过整理、校对、装订、核
查等7个步骤。

采购材料根据档案编号归类，可以根据采购类
型、金额、申请人、学院等信息实时查询

45 每份材料的平均整理时间为45分钟 即做即存，每份材料的整理时间可以压缩在1
分钟以内

一份招标材料可能需要装订数本文档，且需
要专门的资料仓库进行保存

1

归档、查阅均可实现电子化，数据同时保存
在云端和本地、实时访问、安全快捷

使用系统后使用系统前



三、仪器设备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过程中的感悟



系统的建设，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气”

“高大上”

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有条不紊地推行系统建设

“接地气”

必须以最终用户为导向，倾听用户声音，重视用户建议，贴合用户要求



引导式的工作界面

针对用户老师大多数是首次接触采购系统的情况，综合用户建议，设计了
易用的引导式界面，用户初次申购，系统自动引导用户一步步勾选，勾选完成
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保证信息填写的准确性，减少用户的上手难度。



二维码上传图片

之前系统的相关材料上传，必须为PDF格式，用户老师普遍反映不方便。
经沟通，后期加入了“手机拍照”功能，用户手机拍摄图片后，直接通过扫描
二维码的方式上传系统，极大提升了用户上传资料的便利性，类似的细节修改，
系统中还有三十余处。



持之以恒，取得领导和用户的支持和理解

本系统从2014年运行至今，经历大版本升级7次，小版本改动40余次，系统优
化120余次，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领导的支持系统推行的基石，用户的理解是系统运行的支撑，采购部门自身的
毅力是系统优化的动力。



模块化运行、先易后难、能简不繁

下一步构想：建设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利
用采购系统，绑定微信公众号，进行消息通
知推送和采购业务进度查询等服务。充分利
用微信的大众便捷，审业务、办业务、查进
展！管理随身、服务同行。做好服务工作，
获得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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