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师校发字[2022]100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
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办法》已经

2022 年 6 月 13 日第 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

2022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学校大型仪器设备资源配置，提高大型仪器

设备管理水平和资金管理使用效益，实现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

有效结合，规范大型仪器设备论证管理、申购审批流程，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仪器设备，是指由学校经费购置且

预算单价(以下单价均指预算单价)在 20 万元（含）以上或进口

单价 3 万美元（含）以上，直接使用于教学、科研的实验仪器设

备。预算单价应当包含代理费、报关报检费、运输费、税费及保

险等费用。

车辆、显示屏，以及电梯、空调、冷库、锅炉、温室、集装

箱柜、洁净系统、通风系统、消防系统等设施设备不在本办法的

适用范围内。

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工作贯彻“先论证，再预算，

后购置”的原则，在项目立项、确定预算和执行采购前，所有拟

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均须进行购置论证。

第四条 学校成立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

分管资产的校领导担任，委员会成员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发



展规划处、教务处、科学技术处、财务处、政府采购与招标管理

中心及相关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委

员会对大型仪器设备论证结论具有最终审批权。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负责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制定

学校的购置论证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校级购置论证会；建立和维

护论证专家库等工作。各单位应明确一位分管负责人负责本单位

大型仪器设备的论证工作。

第二章 购置论证组织

第五条 院级购置论证

单价 20 万元（含）—40 万元（不含）的大型仪器设备，由

申购单位组织 3 人及以上专家（其中至少有 1 人为非申购单位专

家）进行购置论证。

第六条 校级购置论证

单价 4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由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负责组织购置论证。

（一）校级论证工作原则上每年集中评审两次，上、下半年

各一次。

（二）校级论证专家人数要求

1．单价 40 万元（含）-100 万元（不含）的大型仪器设备，

专家数为 5 人（含）以上，其中至少有 1 位校外专家，专家组组

长原则上由校外专家担任；

2．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专家数为 5



人（含）以上，其中至少有 3 位校外专家，专家组组长原则上由

校外专家担任。

第七条 专家组由相关学科专家、设备技术专家组成，论证

专家选拔要求如下:

1．论证专家职称原则上应为副高级及以上，对设备选型、

购置及管理具有较强专业判断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2．论证专家须与拟购设备的购置、操作、管理无直接关系，

且与相关设备供应企业不存在利益关系；

3．论证专家应认真负责，并尽量兼顾不同学科方向，同时

具有较丰富的管理和使用类似设备经验，或从事拟购设备相关研

究领域，对设备有较多使用需求。

第八条 对部分专项项目购置的设备，经上级主管部门或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项论证并获得立项，批准后的立项申报书

可作为设备购置论证的重要依据，可不再组织专家论证。

第三章 购置论证程序

第九条 校级购置论证程序

（一）申购单位应对拟申购的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与运行相

关的人力、物力等情况进行确认，并根据单位“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对拟购大型仪器设备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单位集体讨论

形成决议后，向学校正式提交论证申请。

（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拟购设备论证报告表中的相

关信息进行核实，主要核实内容如下:



1．拟购设备实际需求情况及前期调研情况；

2．全校现有同类设备建设及使用运行情况；

3．对拟购设备的安装场地进行现场考察。

（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召开校级论证会。论证会程

序包括：申请人报告、专家质询与讨论、专家组形成论证意见。

申购项目负责人进行现场答辩，如因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参加，应

指定专人代为答辩；专家组组长应当组织专家对论证内容充分

讨论，逐台填写论证意见和具体建议。

第十条 院级购置论证由申购单位审核购置论证报告后，参

考校级论证工作流程组织专家召开院级购置论证会。

第四章 购置论证内容

第十一条 论证内容应主要围绕拟购设备的必要性、可行性

等方面进行。

（一）必要性论证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1．所申购大型仪器设备前期市场调研情况，至少包括三种

同类型设备的性能、价格、主要技术指标比较；

2．所申购大型仪器设备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必要性、

效益预测、工作量预测及风险分析情况，属于更新的仪器设备还

要分析原仪器设备发挥效益的情况；

3．所申购大型仪器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包括仪器设备

使用学科专业范围，所选品牌、档次、规格、性能、价格（包括

运费、保险费、代理费等其他费用）及技术指标合理性；



4．本校同类仪器设备的分布及使用情况，是否可利用现有

仪器设备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二）可行性论证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1．拟购设备的安装运行条件，包括使用场地空间（具体房

间、层高、承重等）、能源动力保障（供水、供电等）、运行环

境（防潮、防震、防磁、防静电、防放射、排污等）；

2．拟购设备操作过程中或实验室条件建设中所涉及的实验

室安全风险评估及风险防控方案；

3．设备使用、维护人员的配套情况及人员培训计划；

4．所申购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方式，以及能否纳入学校仪

器设备共享平台，实行开放运行、资源共享；

5．购置后每年所需不低于购置费6%的运行维修费的落实情

况。

第五章 论证意见与审批

第十二条 论证意见包含同意采购、不同意采购、重新论证

三种。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议购置:

1．学校无同类仪器设备，或有同类仪器设备但其功能无法

满足当前教学、科研需要的；

2．学校虽有同类仪器设备但机时饱满（原则上年平均机时

达 1200 小时以上），无法满足学校当前教学、科研需要的；

3．学校虽有同类仪器设备，但由于实验性质和条件所限不



适合共享的；

4．申购仪器设备为对已有设备的配套和升级改造的。

第十四条 具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原则上不同意采购:

1．申购单位及学校现存同类仪器设备较多且功能可以满足

当前研究需要，可以通过共享支撑当前教学、科研工作（一般按

照现有共享仪器设备利用机时不足 1200 小时来判断）；

2．申购仪器设备与申购单位学科发展的研究方向不符；

3．对申购仪器设备刻意拆分、打包或未使用规范名称；

4．申购单位缺乏合适的专职/兼职实验管理人员、仪器设备

操作人员或必备的场地环境；

5．其它原因不适合购置的。

第十五条 具有下述情况的原则上需要重新论证，设备申购

单位应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再次提起论证申请:

1．专家组对论证意见或建议存在较大分歧；

2．申购单位对可行性论证要素论证不够充分；

3．其它原因需要重新论证的。

第十六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审批

1．院级论证意见由申购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形成结论；

2．校级论证意见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主要负责人审核后，

报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共同商议审批形成结论。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审批结论为同意采购的，设备申购单位向经费归



口部门申请预算时，须同时提交论证报告。

第十八条 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通过后，论证结论由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备案，有效期为 3 年，超过有效期须重新论

证。

第十九条 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通过后，申购单位不得随

意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同意后，

重新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第二十条 对于论证通过的设备，在后续采购过程中，若实

际采购经费超出设备计划经费的20%或者超过学校规定的相关采

购限额时，应重新提交论证，通过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于论证通过的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的通用

设备及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的

分类、界定标准为国标《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

列入下一年度学校新增资产购置计划上报教育部，经教育部批复

后方可购置相应仪器设备。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东北师范大学

固定资产购置前评估论证管理办法》（东师校发字【2015】109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