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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  信息化

【上接第三版】

围绕全校信息化建设目标，构建高效合理的设备采购和资产管理系统   刘丹

设备与资产处自开展业务工作以来，在规范采购和资产管理行为的基础上，一直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早在 2013 年，
就已开始整理相关业务的信息系统建设需求，并于 2014 年整理了涵盖设备采购、设备固定资产管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
运行管理、试剂耗材采购、实验室安全管理等多个系统的需求文档初稿。今年，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启动后，按照
系统开发计划，由负责信息系统建设的主管刘丹初步整理了业务流程，并手绘了流程图，全处人员多次集中讨论，逐个
流程、环节进行分析，重点梳理了设备采购系统和设备资产管理系统涉及的现行业务流程及未来可能遇到的业务流程。

信息化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用户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工作平台，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了检验制定流程的可操作性，
切实了解用户的需求，最终建成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设备采购和资产管理系统，2015 年 7 月 14 日下午，设备与资产处邀
请了各学院、研究所设备联系人对已梳理出来的多项业务流程进行讨论，理想公司、亚信公司和信息中心派出开发代表
参加了此次会议。讨论会上，学院、研究所联系人对已整理绘制的设备审批、设备资产入库、设备转移、设备调拨、设
备报废等流程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大家对设备与资产处前期的工作给与了肯定。同时也一致认为，随着大型仪器设备的
增加，仪器的日常维护、使用管理任务越来越重，使用效率评价也越来越重要，迫切需要相应的运行管理系统支撑希望
尽快纳入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阶段规划，并进行实质性建设。

设备与资产处上半年业务工作进展情况

2015 年 , 随着学校整体建设的全面开展和新校园的逐步启用，教学、科研设备的采购量也达到新高。设备与资产处
严格遵守国家的采购规定，规范采购流程，经过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各项目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上半年的各项采购
业务工作进展顺利。

截至 6 月 30 日，上半年已完成采购流程入库的各类设备共计 974 台（件），总额超过 2900 万元人民币，包括教学
类设备 264 台（件），科研类设备 598 台（件），办公类设备 112 台（件）。

组织了 10 次进口设备的专家论证并报市教委及财政审批，涉及 180 余台 ( 件 )，约占全年进口论证计划的 76%。
组织了 14 次进口设备国际招标，涉及 64 台（件）进口设备，其中 50 台 ( 件 ) 已完成招标并进入签订外贸合同阶段。

完成 10 台（件）仪器设备的校内询价采购。办理了 190 余台（件）小型进口设备进口免税相关事宜，其中 36 台设备已到货。
在集中采购方面，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完成了校园信息化建设项目集成和监理、定点采购计算机台、软件套等 9 个

项目。通过电子集市采购了计算机、打印机及复印机等办公设备 212 台（件），其他设备 21 台（件）。
另外，对于学校各类服务和零星工程项目，完成了 9 项委托代理机构或政采中心进行招标的服务项目、6 项校内招标。

目前“体育馆和游泳馆扩声系统”及“国际交流中心报告厅舞台音响系统”两个项目已完成招标，进入签订合同阶段。

试剂耗材采购宣讲

6 月 25 日，上科大设备与资产处联合国家蛋白质研究中心
组织的试剂耗材采购宣讲在国家蛋白质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来
自生命学院、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的三十余位老师
和同学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会上对师生们在科研教学活动所需试剂耗材的采购办法和
技巧等进行了介绍，并现场演示了试剂耗材采购系统 (E-supply)
的使用，就国家及学校内对易制毒、易制爆、压力容器等管制
类试剂耗材的采购要求进行了讲解，最后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
试剂耗材现货库。

通过本次宣讲，师生们熟悉了我校各类试剂耗材采购的流
程办法，为今后顺利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规范和便利。

设备与资产处采购业务宣讲

为帮助大家及时了解上海市财政及学校在设备采
购方面的最新政策流程，更高效推进采够购工作，设
备与资  产处分别于 6 月 23 日、29 日在浦东、浦西校
区开展设备采购的宣讲培训工作，学院、研究所积极
响应踊跃参加此次培训。

内容包括对集中采购、分散采购、校内采购的政
策及具体流程进行解读。此外培训会上安排了答疑环
节，给参加培训的工作者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增强
学习效果。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九）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十）未按照规定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供应商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十二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一）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三）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四）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五）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六）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中标、成交无效。评审阶段资格发生变化，供应商未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

定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处以采购金额 5‰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中标、成交无效。
第七十三条　供应商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

记录名单，禁止其 1 至 3 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第七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对供应商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一）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

件；
（二）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三）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六）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七）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

商的其他串通行为。（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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