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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33172《资产管理 综述、原则和术语》、GB/T33173《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和本文件

共同构成支撑资产管理体系工作的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代替GB/T33174—2016《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GB/T33173应用指南》,与GB/T33174—

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对 GB/T33172的“基础”(价值、统一性、领导力和保证)中各条款的阐述,增加了

GB/T33173的要求对于达成这些“基础”的作用;

b) 修改了GB/T33173中给出的管理体系要求在本文件所涉及资产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c) 增加了条款之间的关联性引用,并对引用的出处进行了标注;

d) 增加了对资产管理的“价值”(见附录A)、资产管理体系范围界定(见附录B)、战略资产管理计

划(见附录C)、资产管理决策(见附录D)、风险管理(见附录E)、资产管理中财务与非财务职

能的关系(见附录F)、小型企业实施资产管理体系标准的建议(见附录G)等附录。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55002:2018《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ISO55001应用指南》。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对GB/T27021.5和GB/T33173的规范性引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东奥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区财政局、国能(天

津)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圣洁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盛久变压器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

研究院、绍兴市标准化研究院、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昂、李柏晨、兰力、秦保新、张定康、陈伟雄、冯康、肖连菊、李碧妍、黄继雄、

王佳胜、李若海、郝彬、曹卫冲、李长安、潘英、张瑛、孙一栋、王昕、涂亮、周育忠、陆庆、许磊、张飒、张腾、
逄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GB/T33174—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Ⅴ

GB/T33174—2022/ISO55002:2018



引  言

0.1 概述

本文件遵循GB/T33173—2016的要求,提供了有关资产管理的管理体系(简称“资产管理体系”)
的应用指南。

本文件提供了旨在阐明GB/T33173—2016中规定的各项要求的解释性文本,并提供了用于辅助

本文件实施的各种示例。本文件并不提供管理具体资产类型的指南。
本文件提供应用指南的对象包括:

a) 参与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运行、保持和改进过程的人员;

b) 参与实施资产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服务提供商。

GB/T33172—2016提供了有关资产管理的一般信息及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

0.2 资产、资产管理和资产管理体系

资产是对组织具有潜在或实际价值的资源。通过资产管理,组织可以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利

用资产实现价值。资产管理体系用于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资产管理活动。
注:任何组织都可以建立资产管理体系,包括独资公司、法人团体、商行、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合营公司、慈善/研

究机构或这些组织的部分或组合,不论股份有限的、公共的或私营的。例如,组织可以是资产所有者、监护者或

运营者、服务提供商、附属公司、联盟或合资企业。

资产管理体系、资产管理与资产组合宜协调一致,支持组织目标和组织计划的实现。
组织目标的制定通常作为组织战略层面规划活动的一部分,在组织计划中以文件化信息的形式给

出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构成了资产管理体系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立资产管理目标的起点。
通过理解组织环境,组织可以设计、实施、保持其资产管理体系、资产管理及资产,与组织的宗旨、目

标及相关方的需求和要求保持一致。
资产管理体系包括:

a) 资产管理方针(见5.2);

b) 资产管理目标(见6.2);

c) 战略资产管理计划(SAMP);

d) 资产管理计划(见6.2.2);

e) 支持性活动(见第7章);

f) 运行策划和控制(见第8章),包括在资产组合的全寿命周期内用于管理资产的过程和程序;

g) 绩效评价(见第9章);

h) 改进活动(见第10章);

i) 有关如何与其他相关方针、过程及管理体系相联系的指导。
图1展示了资产管理体系各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及与GB/T33173—2016相关条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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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为避免过于复杂,只展示主要连接点。

注2:此图并非旨在重复展示资产管理与资产管理体系之间的不同,而是通过连接点视图显示作用力方向。

图1 资产管理体系各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

0.3 本文件的结构

本文件为实施GB/T33173—2016中规定的资产管理体系要求提供了指南。为此,本文件遵循与

GB/T33173—2016相似的结构、条款与子条款顺序(第6章和第10章的子条款没有严格一致)。本文

件在相关的地方对资产与资产组合、资产管理与资产管理体系做了区分。GB/T33172—2016的2.4.3
对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做了解释。资产管理体系用于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资产管理活动,以使组织

及其相关方从资产中实现价值。在使用GB/T33173—2016时,意识到这种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例如,组织宜区分对资产组合、资产管理及资产管理体系的监视和评价,区分在各层级持续改进过程中

对不同类型的监视和评价结果的使用。相应地,本文件详细表述了组织宜区分资产与资产组合、资产管

理与资产管理体系,确保GB/T33173—2016的应用有助于从资产组合中实现价值。
另外,本文件同时涉及与有效地实施资产管理有关的几个主题,但与GB/T33173—2016的具体条

款(子条款)无关。
资产管理是组织利用资产实现价值的协作活动(见GB/T33172—2016的3.3.1),尽管GB/T33173—

2016覆盖了全面的资产管理的所有方法,但有些要素仅与少数条款相关。鉴于宜特别关注这些交叉要素

的一致性,本文件在附录中对这些主题进行了阐述。
在设计、改进资产管理体系和实施资产管理的过程中,以下四个路径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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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环境-资产管理方针-战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运行一条线;
———“组织目标-战略资产管理目标-战略管理目标”这一系列目标,通常被解释为关键绩效指标

层级;
———决策准则和决策过程;
———从组织的最高层到日常运行部门的各个层级都实现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框架与资产管理体

系的筹划和改进保持了一致,资产管理过程与资产管理实施保持了一致。
以上四个要素同时具备是资产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尤其是,实现决策与目标设定的一致性并非

易事。这四个要素同时形成可能还需要几次迭代才能完全保持一致和成熟。
为支持实现这一整体一致性,附录A至附录H提供了以下信息:

a) 资产管理的基础-价值的概念(附录A);

b) 确定资产管理体系的范围(附录B);

c) 战略资产管理计划的目标和结构(附录C);

d) 资产管理决策的原则(附录D);

e) 资产管理中的风险管理(附录E);

f) 资产管理中财务与非财务职能之间的关系(附录F);

g) 不同组织规模和复杂度的资产管理体系的可扩展性(附录G);

h) 资产管理活动的信息(附录H)。

0.4 本文件使用的语言

本文件中使用了以下动词形态:
———“应”表示要求;
———“宜”表示建议;
———“可”表示允许;
———“可能”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标“注”的信息为理解或解释相关文本的指导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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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GB/T33173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是与GB/T33173中的要求相统一的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资产和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组织。
注1:本文件旨在管理实物资产,但也可用于其他类型的资产。

注2:本文件不规定财务、会计或技术方面针对特定类型资产的要求。但是,附录F提供了有关财务与非财务资产

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的信息。

注3:在GB/T33172、GB/T33173以及本文件中,“资产管理体系”这一术语指代用于资产管理的管理体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7021.5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5部分:资产管理体系审核和认证能

力要求(GB/T27021.5—2018,ISO/IECTS17021-5:2014,IDT)
GB/T33172—2016 资产管理 综述、原则与术语(ISO55000:2014,IDT)
GB/T33173—2016 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ISO55001:2014,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3317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4.1.1 总则

在建立或评审资产管理体系时,重要的是确保体系的规划、范围和实施与组织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保

持一致。

4.1.2 外部环境

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对下列因素的考虑:

a) 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监管、金融、科技、经济、竞争和自然环境因素,无论是国际、国内、地区

还是当地的;
b) 识别出的对组织目标有潜在影响的关键驱动因素和趋势;
c) 组织与外部相关方的关系及外部相关方的认知和价值。
注:“相关方”也可称为“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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