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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roplem of how to allocate expenditure within the colleg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given amount of expenditure on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 expenditure ; allocation

①　本刊专稿。该文是作者于 2005 年 1 月 11 日在日本东京为日本文部科学省财务中心所做的演讲稿。文章讨论的对象和边界限定在
公立普通高等学校 ,不包括民办和成人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指政府对公立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 ,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本建设经费
和各种专项经费 ;目前中国还没有高等教育经费在学校内部分配的制度规范 ,高等教育财务仍未公开化 ,本文所述是根据作者的调查所做出的
归纳和分析。

收稿日期 :2005 - 07 - 28
作者简介 :王善迈 (1937 —　) ,男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

向为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一、公立普通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和使用分类

1、经费来源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中国普通高校经费全部来自于政

府拨款。80 年代以后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经费来源呈现

多样化的趋势 ,除政府拨款外 ,还包括学费收入、学校校办企

业和有偿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社会团体及个人

的无偿捐赠等。

90 年代以来 ,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

总趋势是 :来自政府拨款的比重下降 ;来自学费收入的比重

上升 ;其它经费来源比重变化不大。2002 年 ,全国公立普通

高等学校经费总投入为 1487. 86 亿元人民币 ,其中政府拨款

754. 35 亿元 ,学杂费 390. 65 亿元。

2、经费使用分类

高等教育经费按支出用途可分为教育事业费 (其中包括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和教育基本建设费 (其中包括预算内

和学校自筹资金用于基建的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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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全国普通高校经费支出构成 ( %)

教育事业费支出 基本建设费支出

小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财政预算内、外支出 89. 32 55. 61 34. 61 10. 68

财政预算内支出 53. 05 87. 99 34. 94 12. 01

　　资料来源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3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财政制度改革对高校经费分配与管理的影响

新世纪初 ,财政管理体制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其重要

组成部分包括编制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单一账户。它

对高校经费的分配和管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 ,学校要编制经费预算 ,并且要把财政预算内外收

支统一起来编制“综合预算”。

第二 ,学校基本建设和设备采购 ,由自行采购改为“集团

采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实行招投标制度。支付采取学校

和中标厂商在银行中进行账户划转的方式。

第三 ,政府对大学拨款和学校支出 ,在国库指定银行中

设立单一帐户。政府教育部门作为财政向学校拨款的中间

环节将被取消。

这将有助于消除学校经费被挪用的现象 ,降低学校采购

成本 ,提高学校经费使用效率 ,加强学校对经费的管理。

二、学校对教育经费的分配权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学校和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和学校

自筹收入的增加 ,学校对教育经费的分配权也在扩大。

1、教育经费中学校不可以再分配的部分

(1)纳入预算内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部分。这部分基本建

设支出是专款专用。

(2)在新的部门预算中的专项支出 ,如重点实验室、重点

学科、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等支出 ,都属于专款专用。

(3)由财政支付的教职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支出 ,将直接

打入教职工在银行的帐户。

全国平均来看 ,这三部分经费支出在政府拨款中的比重

占 60 —70 %以上 ,即政府拨付给高校的经费大部分为“专款

专用”或“戴帽下达”,学校无权进行再分配。

(4)由教师或校内教学科研单位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经

费。这些科学研究项目分别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国际有关组

织、企事业单位 ,通过招投标或委托方式分配给项目承担者。

这部分科研经费 ,除按政府规定学校提取少量的管理费外 ,

其余绝大部分由项目承担者支配 ,学校无权再分配。

2、教育经费中学校可以再分配的部分

(1)教育事业费中的公用经费。

(2)学费及其它收费。

(3)学校自筹收入 ,包括校办企业收入、学校向社会提供

的有偿服务收入等。

(4)学校内各单位自筹收入中按学校规定由学校提成的

部分。

(5)学校各单位或教师获得的科研项目经费中由学校按

规定提成的管理费。

(6)社会或个人向学校捐赠中不指定用途的部分。

其中 , (2) (3) (4) (5)项收入及其在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

比重呈上升态势 ,在教育部直属院校中 ,尤其是重点大学中 ,

学校自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1/ 2 甚至 2/ 3 以上。因

此 ,部分学校尤其重点大学 ,可分配的经费数量十分可观。

3、教育经费中学校可以间接分配的部分

上述基本建设和专项经费的安排是大学根据政府高等

教育政策 ,由学校申报或投标 ,经过论证和评估最终被政府

批准而下达的。这部分经费在使用时是专款专用而不能再

分配。但申请什么工程和项目是由学校来决定的 ,因而学校

对于这部分资金也有间接的分配权。

三、教育经费在学校内部分配的原则

1、保证学校的共同管理正常运转

主要包括 4 个方面 : (1)用于各教学科研单位公务费、业

务费等 ,以维持教学科研正常进行。(2) 用于学校共同管理

的经费 ,如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教学科研管理机

构的管理费用。(3)用于教学科研管理及教职工学生生活服

务的经费 ,如水、电、气的消耗等。(4) 用于学校共用的基础

设施 (道路、建筑物、线路、网络、环境及绿化等)的维护费、维

修费等。这部分经费分配的模式基本上是“基数 + 增长”。

2、满足各学院及科学研究机构教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需要

例如 ,教学科研用的各类办公用品支出 ,校外兼职教授

的教学报酬 ,学生实习、参观、访问等支出。这部分经费分配

的基本依据是各教学科研单位的规模 (如各类学生数量) ,分

配的原则也是“基数 + 增长”。

3、支持学校的发展

各大学都会根据政府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学校条件制

定学校的发展规划 ,包括规模、层次、专业结构、重点专业、学

科、实验室、研究基地等。所用资金既有政府拨款 ,也有学校

自筹收入。

4、教师的激励

各大学都有权将自筹收入用于激励教师。激励对象包

括教学、科研、管理中的教职员工。激励手段是津贴、奖金

等。激励强度取决于学校自筹收入中用于教职工奖励的数

量。激励制度安排完全由学校自己制定 ,学校间存在差异。

四、分配的程序和财务管理

1、用于维持学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各单位教学研究

正常运行的经费。由于采取“基数 + 增长”的模式 ,在无重大

政策调整的条件下 ,由学校主管财务的副校长、财务处长 ,在

各管理、服务、教学科研单位中进行分配。

2、发展的经费和用于教职工奖励的经费。先是通过“上

下结合”和“专家论证”的方式 ,制定学校发展规划、规则、项

目和预算 ,然后以“教代会”等方式 ,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 ,最

后由校长办公会决定 (其成员包括校级负责人 ,扩大时还包

括公共管理各部门负责人和学院、研究机构负责人) 。

3、学校内各单位自筹收入中按规定比例自留部分。由

各单位自己支配 ,主要用于事业发展和教职工福利及奖励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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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管理。按照中国现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 ,

除作为学校盈利组织的校办企业等单位可以在银行设立独

立账户外 ,管理、服务、教学、科研各单位都被禁止在银行设

立账户 ,而要由学校财务部门在银行设立统一账户 ,也就是

说学校经费收入和支出 ,由财务部门统一集中管理和办理 ,

“小金库”是违规的 ,将受惩处。

教师个人通过竞标或委托方式所得的科研经费 ,虽由教

师支配 ,但也必须存入财务处在银行的账户 ,其收支也由财

务处统一管理。其支出范围和数额 ,按照项目申报时承诺的

预算执行 ,并遵守财务制度 ,项目结束时的节余部分 ,也只能

留作以后的科研使用。

五、经费分配中的矛盾和问题

1、公平问题

对于学校各管理部门和教学研究各单位维持正常运转

的经费分配 ,较普遍的反映是分配不公平 ,有的多有的少。

这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分配标准 ,基数加增长的模式是历史的

延伸 ,原有的分配并无严格的合理标准 ,分配结果不尽合理。

如综合大学中历来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 ,理科分配的资源大

大高于人文社会科学。

对于发展经费的分配 ,实际上是各教学科研单位争夺校

内可支配资源的问题。各专业、各学科出于自身利益都认为

自己重要应优先发展。从学校角度考虑 ,要区分重点和一

般 ,尤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不可能对各专业、各学科平均

分配经费。这同样会引发经费分配不均的问题。

对于发展经费的分配 ,虽然引入竞争、评估和集体决策

等机制 ,但人为因素仍然存在。学校最高决策者不同的专业

和学科背景甚至不同的个人偏好 ,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经费

分配的合理和公平。

2、效率问题

公平是一个稀缺的教育资源在学校内部如何合理配置

的问题 ,效率则是一个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有效使用的问

题。目前 ,在经费分配中当事人 ,包括校内各级管理者和教

师所关注的焦点是不断地争项目、争投资 ,获得项目和投资

后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以使效用最大化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关

注。同时 ,缺乏客观的、严格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这使得经费

的使用效率不尽如人意 ,遭到非议。如贵重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重复购置及其使用效率低 ,更有甚者 ,某些设备被闲置 ;再

如项目和经费使用后达不到预期目的和目标。

3、制度问题

经费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背景是分配管理中的

制度规范问题。目前 ,学校内部分配经费缺乏制度规范 ,需

要建立一套体现经费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制度和程序。

其中 ,以下问题应为制度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

首先 ,确定分配的原则。在学校可支配的经费中 ,应依

据什么原则或准则进行分配。

其次 ,经费分配中的决策权配置。如何处理行政权利与

学术权利的关系 (校长与教授) ,如何处理行政系统中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各部门的关系 ,如何处理各学院、专业、学科间

的关系 ,应在制度中明确规定。

最后 ,客观的评价制度与严格的监督制度 ,以及其它相

关的问题。

学校经费分配最终的目标 ,应是稀缺资源合理有效的配

置 ,以保证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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