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产业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文/周晓萍 王明忠 

   随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和
资金计划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要求越来越高，资金预算管理工作在高校管理中的位置越发突出。 
   一、目前高校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预算的滞后性。高等学校的内部预算编制工作通常在年末岁初进行。由于教学工作的
周期性，正式的高校预算通常在当年的二、三月份才能通过学校资金预算委员会等预算管理部门的
审批而下发执行。这种滞后的预算失去了对于资金支出的控制作用，甚至有可能变成被动的资金调
整。 
   2、高校内部各单位利益的片面性。高等学校内部预算按照预算管理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安排
学校的预算资金计划。这种资金计划安排使得校内各单位在使用资金时完全从自己本单位的人员利
益以及教学、学生以及教辅工作等的需要出发，从而忽略了对于学校整体利益以及整体状况的全盘
考虑，片面强调了内部各单位的利益。 
   3、资金支出计划编制的不合理性。高等学校在编制资金预算计划时，通常的标准是在上年的
支出基础上，考虑物价水平、人员因素等的上浮因素，即“基数+增长”的预算支出计划安排标
准。这种标准缺乏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导致支出计划中“存在即合理”现象普遍。 
   4、高校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分析的不完整性。高等学校在安排大宗的资金使用计划前，会有论
证手续。但是在计划通过论证执行完成后，缺乏有效的效益分析和设备设施使用的反馈分析。这种
现象会使高等学校对于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管，对于论证依据的选取缺乏科学的衡量标准，从而导致
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不能科学、合理调配资金。 
   二、针对上面的问题，高等学校要想加强学校资金预算计划的科学性，提高学校资金使
用效益，加大自身积累与发展能力，就需要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将学校的预算资金计划的编制工作安排在每年的第四季度进行，并保证完成。每年的第四
季度是高等学校教学及其他各方面工作运行较为平稳的时期；另外，各单位在这一阶段对下年度的
工作重点以及工作计划都有所考虑，正是总结以往，谋划新的蓝图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安排预算
资金计划的编制工作，一方面可以给学校的各个单位充分的时间谋划和考虑工作安排，另一方面可
以有较为充分的时间进行比较数据收集和资金效益评价工作，为新一年的预算计划编制奠定基础。
另外，这种前置的计划编制工作，可以从下年的年初即实现资金的事前控制工作，保证各项工作以
及资金使用的可控性。 
   2、整合学校的各方面资源，打破部门资产观念，使高等学校资产实现全校范围的共有共用，
从而提高资产甚至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学校的资产进行全面的清查与盘点，对于各项资产的使用状
况、使用方向、使用单位、可提供的其他服务等各方面信息。一方面，将全校范围内的涉及相同内
容的设备使用计划统筹安排，提高资产使用频率和利用率；另一方面，面向社会提供各种可能的有
偿服务，充分发挥教育、教学设施技术指标先进、高等学校理论及实践水平领先等优势，从而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有利因素，既避免了内部的资源浪费现象，又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在制定切合高等学校支出实际的预算定额体系的前提下，重点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高
校预算。高等学校应该根据以往的支出数据和资金预算的执行情况，结合高校所在地的地域以及客
观经济条件等信息，采取科学、实用的方式方法，制定适合学校实际情况的支出预算编制定额体
系。在确定了支出定额并获得认可后，学校的资金预算编制工作便从依据工作和经验数字随意确定
支出计划，发展成为依据各单位基础数字（包括人员、学生、课时、实验数据等）和预算定额有据
可查的确定预算支出计划；从“基数+增长”的增量预算法转为以科学数据为基础的“零基预算
法”，从而使预算支出计划屏弃不合理因素，向科学、合理方面转化。 
   4、充分考虑学校现有资金和预计资金到位情况，安排来源等于占用的资金使用计划。月末充
分考虑学校的资金情况，依据各单位上报的资金计划，分别轻重缓急和意外事件处理等，编制资金
来源与占用相等的资金使用计划。将现有资金优先安排重要支出、必保支出和紧急事件支出，在保
证了上述支出的前提下，在根据本月资金到位以及资金剩余情况，安排其他相对性重要性、紧迫性
较小的或者不是特别重要的、特别紧迫的支出。通过这种支出安排模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收
定支”。 
   5、对于单独立项申请资金的项目，建立资金使用及效益分析档案。通过建立立项资金使用及
效益分析档案，登记资金申请情况、立项依据、论证依据、预期效益，并登记该项目的资金使用、

 



计划执行中的调整、调整原因、调整依据等，以及执行完成后的验收情况等基本信息。在登记上述
基本信息的前提下，登记计划完成后三年的使用情况，包括设备提供的实验、实习台次、接受训练
的人次等基本使用信息，并与立项申请中的预期效益及论证依据相对比，从而实现效益分析评价。
利用效益分析评价数据修正论证依据以及其他相关的论证项目，从而挖掘潜力、避免浪费（作者
单位：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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